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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无比美妙的痛苦》自
2002

年
1

月
出版，就一直牢牢占据《纽约时报》畅销
书排行榜首位的位置， 迄今已近

80

周。

全美青年人争相谈论和传看，影响甚远。

可以说，它创下了美国青春文学的奇迹。

为何是无比美妙的痛苦？原来，这句出
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有一
种斜落下来的幽光》， 才是小说灵魂所在。

主人公是一对少男少女， 但一个借助一个
小小的氧气瓶才能在这世间呼吸自如，一
个是拥有英雄情怀却只能在游戏世界驰骋
的独腿男孩。他们相识于生命旅程的末段，

但并不妨碍在这星空留下他们独有的光
亮。生命的终结不是悲剧的终点，生命的宽
度才是我们追寻的意义本身。 这就是青春
文学作家约翰·格林的伟大和高远之处。

【相关评论】

.. ..

《无比美妙的痛苦》 这本书改变了
我。 它让我去思考、去感受、对外在更有
痛感。读后我更加理解了死亡、生命和人
心。 ———美国亚马逊读者

Katelyn West

所有小说都带有些作家私人的痕
迹，《无比美妙的痛苦》 在这方面有它的
独到之处。 它不仅仅是一本高中男生女
生的浪漫爱情故事， 也是关于生命、死
亡、疾病、爱情、英雄情结，关于一个

16

岁的少年如何面对和处理自己的生命即

将终结、 将所爱的人永久抛下的事实。

———美国
goodreads

读者
Madeline

《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目前已经
有四万多条评论了， 我为什么还要添上
一条？我说不清原因，但我确实知道我想
让你们明白我读完这本书的感受。 海蓁
就是我想成为的那类女孩：聪明、有趣、

一个很棒的女儿以及坚强的孩子。 奥古
斯都就是我想遇见的那类少年： 超有魅
力、非常积极、有趣，而且是最棒的朋友。

而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 ———美
国

goodreads

读者
Rosalinda

“这就是痛苦，它要求被感受到。 ”奥古
斯塔斯说。现在的我，仍旧沉浸在阅读这本
书的复杂情绪中。这有些难以置信，毕竟这
是我第一次读约翰·格林的作品。我给五颗
星。 ———美国

goodreads

读者
Brenna

思考，无数的思考。读完这本书后，会
对病痛，对生死，对人情冷暖，对现代医疗
的局限，对面临人生终点的爱情，都有更
深的体悟。 作者是非常懂癌症的，这点可
以肯定，而我喜欢他的态度。 他不尖酸，不
粉饰，也不过分伤感，仅是用一种理性感
性兼具的口吻，神不知鬼不觉透过人物来
传达他对生老病死的思考。到底我们知道
多少生，又知道多少死呢？ 十六七岁的两
位主角，怕是比我们都懂得多了。 ———台
湾作家倪采青 （据新华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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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若蜜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45

岁的犀利人妻翁若蜜，以其亮丽的外表赢
得“医界蔡依林”的美称，现职为医美诊所的美容
咨询专家， 提供众多女性美容方面的专业知识，

且对爱情及婚姻有独到见解。她首度将其数十年
来的经验集结成书， 化为获取幸福的经营之道，

希望能送给女性读者一份足以扭转自己命运的
力量。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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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芩著
中信出版社
这本书是苏芩的转型力作， 之前她的作品写

职场，谈人生，走红励志图书界。而这本书，是她潜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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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读《红楼梦》的感悟与心得，以大观园中
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为引，尽述世间最浪漫蚀骨
又痛彻心扉的情感。

唯有成为最好的人，才配得到最好的爱。和苏
芩一起，品读大观园儿女的离合聚散，情缘分定，

谈一场不枉此生的完美恋爱。

《世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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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尔·施瓦尔贝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你在读什么？ ”这是前出版人士威尔·施瓦

尔贝和他的母亲经常问彼此的一个问题。 在母亲
被诊断出胰腺癌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愈发紧迫起
来。 得知母亲的生命将要结束，威尔建议组成“读
书俱乐部”， 将两人以同读一本书的方式连接在
一起。 母亲病逝后，威尔将两年间母子两人“读书
会”的交流过程记录下来，出版了《生命最后的读
书会》。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幸福不用回答》

《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年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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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信息】

书名：《华夏主义》

作者：叶自成龙泉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

年
6

月
定价：

52.00

元
【作者简介】

叶自成， 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社会
科学分部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外交系主任，北
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1978

