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冯骥才的最新散文集
《世间生活———冯骥才生活散文

精选》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世间生活》辑录冯先生六十余篇
生活散文， 创作时间从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至今日，跨越近四十年，
其中有 《珍珠鸟》《灵感忽至》《往
事如“烟”》等誉满天下的名篇，也
有 《结婚纪念日》《房子的故事》
《为母亲办一场画展》等近年来冯
先生描绘生活、 描绘人世间的感
悟之作。

寻常生活，彰显人生智慧

冯骥才先生有 “四驾马车”
———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
教育。 他在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
成就， 是当代最富盛名的文化大
家之一。

他最初学画， 后以 “伤痕文
学”享誉文坛，是新时期文学的代
表人物。 1990 年前后，冯先生投

身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为保护
民族文化遗产而奔波于大江南

北， 为民间文化抢救事业作出了
“填补空白式的”文化贡献，被誉
为“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冯先生
的人生经历和智慧， 是品尽世间
冷暖后的坚韧与豁达， 是历尽苦
难后的乐观与坦然。

冯骥才在文学上的成就展现

在散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
篇小说等多个方面，题材广泛，形
式多样， 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
余种，海外译本四十余种，并多次
斩获国内外文学大奖， 也深受广
大读者的喜爱。

冯骥才的散文作品， 文风优
雅，内涵广博，情感深沉动人，既
体现出一位当代文化大家的学识

修养、气度担当，也流露着他自信
而从容的人生智慧。《珍珠鸟》《挑
山工》 等篇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
本， 读过的人当数以亿计。 这一
次，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冯先生的

生活类散文汇辑成册，单独出版。
这些散文作品以寻常生活中的点

滴感悟， 展现出一位当代文化大
家的人生智慧。

四辑内容，写遍世间风雨

《世间生活》共分为四辑，分
别为 “人生感怀”“生活雅趣”“人
间生灵”“旅行印象”。

“人生感怀篇 ”多为冯先生
对人生中的某些重大际遇或亲

友交往的感慨之作，也有对世事
的看法和感想；“生活雅趣篇”则
记录冯先生工作之余的生活趣

味，有书画音乐，更有遛摊寻宝、
香烟美食， 幽默风趣的文字，流
露出他“物皆有情”的真情感悟；
“人间生灵篇”不仅写春秋冬夏、
花鸟鱼虫 ，更有世间之人 、人间
之情，此篇收录冯先生的散文名
篇 ，如 《珍珠鸟 》《挑山工 》等 ，也
有近年来新创作的温情之作；第
四辑 “旅行印象 ”则收录了冯先
生游历国内外的自然散文 ，国内
多地的走访名为旅游 ， 实则文
化守护之旅，冯骥才先生的文化
担当和责任意识也在其间悄然

显露。
“我相信， 真正的冰冷在世

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从这句
话中， 读者可以看出冯先生对人
生、对世间的深沉感悟。阅尽世间
生活的风雨后， 愿读者从冯先生
的智慧和感悟中获得启迪， 收获
自己生活的恬淡幸福。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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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桥村》
作者：顾 湘

出版： 广西
师大出版社

2014 年 ，作
者从上海市区搬

到赵桥村， 这里
靠 近 长 江 入 海

口，面对崇明岛。
仅仅 20 公里的
空间位置偏移 ，
带来了独特的心

理感受。在《赵桥
村》中，作者在城市寓所和村子里的不同地点间
漫游，在村外的汽车海与垃圾高原中冒险。 她所
见的一切，最终汇成一个数字时代下季节与自然
的故事 ， 一曲 21 世纪都市与郊区日常的咏叹
调———仿佛宽银幕电影，放映着当代生活的点滴
和宇宙永恒的神圣。 （综 合）

作者：吕 峰

出版 ：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 本 关 于

老物件的文化散

文集。 器物与人
接触、 发生关联
后便获得了生命

和滋养， 而老物
件 更 承 载 着 感

情、 记忆甚至历
史和人文。 本书
描摹了旧日里的

用具、 书房里的
文玩、闺阁中的饰物以及年少时的玩物等各种留
有岁月痕迹的老物件，讲述它们与作者相遇的缘
分，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

《一器一物：遇见旧时光》

《猎人》
作者：双雪涛
出版 ：北京

日报出版社

本 书 是 小

说家双雪涛最

新的短篇小说

集 ， 由 11 篇小
说构成 ，其中北
方小城 5 篇 ，民
国历史 2 篇 ，北
京生活 4 篇 ，时
间脉络从民国

的北平贯穿到

2018 年以及充
满科幻感的未来。不同于作者以往的作品，本书在
创作题材、叙事方式上都更为开阔、自由，每一篇
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时空感受、气氛节奏截然不
同。 这本小说集写了普通人，也写了勇敢者，写了
欲望和慈悲。阅读是纯粹个体的事吗？

黄晓新等人的新作《阅读社会
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 》证
明，阅读无法超脱于社会：不但文
本来自社会，购买文本的经济能力
源于社会发展，而且个体通过阅读
将社会思维内化为行为思想规范，
以适应、参与社会生活，无数人的
阅读交流最终更新重构社会思维，
阅读的选择、阐释和认识重构也受
到社会思维的影响和规范。

早期阅读活动以作者或文本为

中心，注重对作者原意的探究。20世
纪 60年代，文艺阐释领域兴起接受
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 倡导以读者
为中心。

德国学者汉斯·姚斯认为 ，
文本本身是客观固定的，但文本
的意义却是变动的， 在世界、作
者、文本、读者的多极关系中，不
同时期 、环境 、读者使文本不断
被赋予新的特质。

美国学者斯坦利·费什提出，

遵循同一套知识系统、标准、对文
本做出相似判断解读的读者，构成
“阐释共同体”。 共同的历史文化参
考框架作为规则约束了他们对文

本的反应。
《阅读社会学》主要作者黄晓新

可谓 40年磨一剑。 早在读研时，他
就感到有必要走出学校、图书馆、书
店、出版社，跳出对阅读行为的个人、
微观、心理、行业等认识局限，从社
会、历史的宏大视野来考察、研究阅
读。 1987年，他在《武汉大学研究生
学刊》上发表了《阅读社会学刍议》。

之后他的工作一直没有离开

阅读与出版，特别是 2014 年调到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后，多次参
与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他
重捡旧课题，对照社会学基础理
论，设立阅读的社会过程、社会效
能、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互
动、社会产业、社会组织、社会保
障、社会控制、社会调查监测评估
等议题，形成一个认识、管理社会

阅读的结构。
全民阅读活动为本书提供了

丰富的内容支撑，如政府对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的投入，是阅读社会保
障的体现，而朋友微博、微信易被
接受，反映了社会关系对阅读的影
响，同时该书也为全民阅读提供了
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框架和体系。
在近期举办的出版研讨会上，商务
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认为，作为国
内第一本总结升华全民阅读的理

论著作， 该书抓住了阅读的本质，
既有开山奠基性的学术价值，同时
又针对中国阅读状况设立议题，有
实用价值。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

在序言中指出，该书厘清了全民阅
读的本质、规律、特点与运行机理，
将对全民阅读实践发挥重大指导

作用。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振宁
则将该书誉为“一朵盛开在我国当
代全民阅读生动实践之上的理论

之花”。 （据人民网）

抓住阅读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