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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台北》

《康德的自由学说》

作者：夏雨清
出版社： 上海人民

出版社
这是一本极具实用

性、权威性、审美性和文
化性的台北旅游导览。

全书分为“贪食纪”、“寻
茶道”“街市游” “杂货
淘”“文艺派”五个部分，

由台湾本土文化名人舒
国治、钮承泽、陈升等担
任向导， 介绍最不能错
过的台北私房美食，最
不可替代的台北文化精
髓，令读者吃到最正宗的，玩到最道地的，感受到最有
灵气的台北。

作者：卢雪?
出版社：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想对康德的自由

学说有一个整体通贯
的了解， 这本书是一
个好选择。 它不同于
普及教育式的康德哲
学解读， 而是要突破
权威康德专家们制造
的误解和偏见。 康德
批判地建立的自由学
说，恰揭示了“自由作
为人的存在的道德本性”“自由之原则作为实存的原
则”，并以此为宗教学、德性学及政治历史哲学奠定了
彻底革新的基础。 （综合）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作者：郑也夫
出版社： 中信出

版社
《后物欲时代的

来临》 是中国本土学
者第一本系统解释
“消费”的著作。 作者
独辟蹊径从消费的角
度入手， 完整而富有
逻辑地对消费机制和
消费心理进行了分
析， 提出未来社会人
们新的生活方式，物
质炫耀已走到尽头，

人类可以用游戏代替“无休止的过度消费”，让人在“游
戏”中实现自我。

《泰戈尔作品全集》便携本首发

近日，《泰戈尔作品全集》

的便携本六册图书在京首发，并
举办了“泰戈尔诗词分享会”，朗
诵家、 演员与读者一起朗诵了
泰戈尔的知名作品。

今年
5

月， 在泰戈尔诞辰
155

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泰戈尔作品全集。 这部全集
因体量较大，共

18

卷
33

册，不
利于读者随身携带， 这次人民
出版社从全集中择取了四部诗
集和两部小说集， 形成了六册
泰戈尔作品单行本， 这六本书
采用轻便纸张小开本设计，让
读者能够随身携带。 泰戈尔留

下了
66

部诗集、

96

篇短篇小
说、

15

部中长篇小说、

80

多个
剧本、大量的散文。

2009

年由人
民出版社立项，将《泰戈尔作品
全集》纳入国家“十二五”重点
出版项目。 全集共

18

卷
33

册，

每册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四部分，约

1600

多万字，历时
七年，在

2016

年出版，是国内
首次完整收录泰戈尔的全部孟
加拉语作品以及作者亲自翻译
的八部英文诗集和在国外发表
的演讲汇集， 是真正意义上的
全集。

除却泰戈尔亲自改写的八

部英文诗集， 本书的译文全部
从孟加拉原文直译， 由国内近
15

名一流孟加拉语专家翻译，

不收录转译自印地语、 英语的
译文， 并且选用的是公认的权
威版本———泰戈尔国际大学编
辑的《泰戈尔作品集》普及版本
进行翻译。 《泰戈尔作品全集》

的出版标志着泰戈尔的孟加拉
语作品全部从原文译成汉语，

这必将在国内掀起从比较文
学、比较翻译学、文化交流学、

比较诗人学、阅读学、泰戈尔研
究史等不同学科的泰戈尔作品
研究热潮。 （据人民网）

“平民哲学家”眼中的“人生之谜”

周国平新作《人生之谜令我入迷———周国平哲言录》出版

温润而理性， 是周国平谈
话时给人的感觉， 朴实而正能
量， 这是周国平文字里传达的
力量。 注重丰富内在精神世界
的他， 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
界———将人生当作谜、 执拗的
读书观、 淳朴的哲思者……这
是周国平。

近日，周国平新作《人生之
谜令我入迷———周国平哲言
录》 出版， 作为哲学专业的学
者、作家，或许正是这种冷静却
亲切的文字力量， 周国平被很
多读者称为“平民哲学家”，因
为他让更多大众接触到“高不
可攀”的哲学领域。

谈写作我只不过是一
个猜谜者

与读者是共鸣的关系“我
其实和大家是一种朋友的关
系，一种共鸣的关系，不是教师

的关系， 如果我是抱着教师的
想法去写东西的话， 一定是会
写得让人感觉比较‘膈’。 ”自己
的书能对大家有所指导， 确实
是周国平所希望的， 但他却表
示自己并不会以师者之姿写
作， 或许正如他的新书题目所
言，他只不过是一个猜谜者。 之
所以定下这样一个书名， 周国
平表示，人生总会感觉迷茫，因
为迷茫才充满人生之谜，“去寻
找这个谜底， 在这个猜谜的过
程中，我发现很有趣，思考这些
问题的过程本身其实是挺愉快
的， 和你之前没有想这些问题
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

谈读书
�

开卷也可能是
有害的

新书中， 周国平提到其读
书观———非最好的书不读，对
于这个“最好”，他表示，在这个

碎片化信息阅读大行其道的时
代，一个人面对这些海量的信
息时， 首先得明白你要的是
什么，你要有鉴别的能力，鉴
别哪些是对你有用的。 怎么
样能有这种鉴别的能力呢？

首先你需要打好底子， 你一
定要有大量的时间用来认真
读书， 读那些经典。 经典读多
了，你就有自己的分辨能力，那
些没有多少内涵的东西你根本
是看不下去的。

但“非最好的书不读”似乎
与我们自古推崇的“开卷有益”

读书观是冲突的，周国平直言：

“开卷未必有益，也可能是有害
的，所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读
书要真正有收获， 一定要懂得
排除那些比较平庸的书， 市面
上的书太多了， 而我们用来读
书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

谈哲学
�

就像珍珠的形成
原理

作为著名的哲学研究者，

周国平的散文总富有浓厚的思
辩气息，但却不乏感性的力量，

让人们深受感染。 要将丰富的
个人情感和体验转化为哲学思
考， 周国平有自己的一套：“所
谓的哲学的思考并不是一种抽
象概念的思考， 这些思考一定
是有个人的体验作为基础、作
为核心的。 你体验到了什么、感
受到了什么， 或者说你有了困
惑之后，然后你去面对它，想办
法解决它。 像这样一种东西，我
觉得是哲学思考的一个核心的
东西。 ”

周国平拿蚌与蚌中间的珍
珠作比喻， 有一个沙子进去
了，它受到创伤了，它感到痛
了，然后它开始运作起来。 这
就相当于感受对于哲学思考
的关系，“所以说哲学绝不仅仅
是一种概念的思考， 一定是一
个感受的基础上， 亲身体验的
一种结果。 ”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