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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末，各类机构都推出了图书榜
单做年终盘点，除了向读者推荐新书、好
书，奖励表彰优秀的作者、编辑这个最重
要的原因，还有观察图书行业现状、揭示
图书出版趋势等用意，不过不可避免地，
其中也有不少为出版社做宣传的目的，故
公信力参差不齐，含金量难以判断。但近
几年，商务印书馆的“十大好书”评选吸引
了不少名家大众的眼光，评选出的好书每
一本都是某个领域的经典，有收藏价值。

今年是中国现代出版 120年，也是商
务印书馆创立120年，又恰逢商务印书馆
人文社科好书评选第五年。今年共有145
本图书入围“十大好书”候选书目，共分为
新知博物、历史、生活、主题出版、文化、艺
术与思想共7个部分。今年选出的“十大

好书”分别是《诗的八堂课》《弦诵复骊歌》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十五至十八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反异
教大全》《欧洲漫画史》《世界报业考察记》
《安魂曲：汉诺赫·列文戏剧精选集》《人生
道路诸阶段》《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
会变迁》。从这个书单上可以看出，在中
国现代出版120年之时，学术出版再次回
归，占据了半壁江山。

回顾去年的好书，《怎样观察一棵树》
等一批博物学类书籍的入围入选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近几年不断创新发展的博物
新知类图书的异军突起，反映了当下社会
各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和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成人阅读
与儿童阅读在科普领域的界限的消融。
其实今年延续去年的“博物热”，仍旧有一
批博物类图书入围，如《珠峰简史》《爱上
植物的第一本书》《鹤鸣九皋》《地球正义
宣言》《生态帝国主义》《盖娅时代》《醉酒
的植物学家》等已经突破了百科与艺术欣
赏的基础性特征，而是从更为亲近读者角
度出发，从博物看生态万千，看社会伦理，
看人世百态，看未来趋势。

今年，大众书评团评选机制，继续邀
请全国共24所高校的25个读书会、10家
优秀企业读书会、22家机关读书会的代表
共同参与投票，最终《诗的八堂课》得票最
高，可以看出从年初的诗词等中国古典文
化的回暖也影响到了图书出版，从入围的
图书来看，诗歌普及读物成了读者以《诗
的八堂课》《槐市书话》《国史通鉴》为代表
的普及读物，以《唐诗画谱》《宋词画谱》
《茶典》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
典藏，以《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探寻中国
趣味》《中国历代书院学记》《中华传统礼
仪概要》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类
图书。

《诗的八堂课》是浙江大学教授江弱
水以系列讲座的形式，征引古今中外的诗

作与诗论，就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
思、情色、乡愁、死亡等话题，来展开有意
义也有意思的讨论。诗人写诗都写些什
么？是怎样写出来？又如何去读？关于
读诗的书不少，但写得好的不多。写浅了
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写深了又容易陷入过
于学术艰涩的陷阱，令读者望而却步，而
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写得有趣。作者以一
讲一课的方式，穿梭于诗词之间，或深或
浅收放自如，再穿插以现代哲学思考，拉
近与读者的思维距离，既能作为诗学入门
读物，也能当成深入研究的参考，同时还
会为作者独特的解读视角拍案。

另一本笔者想要推荐的好书是现代
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北欧著名哲学家
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代表作《人生道路诸
阶段》。正如克尔凯郭尔的许多著作一
样，《人生道路中的诸阶段》也是托名著
作。在书中克尔凯郭尔以威廉·奥海姆讲
述回忆录的形式，以给读者的信的形式，
讨论了人生道路的诸阶段，这道路的诸阶
段是审美阶段、伦理、宗教阶段。克尔凯
郭尔要我们面对主观个体的生存感受去
选择自己，他要我们穿透审美生活，在享
受生活所带来的幻象和愉悦之后，去发现
隐藏在其背后的不幸和痛苦，进而认识到
伦理生活的局限，从而最终进入沉静的宗
教阶段。笔者看来，这本书表面“心灵鸡
汤”，但内核却有扎实的哲学理论根基，以
为随便翻翻就能看完，但恐怕并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好读。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
还是读书”。笔者虽然每天都与书打交
道，但最怕别人要求推荐好书，吾之蜜糖
彼之砒霜，很少有一本书能做到大家都喜
欢阅读，并收获一切东西。不过这十本好
书是为数不多的让笔者敢于推荐的那部
分，从中挑几本自己感兴趣的，就足够我
们一段时间的精神食粮。

（陈梦溪）

著名作家陆春祥，一下子新出两部笔
记新说系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笔记的笔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的《太平里的广记》。两部笔记系列，均借鉴
古代笔记的内容排列，从汉魏六朝，到唐宋
元明清，千年笔记精华的一次大梳理。

近年来，陆春祥一直致力于历代经典
笔记的阅读和写作。此前，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已经推出《字字锦》和《笔记中的动物》，
均受读者的欢迎。

陆春祥说，历代笔记大致可分小说故
事、历史琐闻、考辨考据三大类，它是中国传
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一个重点，但除了
一些专业研究者外，大众的关注度依然不
够。

陆春祥认为，在各类笔记中，历朝历代
的社会风尚、典章制度、民众疾苦、诗文书
画、历史事件、科技记录，都有十分详细的记
录，各类人物，各式宗教，就连那些鬼神精怪
的故事，也都有言外之意。而且都是以当事
人的角度，虽属野史类，但绝对有大量的干
货。

