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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赏读书目由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提供
◀◀ ■新华热书榜 ▶▶

编辑推荐：
在《青鸟故事集》中，作者李敬泽如一位考古学

家对大量的历史文本、断烂朝报、稗官野史进行了
丰富的考据，考据的事物贯穿自然历史与人文历
史。比方说，对玫瑰与蔷薇的考据，引人深思⋯⋯
东方人之于蔷薇，西方人之于玫瑰，各自的文化围
绕花朵之杯倾注了完全不同的酒。本书还有对利
玛窦、万历皇帝、清少纳言、穷波斯、布谢的银树、抹
香鲸、沉水香等人物和事物的重新考据，加入了作
者自己对当时场景的想象。李敬泽在真实和虚拟
的历史真相中间制造出了一个设谜和解谜的局。
整本书对于历史故事的解读非常烧脑，充满了考古
学和博物学式的智力趣味。

读《青鸟故事集》如一次次惊险的穿越：李敬泽
自由穿行于博杂的历史细节之中，收集起蛛丝马
迹、断简残章，编织出逝去年代错综复杂的图景。

这是散文、评论，是考据和思辨，也是一部幻想
性的小说。在这些故事中。一个个曾在东方和西
方之间衔递交流的人，如一只只青鸟，倏然划过天
空，它们飞翔的路径和姿势被想象、被铭刻。

编辑推荐：
孩子要不要“低龄留学”？要不要参加各种比

赛？在“拼爹”“拼妈”的社会焦虑中，很多家长都在
困惑什么才是最好的爱。李春利的新书《不别离，我
把世界都给你》，解答了时下家长的众多难题。

《不别离，我把世界都给你》是作者继电影《洋妞
到我家》后用散文笔法撰写的一部新书，她以自己的
亲身育儿经历，讲述如何在不出国的情况下，把世界
各国的交换生请到家中，成为女儿皮皮的伴读，为她
创造一个不出国就“拥有”全世界的环境。同时，书
中还通过“带着爸妈去远游”“爱要多少度”“两个比
赛场”等章节，展现了很多家长在要不要陪孩子睡
觉、压岁钱怎么处理、孩子参加各种比赛等现实问题
上的困惑。

书中没有严肃的理论，所有的内容均来自实
际生活的经历和思考。李春利表示，这本书不给

“鸡汤”，而是给读者“勺”。史家教育集团总校校
长王欢对本书传递的教育理念非常赞赏，她认为，
孩子与伙伴之间会产生一种家长和老师都无法替
代的教育力量。

■读而思

■重磅热书

■网上阅读

作者：李敬泽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李春利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包斯钦

吴团英先生的《草原文化讲
演录》，是一部贯穿新史观、遵从
新范式，力图构建全新学术话语
体系的著作，具有重要学术开拓
意义。由于是文集，本书论题多
样，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从草原
文化的基本学术理论问题到学
术创新、学科创建问题，从文化
符号、节庆活动等民族文化表象
因子到文学艺术、母语保护等民
族地区文化建设中的理论与实
践问题，都在作者思考讨论范围
之内，且都可看出作者举重若轻
的卓然能力。正如赵翼《瓯北诗
话》在谈论苏东坡诗时所言“读
之 似 不 甚 用 力 ，而 力 已 透 十
分”。该书正是这样一部力作。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广袤
的北方大草原曾经是众多民族
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在与大自
然的抗争和自身生存发展的过
程中创造了各民族自己的文化，
形成了一个个以文化维系起来
的人群——民族。草原各民族
文化之间都有一种彼此吸纳、继
承、融合、发展的过程。故本书
曰：“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
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
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
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
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
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
学艺术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
心内容。”显然，这样的理解是把
我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国北方民族史整体纳入学
术视野，用文化学的视角把“戎”

“狄”、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
古、满族乃至今天的达斡尔、鄂温
克、鄂伦春等等一向被史家一个
个孤立看待的古今民族看作一个
文化上相类相近、具有共同特征
的文化统一体——地域文化来看
待并加以研究，这对该领域而言
无疑是学术观念、研究范式的一
个巨大创新和飞跃。

