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丫头》：
“中国式父爱”的独特文本

有人说， 女儿是父亲前世的
情人。 很多男人在有了女儿后，百
炼钢也化成了绕指柔， 整个人都
变得“柔软”了。 大概每位父亲都
想给女儿写一份“情书”，《亲爱的
丫头》 一书的作者柯继铭在女儿
八岁的时候， 将这个想法付诸了
现实：用四年的时间，将自己想对
女儿说的“心里话”用日记的形式
记录下来并结集出版。 这是一位
父亲为女儿写下的成长手记 ，也
是一位父亲送给女儿的成年礼

物。 通过记录女儿成长中的点滴，
随时随地、随想随记：怎么培养自
我反省的习惯， 什么才是好的表
达，如何做选择，如何在事前做好
准备，如何对待亲情，如何对待金
钱等， 父亲将自己的人生智慧娓
娓道来， 父女之间的款款深情溢

于纸面 。 著名作家池莉称赞说 ：
“《亲爱的丫头 》文字敏感 、周密 、
质朴、可爱，不失为中国式父爱的
激情表达。 ”

“你知道 ，爱你如我 ，决不会
信口开河。 ”《亲爱的丫头》用一颗
最真诚的父亲心， 表达了对女儿
的殷殷之情。 他将自己所有的人
生经验和智慧倾囊授出， 想炼化
为守护盾， 为女儿未来的人生道
路提供保驾护航。 在 《该如何选
择》一节中，女儿能做作业和玩游
戏能兼顾， 作者这样写道：“二者
只能居其一的选择以后势必会出

现， 而且事情可能远不止早点起
床抢时间玩游戏这么简单。 那时，
你又该如何选择呢？ 我无法代替
你作出选择，我只是想告诉你，世
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谁都别

想把天下的好事占完，为了得到你
必须学会放弃。 ”引导和启发孩子
如何做选择。

《在时间中等待结果》里作者
说：“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
东西。 不管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
兴，一切只能在时间中改变，一切
最后都在时间中改变了。 心急吃
不了热豆腐。 想让自己做得更好，
你必须付出时间。 想要摆脱霉运、
走出坏心情 ， 你也必须付出时
间。 ”充满了龙应台“孩子，你慢慢
来”式的深情劝慰。如何对待亲情，
如何对待成功，如何在事前做好准
备，如何缓解情绪，寻求快乐等，这
些有益于“三观”培养的生活细节
在本书中俯仰可拾，发人深思。 充
分显示了父亲的拳拳之心，父女之
间的款款深情也是溢于纸面。

陈晓明教授高度评价说：“这
是一位父亲写给女儿的 ‘生命经
验’之书。 拳拳之心，爱入骨髓。 让
我想起王朔这样一度以‘叛逆者’
形象示人的作家也用心写过《致女
儿书》这样的动情之作。 一般人说
父爱如山，却不曾想父爱也柔情似
水，柯继铭先生的这本书，为阐释
父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本。 ”

这些从挚爱中凝结出来的字

句，生发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护和眷念，
也是一位思考者对生命的审视与

体悟，更是一个生命引领另一个生
命认知这个世界的担当与深情 。
值得每一位为人父母的家长细细

阅读，为自己的家庭教育引发思考
和提供借鉴。

一位父亲写给女儿的内心独白。
著名作者池莉、北大教授陈晓

明倾情推荐。
（据正北方网）

作者：何兹全
出版：北京出

版社

简介：本书是
面向广大历史爱

好者的通俗易懂

的普及型读物，对
秦汉时期的历史

政治、 学术文化、
社会风貌等进行

了全面而提纲挈

领式的叙述。书后
还附有大事年表，
重要事件和历史线索一目了然。这本《史略》短
小精悍，但作者并未因“小”而忽略对重大问题
的描述和研讨，作者仍希望读者能在有限的文
字中读出、读懂他对这一阶段的社会性质和社
会发展规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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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得人类的寂寞》
作者：废 名

出版：新星出
版社

简介：废名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
史上最有影响力

的文学家之一 ，
师从周作人 ，在
文学史上被视为

“京派文学 ”的鼻
祖 。 本书由著名
学者陈建军先生

编订 ， 以废名生
前自编的诗集《镜》稿为主体，“集外”收入散轶
诗作凡 66 首、译诗 1 首，附录收入作者谈自己
的新诗创作文章 10 篇。 版本权威，注释详尽，
展现了废名诗歌的原貌，是读者了解废名诗学
观的佳作。

《秦汉史略》

《情绪是什么》
作者： 弗契

多（意）
出版：浙江人

民出版社·湛庐
简介：科学家

们宣称已从大脑

中找到情绪的秘

密。然而，愤怒、内
疚、焦虑……这些
情绪真的能被总

结成简单的方程

式？ 本书跳出了纯粹的科学视角，从哲学、艺术、
诗歌、音乐、戏剧等不同角度，诠释情绪在真实
生活中带给我们的力量与意义。这使得整本书
不仅拥有科学的理性思考，还兼具了科普书少
有的感性一面。本书被英国《卫报》评为年度优
秀心理学作品。

（综 合）

如何用哲学解答生命的困惑
“科学怎样改变我们对世界

的认识， 它在哪些方面促进了我
们对世界的理解， 在哪些方面又
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 《哲学·
科学·常识》（陈嘉映著，中信出版
社出版） 试图回答这些深植于人
类认知历史中的大困惑。 ……然
而， 这又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哲学
书， 某种意义上它将打破世人对
于哲学专著的成见。 ……充满灵
性和智慧的文字， 辅以众多科学
史上或动人、或有趣、或出人意料
的故事， 让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
Discovery 的文字版， 引人入胜又
意味深长。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副教授周濂对 《哲学·科学·常
识》一书的评价。

《哲学·科学·常识》是著名哲
学家陈嘉映的代表作之一， 这本
书既是对历史上人类求知历程的

回顾，也是对人之本、知识之本的
追问。

人类解释世界的努力， 前有
神话、巫术，后有哲学、科学。 排除
了千难万险，才抵达日心说、牛顿
力学 、进化论 、量子物理 ，才使得
科学成为“真理”的代言者。 一方
面人们常常反思， 科学为什么会
取得这样的成功？ 人们经历着同
样的世界， 为什么只有欧洲产生
了科学？ 另一方面，我们也为科学
之成功付出了代价： 用科学来逼
近 “真理 ”，却将人的心灵排除出
真理的领域之外。 用数学和实验
思维树立的科学大厦里， 没有人
之善恶、 悲喜的位置———科学果

真是这个世界的全部答案吗？ 人
们在科学道路上探索， 有时竟恍
然不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在深

入，还是在背离。 难道果真如老子

所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科
学之外，还另有求道之途？

《哲学·科学·常识 》 是陈嘉
映站在人类认知发展前端的一

次回望 ：回到我们探求真理的本
意 ：我们究竟是要探索未知的领
域 ，拓展人类认识的边界 ，还是
要理解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 ，
在纷繁的人世间消解困惑 ，更好
地生活？

陈嘉映先生 1952 年生于上
海，在内蒙古插队期间，曾经在油
灯下研读了黑格尔、 康德等人的
著作，并自学了德语。 日后陈嘉映
投身分析哲学、 现象学和科学哲
学的研究， 并为中国哲学界译介
了两部极其重要的德语哲学著

作 ，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 》和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毛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