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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日的蝉》

《历史不糊涂》

作者：角田光代刘
子倩译

出版社： 湖南文艺
出版社

《第八日的蝉》是角
田光代触动人心的代表
作， 以温婉细腻又不失
深刻的笔触将母性和人
生情感描绘得细致入
微，是一部融合犯罪、悬
疑与写实题材的深情催
泪之书， 为作者吸引了
大批忠实粉丝。 改编电
影横扫第

35

届日本电
影学院奖“最佳影片”等

10

项大奖，改编电视剧获日本
ATP

电视剧奖。

作者：李拯
出版社：中信出版

集团
历史有用，当它警

示当下的时候；历史有
趣，当它让你琢磨不透
的时候。 李世民一代雄
主，竟然摆不平几个争
宠的儿子？ 武则天打败
了所有的敌人，最后竟
然输给了无形的文化？

李隆基前半生英明神
武，后半生为何自暴自
弃了？ 而那个叫嚣着“冲天香阵透长安”的黄巢，都打
下了长安城，最后还是让手下的朱温当了皇帝。 唐朝
风云人物，每个人的命运都有峰回路转的曲折，也都
充满了让人看不懂的悖论。 （据新华网）

《厚积落叶听雨声》

作者：朱光潜
出版社： 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
《厚积落叶听雨

声》 是美学大师朱光
潜首部经典作品精
编，收录《谈美》《谈修
养》《给青年的十二封
信》 中家喻户晓的篇
目，选编了《生命》《慈
慧殿三号》 《后门大
街》等经典散文佳作，

更特别精选了近
60

幅东西方艺术名作，精美图文，全彩装帧，解读大师毕
生思想精华。

新书《此心光明万物生》出版，从大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体悟出生活哲学———

于丹：面对公众，越单纯越好

于丹的新书《此心光明万
物生》 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的于丹每次
出书引起的动静都不小， 就像
她每次演讲总是人潮涌动，她
以一个教授的身份， 一边享受
着明星式大众追捧， 一方面又
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讽刺和
批评， 外界对她的褒贬总是呈
现两个极端，她曾有过解释、回
应甚至还击。但这次，于丹却以
一种让人意外的放松和随意交
流。 除了聊写书心得和人生感
悟外， 她意外地说起了母女间
的趣事，还不住自嘲：“哎，我其
实是个很‘二’的人。 ”

四十迷惑，五十不惑
《此心光明万物生》是于丹

在研究过大哲学家王阳明的著
作之后体悟出的随笔集， 于丹
开始接触王阳明学说是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的时期：“我是到了
30

多岁以后才接触一些王阳

明的东西。我硕士毕业以后，

24

岁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
化研究所，那时我们的所长、我
的领导是刘梦溪先生， 我是他
的兵， 真是跟着刘先生补了很
多东西。 ”

如今年过
50

的于丹更加
放松的状态可能来自“不惑”。

于丹这
10

年来也变了不少，她
也并不讳言当年“年轻气盛”，

“当初我在讲《庄子》心得、《论
语》心得的时候，只是一个年轻
气盛的大学教授， 从书本到书
本， 说的都是些古代经典的当
代理解。 ”如今再出书，于丹以
近乎谦卑的姿态将自己定位成
“中国传统文化普及者、 传播
者”，“我都不敢自称是研究者，

因为比我学问好的人有太多太
多了。 ”

面对公众，越单纯越好
“在今天的生活里，谁敢给

谁指路， 每个人活得都挺艰难
的，每个人在寻找自己那条路，

只不过我们在路上谈谈想法。 ”

于丹说，总有人问她，现在大家
生活工作压力大， 人心浮动，

《此心光明万物生》是不是给读
者指路的。 “《此心光明万物生》

是我一路行来， 对自己念头越
来越清晰的辨明， 阳明先生对
我的启发， 我愿意拿出来跟大
家分享而已。 ”

“定力是什么？ 就是人要想
明白了。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我希望自己有一些稳定的东
西。 ”于丹说，自己其实是个特别
爱玩、也会玩的人，“我不上娱乐
节目，不是说我私下是不热爱娱
乐的人，我希望面对公众的身份
越单纯越好，在生活中我可以有
多种尝试、多种角色，但公众身
份我希望用减法。 ”

女儿眼中“不靠谱的妈”

于丹的女儿上学， 一路在
北师大幼儿园、附小上学，几乎
是北京最好的学校。 在学校的
“蒙特梭利教育实验班”，女儿
从小学就开始学习高年级的
奥数。 面对巨大的竞争，于丹
却一点儿也不为女儿着急焦
虑，她愿意彻底做个“放养”的
妈妈，对女儿“完全没要求”。

最夸张的是她连女儿班级的
家长微信群都不加，“女儿得
自己去各种打听， 搞清楚自己
要做的各种事， 因为她问我我
什么都不知道啊。 ”

“妈能陪孩子的年头毕竟
很少，你得让她从小就有自律。

良性健康的人格怎样培养？ 我
愿意孩子带着自由、希望，健康
地长大，这就

OK

了。 ”于丹并
不要求女儿背诵古代经典，也
不逼她报各式各样的特长班，

她坚信“如果逼她学什么，她就
学伤了，就会抵触”，不但适得
其反，还会影响母女间的感情。

（据新华网）

王安忆获 2017年纽曼华语文学奖

继莫言、韩少功后，又一中
国内地作家王安忆摘得美国纽
曼华语文学奖。 美国俄克拉荷
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院授奖辞
里这样评价王安忆—————“她
多年来一直在写作上突破自
我，每篇文学作品都不重复。 ”

谈及获奖， 王安忆说：“还是很
开心的，获奖总归要靠运气。对
我来说， 写小说有种最朴素最
简单的乐趣， 不然我也不会长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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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还乐此不疲地跑下
去。 至于突破与变化也是必须
的，写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不
变怎有意思？ ”

王安忆很早就知道这个
奖，

2009

年莫言拿到首届纽曼
华语文学奖时， 她也被推荐入
围了。 此次获奖除了

1

万美元

奖金之外， 她将受邀于明年
3

月初前往俄克拉荷马大学领
奖、做文学讲座等。 不过，她也
坦言， 整个华语文学乃至东亚
文学在欧美国家还处于相对边
缘的状态， 影响力及关注度仍
有限。

去年底， 王安忆的最新长
篇小说《匿名》出版，被评论界
视为从群体书写转向人类精神
状态的探索。眼下，王安忆的最
新非虚构作品、 中篇小说将分
别发表在今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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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明年《收
获》杂志上，她手头还在创作一
个中篇。 王安忆说现在很享受
这种细水长流的状态，“写作激
情不是爆发式的， 但一直都
在。 ”在她看来，之所以如此迷
恋小说， 不仅仅因为小说讲述

了一个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更
是因其所具备的思想价值。 “生
活里有很多会讲故事的人，坊
间八卦传闻等， 但那不一定是
好小说。 优质小说所讲的故事
价值是在常识之上的， 对世界
和存在有新发现、新期望。 ”

纽曼华语文学奖的
5

名评
审早在今年初选出了

5

名提名
人选。经过三轮投票，决定出最
终得奖者。王安忆的提名者、北
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提名声明
中写道：“过去

30

年，王安忆不
断在写作中突破自我， 每篇作
品都试图在转变方向从而产生
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她用中文
创造了一个现实社会、 一座城
市、甚至一个国家。 ”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