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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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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宝贝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诗经”作为编选脉络，叙及爱、情感、

家人以及生死等命题， 保持着安妮宝贝独有的文
字质感。

安妮宝贝说：“我把这些文字写给自己， 以此作
为一种思省、记录、整理、清洗。 而当我写完这些，它
们印刷流动之后，我就忘了它们。 但若在某个时刻，

有必要，则会丝毫不差地回忆起若干细节。它们是一
些被打包起来的行李，搁置在某个角落。 ”

《且以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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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平著
作家出版社
本集是作者近些年随笔的集合。 第一部分是作

者对十多年北大荒知青生活的追思， 对亡故在北大
荒的知青做了深情的纪实叙写。 第二部分是关于对
东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北大荒文化的思考与探索，

作者从大文化大历史的角度， 提出了一些令人值得
思索的问题。

《寻找亡灵》

《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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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柏漪著
外文出版社
美籍华人包柏漪是美国原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

的夫人。她因用英文写了《春月》一书而成为一位引人
注目的华裔女作家。主人公春月更是一个理想的中国
女性形象，在她身上，寄托着作者心目中传统的精魂。

整本书充满了优美、哀婉的情调。 （据《广州日报》）

《第七天》：荒诞有余但带给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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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天》中，余华延续了自己
一贯绝望而荒诞的笔触， 平静而直白
地阐述了一个亡魂的见闻， 构造了一
个真实又诡秘的世界———死无葬身之
地。 “接地气”是《第七天》的一大特色，

比《活着》顺畅，比《兄弟》轻巧，这是一
部让人一口气读到底的小说。

余华以《旧约·创世纪》作为引子，书
写一个名为“杨飞”的亡魂前往殡仪馆路
上的经历，用“从死写到生”的形式，聚焦
了现实中最让人不安的关键词：墓地贵
死不起、强拆、医疗丑闻、扫黄、潜规
则、食品安全……余华以灵魂弥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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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作为巧妙分割，短短七章一气呵成，

叫人看得动魄惊心。 他是个十分善用
文字营造氛围的神手， 就以书中频频
出现的“浓雾”举例：“浓雾锁住了这个
城市的容貌， 这个城市失去了白昼与
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 ”在这里，浓
雾既是故事设定范围里固有的灵异阴
森， 却也神奇地与多起事件实际背景
形成了联系： 浓雾是强拆时挥霍的尘
土，浓雾是爆炸后飞扬的灰烬，浓雾是
鼠道里不见天日的间隙中折射出的微
弱光影……余华生动的描述让这部书
更添戏剧化色彩， 这使我深信《第七
日》终将会搬上舞台或大银幕。

即使放眼皆悲剧， 但余华没有让
黑暗压倒希望，这是《第七天》与别不
同之处，它借助新闻热点，但非为了制
造噱头。 相反，这种处理会让读者的悲
喜更身临其境，感慨更深。 漆黑之中，

余华小心翼翼地擦出一束束温暖的火
苗，给死去的人最体贴细微的安慰，不

至于让读者在喘息间完全绝望———李
青死后忏悔，承认丈夫只有杨飞一人；

鼠妹的男友伍超虽然最后死于卖肾，

但他并未为了物欲而是希望圆满真
爱；郑家夫妇无辜，不过他们有个最坚
强懂事的女儿； 饭店老板谭家鑫生前
善良体贴， 至死也没有夺走他快乐的
希望，“一家人能在一起， 到哪里都是
好”；说到最曲折离奇的李姓男子被扫
黄警察张刚踢爆睾丸而寻仇杀人的恩
怨，两人死后也一笑泯恩仇，成了最好
的棋友。

