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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朴典雅的诗
与骚，到繁丽辉煌的
唐诗宋词，古典文学
和古典语言学学者、
历史小说作者史杰鹏

（笔名梁惠王），剥开
古文字神秘的外衣，
逐字逐句讲解古诗词
的含义，并以小说家
的笔法，为读者还原
古人的实际生活状
况，探究人生本质，从
全新的视角诠释古诗
词的美。

小说延续了是枝
裕和一贯的温情与平
淡风格，把视线对焦
在人们常说的“失败
者”身上。小说主角良
多曾是一名小有成就
的专职作家，不久陷
入创作危机。同时他
与儿子、前妻、母亲的
关系也陷入了窘境。
但在种种不如意中，
他体会到了比海更深
的爱。

爱新觉罗·毓鋆
出身皇族，与溥仪同
时受教于陈宝琛、康
有为、梁启超、王国维
诸大师。前半生投身
政治，历经千险万恶，
尝尽百般滋味。中年
被蒋介石胁迫至台
湾，隐居讲学。他将中
国学术融入现实之
中，强调经世济民、治
世、平天下的重要性，
让中国学问变成活活
泼泼的智慧。

《隐者显赫：中国最后
一个皇族名儒毓鋆》
张辉诚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悠悠我心：梁惠王
古诗词二十讲》
史杰鹏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比海更深》
[日]是枝裕和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友人对话录》
柳鸣九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书以 20 篇柳
鸣九与各方友人之间
的谈话为形式，记录
下他对于文学、文化、
理论、学者人生等一
系列主题的认识，展
现了作者大半生的学
思经历和内心世界，
其中蕴含的治学之
道、学术见识、价值取
向和人格品性以及待
人接物的智慧，给当
下学人以启迪。

《江边卖水》
张信刚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香港城市大学
前校长张信刚是丝
绸之路上的行者，亦
是通识教育的先行
者。他如同一位游走
于不同文明间的观
察者，用深厚的人文
情怀和广阔的国际
视野讲述对当下人
文、科技、社会的真
知灼见，对教育、创
新和香港未来的无
限憧憬。

● 1.《中国文化史》，吕思勉著，新世界出版社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分析了历

代社会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
选举、赋税、兵制、刑法、教育、宗教等典章制
度的沿革，又从时间的轴线上叙述中国历
史。两相交错，经纬相织，成就一部中国文
化史。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说：“（吕思勉）尤
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
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属罕见。”

●2.《文人谈》，薛原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青岛的薛原先生寄来新作《文人谈》，

一连数日，每至深夜则于灯下开卷，读至窗
外万籁俱寂，人间世态、生命境遇、人生况
味掠过，竟久不能释怀。诚如薛原先生所
言：“不管如何，这些文人们皆成了昨天的
风景，也成了我们阅读的故事。”但他教会
我们阅读的，不是逸闻趣事，而是生命的坚
韧和世界的真实。施蛰存、周作人、林风眠、
聂绀弩、张元济、齐白石、王世襄、贺友直、何
其芳、黄裳、吴祖光……我们在一代文人的

“独白”中体味一个时代的风雨和其中那些
伟大心灵的浮沉。一本不可多得的关于读
书之书，关于文人之书。

●3.《国学词典》，谢谦编著，四川辞书出版社
这本书以词典的框架结构，随笔性的

文章篇目，分类讲述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
面面，包括宗教、伦理、礼俗、政治、经济、文
学、史学、哲学等八个方面，共近700个条目
即近700篇短文，而实际阐释传统文化词目
达 2000 余条。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力图从“旧学新知”
的角度，通过现代诠释，将传统学术或文化
变为现代中国人新的知识结构。

●4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全新修订版），
张宏杰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的品质，春秋时清澈刚健，唐宋
时雍容文雅，明清时则奴性和流氓气十足，
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劣化。通过
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
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
认为是落后制度造成了这种劣根性。这本
书不仅深刻，而且可读，作者对通俗的历史
写作风格驾轻就熟。

●5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著，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如果去博物馆只能带一本书，那么就带

这一本。傅雷先生站在中西文化之间，以他极
富个人情趣的艺术领悟，没有断裂和沟痕地
一以贯之，授人以美慧而无虚浮之心。每一名
作得以与哲学、文学、音乐、历史以及社会、政
治、经济融会贯通，以这个高度分析作品，讲
得引人入胜。

●6 .《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薛凤旋
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薛凤旋教授提供给我们一种从城市看
历史和文明演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我们
会从中发现，历代城市的性质、功能、结构，
以及整个城市体系的空间拓展形态和分
布，竟是中国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空间拓展
过程的写照。

●7.《平原客》，李佩甫著，花城出版社
故事发生在豫中平原。留美博士、国家

首席小麦专家李德林生于梅陵，长于梅陵，
根植并仰仗于这块楚汉交会处的冲积平
原，血脉与其镶接。他的生命律动本应随麦
浪起伏，生生不息，他却踏入仕途……在人
物的命运中，作者再次对环境与人、乡村与
城市的问题展开探讨。