年起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本科、 硕士研究生学习，

1985

年起在北
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学，

1994

年起为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

《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

大智慧》这部近
50

万字的巨著，是一部
能够温故知新、受到启迪、引发争鸣、活
跃研究、解放思想的著作，是一部充满责
任和思考、充满思想火花、值得一读的著
作。《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
智慧》 打开了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
独特视野， 主张借鉴欧洲文艺复兴的经
验，整理、发掘、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世界观、

方法论和治国理政学说。 作者试图用华
夏主义回答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等许多实际问题，包括民
主、自由、人权以及普世价值等，角度新、

视野宽，读后给人启发。

【编辑推荐】

《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
智慧》打开了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独
特视野。 作者叶自成、龙泉霖把《易经》在

整体思维、阴阳思维、变化思维、中和思维
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称为易经思
维，把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顺势而为
等主要观点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
和治国理政学说称为老子范式，把儒家中
庸思维、以人为本、人才第一等主要观点
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治国理政
学说称为孔子范式， 把法家以法治国、富
国强兵等主要观点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

方法论和治国理政学说称为商子范式，把
以管子为代表、 融合了道儒法三家关于
道治人治法治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世界
观、 方法论和治国理政学说称为管子范
式，并主张借鉴欧洲文艺复兴的经验，整
理、发掘、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回答和指导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问题，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世界观、 方法
论和治国理政学说。 （据新华悦读）

《人间草木》：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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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读完
《人间草木》，越发感到哈姆雷特王子问
的是一个普世的问题。

对古代人或者宗教而言，活着是为
了死去；活着和如何活着不重要，重要的
是死去和如何死去。 对死亡有了一种积
极的态度，有了一种选择，死亡便不再是

一个自然事件了，成为一种文化应对。对
现代学者来讲，同样的问题依旧存在，经
历过“祛魅化”的现代人，应该如何生活，

如何认真、高贵地生活？

周宁所著的《人间草木》通过四组人
物的死亡， 反观其生命， 正如书中说的
“面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一个人面对生命
的态度”。

从生命的起点来面对生命， 是一个
动物式的自然过程； 从生命的终点来反
观生命，则是人类的文化态度。为了死去
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死去，不仅是人
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 同时也是宗教
和非宗教的区别之一。

最近，耶鲁大学雪莱·卡根教授的死
亡课程在网上受到追捧， 卡根教授秉承
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对待死亡的逻辑和
科学传统，即围绕着肉体论和灵魂论（或
二元论）而展开讨论。与西方对待死亡的
理性态度不同， 我们在对死亡这一问题
的认识上， 常常不关注来自大脑的理性
和科学，只重视发自内心的关注和悟解。

非此即彼的西方理性和彼此彼此的东方
悟解， 决定了东西方文化中对待死亡和
生命的不同态度。

《人间草木》第一组人物马礼逊和伯
格理都是传教士， 都是为了传播上帝福
音来到中国。 然而基督教能给中国带来

幸福吗？在这个问题上，马礼逊的绝望和
伯格理的期望同样彻底， 不过不同的看
法并不影响两人作为上帝仆人完成自己
的使命。在宗教观念中，生死是对信仰的
实践方式， 死是有意义的， 甚至是诱人
的。 书中的弘一法师视生如死， 虽存犹
殁，死亡不过是“去去就来”。哲学上的二
元统一认识， 决定了中国文化对待死亡
和生命之间的圆融态度， 所谓圣人贵一
也。看看苏曼殊，一生都是游走在出家与
住家、放纵与持戒、大爱与决绝、觅死与
寻欢之间。

卡根的死亡课程仅仅是把死亡当作
一个客观对象来加以科学认识，这种死亡
放在动物和人类的身上没有区别。 西方的
死亡学说中， 无论是肉体论还是灵魂论，

都不能囊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死亡的
态度：生即死，死亦生。 生有何欢，死亦何
憾？ 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
知其纪！ ”宗教圣人毕竟是少数，芸芸众生
依然逃脱不出生离死别的凡俗。

作者关注的前两组人物虽然都是宗
教人物，但对死亡的认识，完全反映出东
西文化的本质与区别； 后两组人物都是
非宗教人士， 在他们充满个性的生命中
却有着对死亡的共同认知： 死亡不是自
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文化的选择结果。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