比如唐代的笔记，基本上淹没在诗歌
那耀眼的光芒背后，其实，唐代各类笔记，从
文学角度看已经相当成熟，历史琐记从另一
个侧面表现了唐代的辉煌，传奇故事文学味
道极浓，如电影《聂隐娘》就取材于唐传奇；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也已独立发展成一个大
的门类。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博大精深，
更成为历代笔记难以逾越的高峰。

再比如宋代，宋代文化极为发达，笔记
种类繁多。《宋史艺文志》就记载，小说、传
记、故事、杂类多达1126部，除去一些不属于
笔记类的，宋人笔记就不下700部。苏轼的
《东坡志林》，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
斋随笔》等都是笔记中的上品。陆春祥告诉
记者，《容斋随笔》，二十年间，他系统读过好

几次。有资料说，毛泽东在逝世前十三天还
在读。七十四卷本的《容斋随笔》，在宋朝就
是一部畅销书，而且一畅销就是四十年，政
治经济，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什么都有。

陆春祥说，正因为宋代笔记多，所以他
的两部笔记中，宋代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陆春祥说，那
些笔记作家，在用毕生的经历，告诫我们，谆
谆教导。因此，历代笔记里，现实的影子、甚
至我们自己的影子也无处不在。

《掠剩使》（《笔记的笔记》卷三十七）：唐
人小说中，有“掠剩使”的说法，意思是说，人
命中的财物，都有定数，如果你的财物少过
其数，则上天会派一使者送来，但也只是将
你命中之财物数填满为止，多了就不行。今
天的人们，有散财获福的说法。

《心躁害死人》（《笔记的笔记》卷三十
八）：两人同船，到同一个目的地。一人性
急，白天晚上，都在掐时间，算路程，船稍微
堵一下，或者有什么事情耽搁一下，他就急
得不行，破口大骂，骂天骂地骂船，为此，他
外形枯槁，面容憔悴；一人性缓，随便船怎么
开，开到哪里，为什么停下来，怎么停下来，
统统不管，吃得香，睡得着，脸色一天比一天
好看，活得很滋润。最后，两人同时到达目
的地。

《金陵世相》（《太平里的广记》卷二十
一）：金陵有十忙——祝石林写字忙，何雪渔
图书忙，魏考叔画画忙，汪尧卿代作忙，雪浪
出家忙，马湘兰老妓忙，孟小儿行医忙，顾春
桥合香忙，陆成叔讨债忙，程彦之无事忙。

陆春祥在《太平里的广记》扉页里这样
写着：我读的笔记，只是历代海量笔记中之
一粟，但各种碎石和金子，迎面撞击，有时竟
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仍然兴奋，因为里面
有“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
语）。 （伊 文）

《温柔之歌》
作者：（法）蕾拉·斯利玛尼
译者：袁筱一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文学不是疗愈的工具，而是“揭
露的艺术”。这点在《温柔之歌》中表
现得淋漓尽致。蕾拉·斯利玛尼通过
对社会真实事件的改写，呈现出社会
残酷的一面。她将敏锐的眼光投向
阶级差异、女性生存、爱的欲望和孤
独，挖掘出看似井然有序的生活表象
之下的“黑暗的湖”。本是天使般的
保姆，却因无法真正进入雇主的生活
铤而走险。而在作者不断给出的信
息中，保姆孤独、敏感、负债累累的面
目逐渐清晰。在最终无法得到自己
索求的“对爱的占有”时，她选择用最
极端的暴力方式解决困惑。

蕾拉·斯利玛尼用透澈的文字舒
缓叙述，有着音乐般的分明节奏，对

“人的身份和人作为高级动物的命
运”提出诘问。这一问题在社会中普
遍存在，并将持续存在，对它的诘问
展现出作者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深刻
反思。 （新京）

《寂寞的游戏》
作者：袁哲生
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台湾作家袁哲生三十八岁去
世，留下的作品不多，却被张大春誉
为撑起21世纪小说江山的两位作家
之一，其作品也对台湾文学后来的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寂寞的游
戏》是袁哲生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容
纳七个短篇，虽故事各异，但都指向
人类不可避免的共同困境：孤独。
同学之间的友情、父子之间的亲情、
夫妻之间的爱情，在袁哲生冷静、简
约的笔下慢慢淡化，人与人疏离开
来，渐行渐远，孤独的本质开始显
现。

作为文学中最常见的主题之
一，孤独被太多作家写过，但袁哲生
笔下的孤独又是独特的。他善用儿
童的单纯眼光审视世界，因此看到
的孤独也是单纯的。

面对孤独，有些人选择了逃离，
就像《寂寞的游戏》这篇中的“我”对

“躲藏”的强烈渴望，就像《父亲的轮
廓》中离家出走的父亲。这是孤独
的延伸，并不罕见，却在袁哲生笔下
有了如此沉重的力量。几乎没有完
整的故事线，没有抒情，袁哲生在片
段式的孤独叙述之后，又似乎指向了
更终极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一年你读了哪些好书？

《诗的八堂课》
江弱水
商务印书馆

千年笔记里，有你我的影子

《太平里的广记》
陆春祥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笔记的笔记》
陆春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