虽然荒诞有余，但《第七天》并未
带来像《活着》的那种厚铅压心头的沉
重。 余华以杨飞的视角为基点，关联起
网状的人物关系， 打通了这个城市各
类小人物的生老病死， 结局哪怕仍有
悲壮和讽刺的意味， 但并不妨碍他勾
勒出心中乌托邦的轮廓。 “人人死而平
等”， 置于死地而后生是一种恩慈、一
线怜悯，我相信这是《第七天》的创作
初衷。 就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
的，“与其咒骂黑暗， 不如燃起一支明
烛。 ”在《第七天》中，余华就是这个举
烛人， 而我们借着烛光， 看清了来时
路，抓住了延续的意义和温暖。

（据《京华时报》）

《思奔于柔情江湖》：

重新发现旅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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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是时下很多人向往的放松方
式，走出格子间，放下忙碌的工作，看
看远方的风景，品味异域的文化，感受
不同的风土人情， 旅行就这样打开了
人们的心胸和眼界。 人们喜欢旅行，然
而现实中的种种限制， 却不能让人们
随心所欲地去行走，这时候，各种旅行
随笔也就满足了人们愿望。 而近日出
版的《思奔于柔情江湖》，就是这样一
本能用文字带着人们去放松的旅行手
札。

迪拜的繁华，马尔代夫的柔软，在
作者周寿伟的笔下散发着静谧温和的
光芒， 云游扶桑， 邂逅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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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加
坡，走过传统与现代交织碰撞的首尔，

一路思考着异国的文化， 在九寨与黄
龙倾听风景的故事， 游走在飘着麻辣
味的宽窄巷子， 细细品味着广州的眉
目，解读维港的阑珊灯火，一路上，周
寿伟用一张张胶片凝固风景， 用充满
画面感一般的笔调记录下沿途的感
动。 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跟随他的文字，

放松身心。

值得称道的是，在这本《思奔于柔
情江湖》中，配以作者周寿伟在旅途中
实地拍摄的大量精美图片， 加之细腻

而充满感情的文字，让人们在阅读中，

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

与很多旅行随笔相比， 周寿伟走
过的地方并不新鲜， 然而这却并不妨
碍人们在他的日志中， 寻找到久违的
感动。 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到的那样，

“旅行不是冒险，更不是逃避。 一个真
正的旅行者，必定是一个流浪者，如果
一个地方能让你回到童年， 那么旅行
便有了寻根的意义， 因为我们无论走
到哪里，聆听的都是内心的声音，寻求
的终究是自己的来处。 ”

的确， 旅行可以让人们暂时放下
繁忙的工作， 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并不
是让人们逃避现实， 更不是特立独行
的冒险。 旅行是一种放松，更是一种寻
找，寻找最初的梦想，也寻找支撑人们
继续奋斗的力量。

《思奔于柔情江湖》，这是一个人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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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城市的故事，也是作者周寿伟
一路行走，一路寻找自我的故事。 风景
凝固在照片里，打上时间的烙印，成为
了生命中最珍贵、最美的定格，而它一
样能让人们一边放松一边思考， 旅行
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

（据中青在线）

《世界越来越狠，但完全可以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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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信息】

作者：石勇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8-1

【作者简介】

石勇，社会心理分析学者，心理分析
技术派，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经杂志《南
风窗》主笔，所著《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
心强大》系列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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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册。另出版《被遮
蔽的真相》、《心理危机》等心理、社会、政
治分析著作。关注当代中国精神危机、思
想论争及民主转型。 一只眼睛盯着等级
制度的暴力， 另一只眼睛盯着歧视性观
念的暴力， 用心理分析之刀准确地插入
中国社会。

【内容简介】

畅销书《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
强大》（

1

、

2

）系列风靡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两岸三地后，社会心理分析牛人、

心理分析技术派标志性人物、 中国最
具影响力的政经杂志《南风窗》主笔石
勇，从人的内心深处，继续走进社会结
构的深处， 给你揭秘中国人变狠的心
理和社会机制， 教你如何对付一个狠
世界。

1.

快速而准确识别身边的狠角色。

2.

解释世界变狠的社会机制和心理
机制。

3.

守护自己的内心并对付狠世界。

（据新华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