●8 .《珠穆朗玛之魔》，丹·西蒙斯著，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1924年，马洛里、欧文和布罗姆利勋爵
在珠峰探险时失踪。在布罗姆利夫人的资
助下，一位一战退伍老兵、一个法国登山向
导和一个年轻浪漫的美国男孩，一行三人
为了寻找失踪案的真相，再次对珠峰发起
了挑战……纯粹出于对西蒙斯的热爱而阅
读这套书，他的《海伯利安》在我心中就是
神作，可排到科幻文学第三名。

●9.《碟形世界》，普拉切特著，文汇出版社
李乐天正在阅读的一套书。普拉切特

是大师级奇幻作家，他认为奇幻小说的重
点不是魔法，而是以另一种角度看世界。他
的作品不同于以托尔金为代表的“严肃奇
幻”，常打破常规，从经典文学、民间故事或
童话中汲取灵感，并进行荒诞、幽默且具有
现实意义的再创作。

● 10 .《DK 儿童恐龙百科全书》，英国 DK 公
司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科学，严肃，有趣，精美，这样的科学书
才有资格伴随孩子的成长。这必定是一本
将伴随李乐施长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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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孕育哲思：波伏

瓦与萨特》
[英]爱德华·富尔布鲁

克 凯特·富尔布鲁

克 著

黑龙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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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萨特是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的
时候遇到同在备考的波伏瓦的。他对波伏
瓦说：“从现在开始，就让我来保护你。”两人
成了一生的伴侣，直到 1980 年萨特去世。他
俩没有结婚，甚至也没有住在一起，一直
保持着他们所谓的“开放的关系”。人们在
谈论他们的关系时，波伏瓦在学术上对萨
特的依附依然是一个重要主题。长久以
来，这类故事也把波伏瓦描绘成“萨特哲
学思想的助产士”，而不是独立的思想家，
认为她的哲学著作只不过是“男伴思想的
回音”。英国作者爱德华·富尔布鲁克与妻
子凯特在《玫瑰孕育哲思：波伏瓦与萨特》
一书中，对萨特与波伏瓦的故事以及他们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萨特也
常常和波伏瓦一样，充当着对方哲学思想
助产士的角色”。

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曾被一些
新浪潮女性主义批评家指责“依赖萨特的
存在主义思想”。而在《第二性》出版之前，
波伏瓦的小说《女宾》与萨特的哲学著作

《存在与虚无》于 1943 年同年出版，这两
部作品中就已经展现出了共同的哲学思
想。《存在与虚无》的英译者黑泽尔·巴恩
斯无意中质疑了这本书的哲学体系全部都
是萨特思想的说法，大胆地猜测“波伏瓦完
全有可能帮助萨特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
甚至可以推测，她的帮助对于萨特是相当
重要的”。但波伏瓦一直坚持她的说法———

“我对萨特没有哲学上的影响”，甚至到萨
特死后，她仍在否定她对萨特的影响和她
的哲学原创性。

长期以来，人们都相信《存在与虚无》
是萨特在花神咖啡馆的楼上，坐在波伏瓦
身边写完的。如果可能的话，萨特和波伏瓦
每天都会和对方共度一段时光；如果不能
碰面，他们就会给对方写长长的信。1983年
萨特给波伏瓦的信公开出版，萨特总是在
信里要求波伏瓦为他做些什么，比如帮他
解决一些拈花惹草引来的麻烦事、阅读并
指正他写的一些文章，却并不太询问波伏
瓦的写作进展如何。因为只读到一方的信
件，人们便得出这样的观点：在这两人的关
系中，萨特和他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直到
1990年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发表之后，人们才
了解到，在写作《女宾》的过程中，波伏瓦通
过超过三十封信件对萨特讲述了她的写作
进程，并主动寄去自己的写作手稿。而萨特
在《战争日记》中，也曾指出波伏瓦才是“不
可意识”这一概念的原创者，这表示他把

《女宾》当成一本哲学作品在读。
半个多世纪前的法国，女性的社会地

位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1937 年萨
特表达哲学观念的小说《恶心》出版了，波
伏瓦描写法国女性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当
精神先行的时候》却被出版商以“违背社
会规则”的理由拒绝。波伏瓦清楚地认识
到，与萨特相比，她所面对的出版界在出
版标准上要严苛得多，但“只要伪装成其
他人，就完全可以写一整部书讨论女性对
哲学的想法”。

其实早在认识萨特之前的学生时代，
波伏瓦就已经显示出了她激进的哲学态
度。在 1926 — 1927 年的日记里，她用一个哲
学家的方式思考问题，用自己的方式寻求
哲学问题的答案。1929 年的教师资格考试，
萨特获得了第一名，而波伏瓦获得了第二
名。其实考官们犹豫和考虑了很久，他们觉
得在两人中，波伏瓦是“真正的哲学家”，而
萨特是个男生，他应当得到第一名。

不管房子是谁
的，家都是自己的，一
个舒适美好的家，比
出门的光鲜更让人踏
实。空间装饰达人倪
倪和摄影师霍城到
21 位朋友的家做客，
倾听他们的故事、与
家的感情，拍下美好
的空间与人，挖掘属
于家和空间美学的生
活质感。家的品位不
是来自风格，而是来
自生活的内容。

《 我 能 去 你 家 看 看
吗？》
倪倪 霍城 著
三联生活书店

11996644 年年，，巴巴黎黎，，波波伏伏瓦瓦和和萨萨特特在在书书桌桌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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