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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人间半满生活》

作者：梁实秋
出版社：中国

致公出版社
自 古 人 生 最

忌满，半贫半富半
自 安 。 世 间 之 事
多存缺憾，当我们
贪 恋 追 求 一 种 完
满时，有时就如水
中逐月。“半满”是
一 种 舒 适 从 容 的
人生境界，有喜有悲才是人生，半苦半甜
才是生活。本书收录散文大家梁实秋 60
余篇经典文章，既讲众生万象，也有悠然
生活。通过简洁典雅的文字，我们可以领
略文学大师这种不较真的豁达思维和知
足常乐的人生态度，找到自己生活最舒服
最自在的状态，留一份清淡的余地，给欢
喜的事物。

近日，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
“四季童读”启动暨 2023春季卷发
布会在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举
行。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出席
会议并致辞，副馆长汪东波主持
发布活动。本次设立的“四季童
读”项目，旨在为我国少年儿童读
者提供专业、权威、针对性强、时
效性强的推荐阅读书目，为营造
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阅读
氛围，更好地满足少年儿童对阅读
资源的需求。

熊远明表示，今天“四季童读”
项目对外正式启动并发布 2023年

春季书单，这是我们前期有关部门
组织业界与学界专家共同努力的
成果，以能够实现推新书、荐好书、
助力儿童阅读的效果。以此为抓
手，我们将持续借助国家图书馆自
身优势与业界学界力量，加大“四
季童读”各季度推荐书目的时效性
和质量，加大“四季童读”项目宣传
推广力度，与更多公益组织、出版
机构等社会力量开展合作，使“四
季童读”推荐书目成为指导儿童读
书、服务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的新的国家图书馆品牌。

发布会上，国家图书馆少年儿

童馆馆长李晓明代表工作团队就
“四季童读”春季卷书单的编制情
况作了报告。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马兴民，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张明舟分别代表出版
机构和评审专家发言。阅读教育
研究者孙慧阳，中科院植物学博
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史军等
分别揭晓春季卷文学、人文、科普
类书单。随后，小读者代表作了发
言，与会嘉宾为小读者代表赠送了
图书。

(据新华网)

国家图书馆发布“四季童读”春季卷书单

《小菊的茶山》

作者：徐 鲁
出版社：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
本书以阿通伯

和他的两个女儿阿
香、阿秀，以及外孙
女小菊一家三代的
经历为主线，讲述
了赣湘鄂三省交界
的幕阜山区群众，
在党的带领下脱贫
攻坚奔小康的故事，描绘了一幅茶山青翠、生
机勃勃的山乡图景。

作者：埃尔温·
薛定谔

出版社：江苏凤
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 世 纪 30 年
代末到 40 年代，奥
地利物理学家、量
子物理奠基人之一
的埃尔温·薛定谔，
不再满足于鼓捣纯
粹的物理学，兴趣
转向了生命和心灵领域，至此开启了分子生
物学的新时代。

本书中，薛定谔颠覆性地提出生命以“负
熵”为食的观念，还隐约开启了“生命即信息”
的认知革命。书中内容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
和思想界，掀起了一波物理学家抢生物学家
饭碗的热潮。

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薛定谔原书中的
一些细节难免过时和错误。本书特别添加了
百余条注释，一一加以指正。以便读者专注
于薛定谔思考生命问题的角度，同时通过注
释了解人类在生命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上的
前沿成果。 （本报综合）

《生命是什么》

古人言“人不可不读书”，而
“读书不可不读史”。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读史当选编年体，而编年体首

荐便是《资治通鉴》。因为它囊括
了战国时期到五代时期，共一千三
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最具有
价值的史书之一，是展现中国古代
政治运行规律的历史著作。历来
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争读之
物。点评批注的帝王、名相、大儒
不胜枚举，推崇《资治通鉴》的政治
家、思想家、学者多不胜数。

但这部素有“一书定天下”的
史书，因文言文的诘屈聱牙，一直
难以涉猎。闻柏杨先生历时近十
年，将《资治通鉴》翻译成一千二百
万字的现代汉语版，与以往一字一
译不同，柏杨先生用自己的语言和
视角，将之改成人人都能读懂的趣
味历史书。

百闻不如亲试，得闲便找来由
东方出版社再版的《柏杨版资治通
鉴》一看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入迷。

这哪还是枯燥晦涩，平铺直叙
的史书，分明就是跌宕起伏、趣味
好玩的历史评书，轻松打通中国历
史一千三百余年，老少皆宜。

《柏杨版资治通鉴》之所以有
趣好读，除却柏杨先生文笔有趣
外，其一便是将文中的帝王年号都
改为公元纪年，并将文中的干支纪
日通过推算，全转换成数字日期。

比如：唐王朝咸亨元年，转换成七
世纪六七零年，清楚直观。

文中还有简单的中西历史事件
对照，比如7世纪70年代，670—679
年，唐王朝发生的历史事件有：吐蕃
王国大举攻唐王朝，连陷西域十八
州，远征军薛仁贵败还；武曌毒死亲
子李弘；攻击东西突厥，大胜。

而此时历史上正经历的事件
有日本天智天皇卒，皇弟大海人起
兵夺取政权，史称“壬申之乱”；阿
拉伯帝国攻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
国用“希腊火”反击，历时七年，阿
军退走；阿拉伯“哈利发”选举制废
除，改为父子继承；保加利亚建国。

中西历史的对照，让历史时空
更加立体饱满。

其二，便是将古代的职官标注
上现代官职，将古代的地名标注上
现代的地名，平行对照，一目了
然。比如柏杨先生这样写：“薛仁
贵率领他的部队首先出发……进
抵 乌 海（青 海 省 玛 多 县 东 北 苦
海）……”

中古对照的注解，让那些千年
前的历史事件有了落地的舞台，让
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生动形
象，不再神秘，不再虚无缥缈。

其三，柏杨先生不只是将平述
的编年历史事件翻译成有趣的故
事，他还在书中与“历史对话”，引
导着读者看历史，直抒胸臆，振聋
发聩。这便是书中原创的 826 则

“柏杨曰”。
柏杨先生说：“中国历史的长

河非常壮阔曲折而浩浩荡荡，我在
改写的过程中，必须把记录的历史
事件仔细‘过’一遍，不仅是读与翻
译，还要认真思考。”

其四，柏杨先生根据历史事件
亲自绘制了2000幅历史地图，我们
可以直观地看到历史上的征战、迁
徙、围城、逃亡等重大节点的主要
路线和整体局势。同时，他以人性
为立足点，从平民立场讲述历史，
行文中绝口不提皇帝谥号，而是直
呼大名，把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还
原成你我身边的普通人。

柏杨先生说：“我要让他们看
到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正气，什么是
封建专制的压制，以及奸恶之徒的
诡诈与伪善，并让读者从中汲取历
史教训和人生得益。”

读《柏杨版资治通鉴》就像柏
杨先生就在眼前，与你畅谈历史，
但不见一丝说教。这部书是柏杨
先生留给世人的智慧之书，他站在
现代人的立场跟历史对话，把《资
治通鉴》这部史书变成了一本人人
都可读可有的枕边书。

（据新华网）

《柏杨版资治通鉴》：人人都可读可有的枕边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