尤为重要的是以吴团英先
生为代表的草原文化研究团队
的 几 点 学 术 主 张 和 学 术 观 点 。
他 们 提 出 ，草 原 文 化 与 黄 河 文
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
主源之一、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源远

流长，每每“别创空前之世局”的
动力源泉之一。这对中原中心
主义主导的中国旧史学观、文化
观而言不啻是一种颠覆性的全
新见解，是将“半个中国史”变成

“完整中国史”所必须具备的史
学观、文化观，更为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国家观、文化观提供了
有力的学术支撑。

本书的中心论题是草原文化，
对草原文化概念、范畴、内涵、核心
理念、形态特征、区域分布、历史分
期等重要学术理论问题都有深入
系统的论述，但本书内容又不限于
草原文化，一些文章从草原文化这
个中心论题发散开来，讨论极具一
般性、现实性的文化理论、文化建
设问题，讨论某一单一民族（如蒙
古族）文化的特征乃至民族性格问
题，讨论学术研究方法论、学术创
新与学科建设，乃至由一部电影
引发的热点问题。

本书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善于着眼根本性的问

题，找准突破点，致力于学术创
新和学术突破，抢占新的学术制
高点。以草原文化研究为例，从
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到基本学
术主张、学术观点的确立，再到
学科创建的理念与构想，始终贯
穿 着 一 种 大 历 史 观 和 战 略 思
维。这就是文化研究既要着眼
一时一世的文化景观，更要放眼
草原文化与中华文化、草原文化
与世界文化的数千年的互动历
史，把草原文化置于中华文化、
世界文化大背景中去审视，既要
推进蒙古学、草原文化学的纵深
发展，更要建构相关学术研究的
新理念、新范式、新知识体系、新

话语体系。而这种理念、范式、
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可
能比所解决的学术问题本身更
重要，因为它是开辟一条道路而
非攻占一处堡垒。十多年的实
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走得通
的。当初有人担心，草原文化研
究可能要取代游牧文化研究，可
能要消解蒙古学学科。现如今
我们看得很真切，游牧文化研究
和蒙古学学科不但没有被取代和
消解，反而得到了空前深化和加
强，内蒙古的文化强区建设、民族
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也从中获得了
强劲动力，内蒙古民族文化感召
力、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原因
在于草原文化研究和草原文化学
科建设本质上就是一种学术整合
和学术创新，而不是替代或消解；
是对固有思维方式、学科疆界、学
术范式的突破和创新，而不是无
端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正因
如此，《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刊
发评论指出：草原文化研究“开辟
了中国文化研究和民族文化研究
的一个新领域”，成为“中国文化
研究的新亮点、新学科”，草原文
化是“中华文化主源之一、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动力源泉之一”的

“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国
文化史进入 21 世纪最具突破性
的理论创新成果”。

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现实
针对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
重，致力于当下文化建设事业。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既要系
统思考和阐发自己长期关注的基
本学术问题，又要从内蒙古文化
强区建设的战略布局出发，研究
和回答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如
本书关于草原文化学科创建模
式、关于内蒙古文化大区的定位
问题、关于蒙古学学科建设的思
考与设想、关于设立敖包节的构
想、关于由电影《狼图腾》引发的
思考、关于保护母语的呼吁⋯⋯
等等，都是这种学术理论研究与
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科研思想
的体现。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本来就很难划分出“纯
学术”的或“纯应用”的领地，也
几乎不存在不带任何现实功利
目的的所谓学术。

