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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相对论，貌似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爱因斯坦一不小心写得太难懂
了，也可能是一些老师故意不告诉你。

但来自你的原因最多只有一个：在地球
上生活太久了，思维已经框架化了。 本
书轻而易举地跳出思维框架，教你轻松
读透相对论。 （据《广州日报》）

《金大中自述》

【韩】金大中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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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被判死刑，三次竞选总统失败，

多次被捕入狱，但最终成为韩国总统。 他
自称是个天生胆怯、内心柔弱的人，是怎
样的信念帮他穿越漫漫长夜？ 书中，金大
中“把过去欲言又止及有意隐晦的某些
事实原原本本地一一道出， 对于内心曾
经的胆怯和恐惧，也不打算避讳”。

《古时兵法今时用》

曹胜高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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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兼顾兵学理论体系与经典兵
学著作的合一，注重经典解读与现代管
理的融通，试图从引导者的眼光，帮助
读者初步了解中国兵法最为基础的一
些概念和阐释。 了解兵学和兵法，不仅
可以熟悉中国的历史， 更能涵养气质，

拓展气度，扩大自己的人生格局。

《人类看得懂的相对论》

（日）新堂进著
栾美群译
南方出版社

《永远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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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人树碑立传， 第一，

需要勇气，第二，需要功底。复
述张爱玲人生里遍布的“苍凉
的故事”，更是如此。

翻阅《永远的张爱玲》，你
可能似曾相识，因为，那些粗
浅的故事梗概也许你早已熟
记在心，毕竟，张爱玲的人生
经历已成历史，以决绝的姿态
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
“用张爱玲说张爱玲”的书。

该书的章节全部用张爱
玲的作品来取名，非常精到和
浓缩地提炼出其每个人生阶
段的特点。谈到其显赫的家族
背景和身世，作者用《传奇》来
取名； 谈到其文学创作高峰
时，用的是《创世纪》；谈到与
胡兰成的情感纠葛时，用的是
《红玫瑰与白玫瑰》；谈到告别
大陆时，用的是《多少恨》；谈
到第二次婚姻时，用的是《怨
女》；谈到其孤独离世，用的是

《花凋》 ……这些标题和点题
语全部取自张爱玲的作品，用
得都非常的精准， 恰如其分，

一时间，让人感觉是张爱玲自
己在写自己一样， 格外亲切，

仿佛是不经意间，张爱玲在创
作中已暗自为自己的每个人
生阶段做了点题， 叫人心生
“一语成谶”的唏嘘和喟叹。与
其他站在他者的立场的传记
有所不同的是，《永远的张爱
玲》脱离了以往第三人称的冷
静和疏离，从标题设置上便呈
现出第一人称的熟稔和亲近，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角度和视
觉上的创新。

《永远的张爱玲》 作者在
讲述故事的同时夹叙夹议，更
是大胆地引用了大段大段张
爱玲自己的文字来作为补强，

在增加故事的现场感的同时，

有效地规避了人为的想象和
推断， 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
目， 增加了可读性和真实性。

整体来看， 该书作者文笔秀
丽，甚至带有几分张氏风格的
犀利，“到底是一个人迷陷于
一座城，还是一座城倾倒了一
个人呢”、“爱落两城， 梦落一
人”、“人生怎么可能圆满呢？

她在离开的那一刻，才真正获
得了永生”这样一些琅琅上口
又字字珠玑的语句，既有文字
形式之美，表达了作者的某种
含蓄的情绪，作为故事白描的
点缀和补充， 又点到为止，适
当留白，绝不咄咄逼人，给读
者留下了想象和评论的空间。

并且，不难看出，作者对张爱
玲作品非常熟悉， 引用的位
置、时机、长短把握也拿捏有
度，绝不喧宾夺主，反而有几
分锦上添花之美。这足以看出
作者的功底，既保留了自己恰
到好处的点评， 又不画蛇添
足。毕竟，引用，这也是一种艺
术。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每

个人自己才最了解自己，也最
有资格定义自己。因此，《永远
的张爱玲》一书用张爱玲自己
来说张爱玲的“小团圆”人生，

这是一种散发着特殊韵味的
写作方式和情感体验！

（据人民网
-

读书频道）

《首席医官》

中医是一门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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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首席医官》：中医是一门大学问
作者：谢荣鹏
书号：