三是重视传播效能，表达方
式灵活，书写形式自由，深入浅
出，举重若轻。本书讨论的许多
问题学术性、理论性极强，往往

还 牵 涉 到 社 会 政 治 敏 感 问 题 。
且不说草原文化概念、范畴、形
态特征等最基本的学术理论问
题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争议性，
单说少数民族大众的民族认同与
国家认同、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当
中的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民族
文化的传承保护与现代转型问题
等等，都充满着高度敏感性和复
杂性，用通俗易懂的言语讲清楚
实属不易，弄不好还可能引发学
术界乃至公众情感、认知方面的
撕裂甚至对立。不过，吴团英先
生一向思维敏锐，善于辩证思维，
善于用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
式阐释复杂问题，他的演讲常给
人以既紧凑又宽松，逻辑贯通，语
境圆融的感觉。再加上他平时博
览群书，知识渊博，他的文章、演
讲常常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能够
吸引、抓住读者和听众。以《草原
文化与草原文学》一文为例，从文
化谈到文学，从文化编码谈到文
学境界，从孔子、老子、释迦牟尼、
穆罕默德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从克罗伯和克拉克洪
的文化定义谈到关于“文化是民
族的精神血脉”的论述、从《周易》

《说苑》《圣经》谈到《黑骏马》（张
承志）《草原》（迟子建）《丰乳肥
臀》（莫言），从康德、雅斯贝尔斯、
爱德华·泰勒谈到王国维、钱钟
书、陈忠实⋯⋯洋洋洒洒，海阔天
空。学理求索必然十分艰辛，但
他论之却如信步闲庭。许多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的复杂问题经他
拨茧抽丝、化繁为简的梳理阐述，
很快就能清晰明朗起来。

由于是“讲演录”，本书收录
的 文 章 大 多 篇 幅 不 长 ，表 达 朴
实，很接地气，即使那些纯粹学
术探讨的论文也绝无高深莫测
的学究气。团英先生常说，学术
史科学史上的许多著名论断、理
论建树，往往是由一篇篇论文而
载入史册，使之成为科学认知历
史上的里程碑。他很看重论文、
演讲这类文体样式，这除了与他
无暇从事大部头著作的写作有
关之外，或许同他能够用一篇文
章、一次演讲说清楚的事决不去
扩充成一部书的主张有关。

《草原文化讲演录》
作者：吴团英
出版社：内蒙古出版集团远

方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草原文化讲演录》：

新史观 新范式
构建全新学术话语体系

□王春玲

《爱吃沙拉的狮子》是村上春
树的随笔集，由 52 篇随笔加上著
名画家大桥步的 52 幅有趣的插画
组成。这些随笔篇幅短而题材广
泛，皆是生活经历和心得感悟，都
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日常琐屑，比
如和吃有关的《做西式煎蛋卷》《想
吃超级沙拉》《最好吃的番茄》；关
于动物话题的《歌剧演员的暹罗
猫》《美泉宫动物园的狮子》《给猫
儿起名字》；从健身房里活动身体
引 出 大 开 脑 洞 的《献 欲 手 册》等

等。短短的文字，似乎全说些无聊
的问题，却也别有一番情趣，比如
村上春树说了：“女人并不是有事
想发火才发火，而是有时想发火才
发火。”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要

“严防死守，老老实实充当沙袋”，
因为“面对自然灾害，正面迎战是
不会有任何胜算的”。那该如何
呢？要等到风停后，再慢慢抬起脑
袋，小心观察四周情况，断定告一
段落“回归自己的节奏，一边哼着
自己的小曲儿，该干啥就干啥”。
很多患有“妻管严”症状的男士恐
怕颇有同感吧？还有一段和蝉有
关的文字读来更是令人忍俊不禁，

村上说自己是不喜欢说话的人，所
以要是让他选择“到底觉得蚂蚁的
生活好还是蝉的生活好”时，他认
为蝉一整个夏天紧搂着树枝闹哄
哄地吱吱乱叫，不符合他的性格，
但 是 冲 那 些 拿 着 捕 虫 网 的 少 年

“嘘”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拔腿开
溜，倒是蛮开心的。捕蝉几乎是每
个农村少年的必修课，那些曾经有
被蝉尿过经历的读者，自然能准确
理解那种尴尬场景和恼火感受。

《爱吃沙拉的狮子》是本读来很
轻松的书，最大的亮点便是那些“不
经意间一挥而就的主题”，从蔬菜沙
拉到动物园里的狮子，从旅行包到

付小费的苦恼，从蝉鸣到午睡⋯⋯
好像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入文，作
者善于从看似无趣的世界里挖掘出
有趣的亮点，而且整本书处处透着
乐观向上和感恩生命的基调。

村上春树的《爱吃沙拉的狮
子》中有村上独有的人生哲学，更
有温馨的生活细节，读起来感觉
就像在老家的屋檐下抱着猫咪望
天空，放松惬意又自由自在，适合
治疗琐碎生活的小烦恼小忧愁。

《爱吃沙拉的狮子》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施小炜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怀抱猫咪望天空

□郭华悦

德国，堪称是天才的盛产之地。你
若想研究思想史，德国的天才哲学家们，
是你绕不过去的坎儿；你若对科技感兴
趣，德国的科学家们，同样是你必须关注
的对象。因为，德国的天才们，不管是人
文还是科技领域，影响的不仅是德国，更
是世界。

彼得·沃森在《德国天才 1》这本书
中，就从思想史的方方面面，对德国培养
的天才的一系列举措进行了分析。诸多
结论中，有个词儿，颇值得我们注意：内
在性。

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天才的培养
和诞生，都需要发自内心。但实际生活
中，不管是以前对待求学时代的自己，还
是如今对待自己的下一代，多数人奉行
的准则，却是反其道而行的外在性。

你把目光锁定在种种培训班上，为
的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你配合学
校，为了应对应试教育，而对孩子施加种
种压力，认为这可以促进孩子的学习。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尽管措施纷纭，
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你信奉的是由外
而内的途径，认为通过外部的压力和培
训，可以让孩子在成为天才的路上，走得
更远。

可如果看完《德国天才 1》，你恐怕
会发现，自己一直走在扼杀天才的路上。

彼得·沃森提到的内在性，是德国盛
产天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两个天才
的诞生，可能是偶然；但若是一大群天才
的诞生，说明其有必然之因素。而彼得·
沃森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培养天才，内在
性都是不容忽视的。

何谓内在性？首先，是内在的信服，
而不是外在的表现。你若是被逼着去参
加各种不愿意参加的培训班，这不过是
外在的形式。唯有内心真的愿意，真的
信服，才可能真的去接受知识，并为之痴
迷。只有将信服内化，刻于内心，才能让
教育，在个人的培养上爆发出最大的力
量。而如今，越来越常见的虎妈与狼爸，
无疑是反其道而行的。

其次，内在性是为兴趣而献身的精
神，而不是为生存而强撑的苦熬。感兴
趣了，并愿意为之献身，让其成为刻进生
活中的一个习惯，这才是有益于培养天
才的方式。只是将学习与科研，当成生
存的手段，毫无热情，怎能取得成果？

看完这本书，很多人便会发现，自己
一直走在歧路上。年少时的你，一味苦
学，而忽略了内在兴趣的培养，所以你成
不了天才；而如今，你对于自己的后代，
也是如此，一味强压高压，而将内在性抛
之脑后。可想而知，若干年后，你的儿女
们恐怕也成不了天才。

《德国天才 1：德意志的命运大转
折 第三次文艺复兴》

作者：【英】彼得·沃森
翻译：张弢 孟钟捷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培养人才：
内在性不容忽视

■沙发

□张光茫

贾 平 凹 这 本
散文集《愿人生从
容》，能带领读者
走 进 贾 平 凹 的 自
在与安宁，并且从
中 感 受 他 坚 守 心
灵的从容。

全书分“愿一
生从容安宁”“静
心面对这个世界”

“岁月绵长，时光
难再”“人生的自
在之旅”“当下就
是永恒”5 章。贾平凹以朴实睿智的笔触，讲述他的所
见所历，带你了悟生命的本质：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淡
定从容地过这一生。书中，不仅尽心袒露所行、所思、所
爱、所痛，且篇篇可见其大情怀、大智慧，可见其古朴的
性灵，以及古雅的趣味。文字朴素而有韵味，老到精粹，
已臻炉火纯青之境。