978-7-5108-1699-4

出版：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11

定价：

39.80

元
【作者简介】

谢荣鹏，男，

1982

年生，山西省万荣县人，

大学时开始写网络小说， 至今已创作近八百万
字，其中《天生不凡》在

2005

年互联网点击破千
万，单章最高订阅过万； 小说《原始动力》、《黑客
江湖》获作协举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最
终大奖； 小说《疯狂的硬盘》入选起点中文
网“八周年经典作品”； 小说《黑客江湖———

疯狂的硬盘》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容简介】

曾毅凭着祖传绝技和中西医兼修学养，

在高手如林的医学界脱颖而出，仅用三副
中药便解除了省委书记夫人的病根，备
受青睐，被破格聘请为省医疗保健专家
组专家。 上任后，他大显才能，连续治好
多例著名中西医专家头疼的疑难杂症，并以
高尚医德赢得中外患者敬佩，与政界、商界、

军界、警界等诸多名人结下不解之缘，成为
莫逆之交。

曾毅治病颇有大将风范，对于疑难杂症
每每出奇制胜，艺高人胆大。 他的望闻问切
功夫几乎出神入化， 一望而能断人生死；他
的针灸技术和正骨技术常化有行为无形，无
招胜有招，令人啧啧称奇。 连顶级国医大师
也对他青眼有加，着意提携。此后，他亦医亦
官，医人医国，左右逢源，救死扶伤，淡泊名
利，众望所归，逐渐成长为国内中医界翘楚，

真正的首席医官。 （据新华读书）

仲呈祥《文苑问道》

艺术之镜

琢之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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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猿揖别，人类带来了一面“镜子”，

那就是艺术。 在这面人类自己磨明的镜
子里，人既能看见他者，也能看到自身，

即看到关系中的人， 进而认识关系中的
人。 因此，艺术这面镜子，用马克思的话
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以审美
的形式把握世界的方式。仲呈祥的《文苑
问道———我与人民日报三十年》（重庆出
版社）汇集作者

30

年来发表于《人民日
报》的

148

篇文章，既是一面平面镜，从
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文苑

30

年历史之
真切；又是一架望远镜，印证着作者在纷
繁复杂的文苑现象中经过反复比较后得
出的规律判断；还是一副显微镜，对一些
标志性的作品进行具体深入的剖析，为
后来者提供理论引领。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每一个时代
总有彪炳这个时代的文艺形式， 而每一
种文艺的创造总是在检验着引领这一实
践的理论， 同时又促进新的文艺理论的
诞生。 《文苑问道》记录了新时期以来的
小说、戏剧、影视等艺术创作与文艺思潮
相摩相荡的过程， 虽然由于研究者个体
存在理论视域差异， 不可能作全景式的
历史记录， 但是该书对所涉猎的艺术作
品的深入剖析， 以及对文艺创作一般规
律的把握，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研究当
代文艺思潮史的后来者提供镜鉴。

就文艺作品的创作问题， 仲呈祥针
对片面追求“观赏性”、“收视率”的现象，

指出“观赏性”仅仅是“艺术性”的有机组
成，片面追求观赏性，那就承认了有一种
不讲究观赏性的艺术性或排斥观赏性的
艺术性。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有思想
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相统一”， 因为
“没有思想的艺术不是优秀的艺术，缺乏
理想的审美不是真正的审美”。可时至今
日，片面追求“观赏性”的观念还有相当
市场，“营造视觉奇观” 还被一些创作者
奉为圭臬，内容上止于“养眼”而不“养
心”，目的是为了“化钱”而非“化人”。

《文苑问道》对具体作品的理论批评
具有方法论意义。 仲呈祥将

148

篇文章
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而“不毁少作”，并
说“我总以为， 文艺理论批评贵在说真
话，抒真情，求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
之；随风偏倒，趋时附势，丧失良知，今日
曰是，明日言非，不足取也”。究其敢于示
人的“底气”，当是他披上的辩证法甲胄
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史学观”文艺
批评标准贯穿始终。 这“一体两翼”是他
作为文艺理论家的缜密的批评理论系
统，而将这一理论系统坚持

30

年，就是
他的学术操守和学术“定力”。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