人生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纷争与喧嚣，而是平静地
面对困惑与烦恼。人生的旅途，苦与乐总是相随，禁得住
多少曲折，才配得上多少幸福。生活中的贾平凹不会说普
通话，他干脆就不说，有时他“常提一个提包，是一家聋哑
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聋哑学校’的字样亮出来，出门
在外觉得很自在”。而在《笑口常开》中他写“路遇一女子，
回望我嫣然一笑，极感幸福，即趋而前去搭话，女子闪进一
家商店，尾随入店，玻璃上映出自己衣服纽扣错位，不禁乐
而开笑”。这种境界，就像在《丑石》中，“我又立即深深地
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地生存的伟大”。

贾平凹是个重情之人，对能理解他的人、理解他的作
品内涵的人，会引为终身知己。如《朋友》中，他写朋友多
多益善，孤独的灵魂在空荡的天空中游弋，但人之所以是
人，有灵魂同时有身躯的皮囊，要生活就不能没有朋友，因
为出了门，门外的路泥泞，树丛和墙根又有狗吠。因此，在

《做个自在人》中，他认为“真要学苏东坡，不仅仅是苏东坡
的多才多艺，更是多才多艺后的一颗率真旷达的心，从而
做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有趣味的人、一个自在的人”。此
刻，能让人看到一个真实的贾平凹，这里既有对生活的热
情，也有对人世的超脱。

贾平凹追求一种朴实无华、率真自然的生活意境美
和意趣美。如《对月》中，他借月亮来思考人生，“活着就
是一切，活着就有乐，活着也有苦，苦里也有乐⋯⋯我不
求生命的长寿，我却要深深地祝福我美丽的工作，踏踏
实实地走完我的半圆，而为完成这个天地万物运动规律
的大圆尽我的力量”。

贾平凹常说：“作为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尽心尽
力，需要的就是一种成就感，但各有各的烦恼。人生就是享
受这种欢乐与烦恼的。”对此，他在《说死》中做了进一步解
释，“‘我对活着都不怕，我怕死？！’这话说得真好，人在世上，
是最艰难的事，要吃喝拉撒，要七情六欲，要伤病灾痛，要悲
欢离合，活人真不容易。那些自杀的人，自己能对自己下
手，似乎很勇敢，其实是一种自私、避难和怯弱”。最后，他借
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劝喻世人要正确理解“生与
死”，如此，才谈得上在恬淡中尽享人生的从容安宁。

《愿人生从容》
作者：贾平凹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愿人生从容安宁

□刘昌宇

《雨天的书》是
“当代十大散文家”
之一的张晓风的全
新散文精选，收录了

《不朽的失眠》《种种
有情》《生命，以什么
单位计量》等不同时
期的经典作品。涵
盖了作家50年创作
之精华，集中展现了
其行文“文雅清新、
意境悠远”的独特艺
术风格。

品味《雨天的书》，无论是其前期清新的小资作品，还是
后期老辣的杂感类作品，在张驰有度间，作家每每都会以她
惯常的柔韧之笔，在云淡风轻的意境里，喻物言志，巧妙地
借景抒情，透过自然界稀松平常的物事，用她独到的审美眼
光，去发现一些启人心智的喻意。

品读张晓风的散文，就像在品味一杯上等的功夫茶。
初品似有几分恬淡，然细细咀嚼之后，其文中所蕴含的韵
味、志趣，便悠悠剔去那些浮尘，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一方
面，我们惊叹于作家观察之细，大千世界、河流山川、亲情爱
情家国情无一不入其“法眼”。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叹
服于她清新淡雅的文字背后所传递出的高远意蕴。就拿作
家钟情写“雨”来说吧，她笔下的“雨”是多姿的，有时晶莹剔
透，有时缠绵悱恻，带着股淡淡的甜蜜与忧伤。而她不光写

“雨”，还着意刻划“雨”中形形色色的人们所思所想及他们情
感上的波澜起伏。她清雅的文字，浑然天成中总带着股舒
缓的气度，就如同一阵绵绵细雨，轻拂心头，为我们涤去的
是眼前的迷雾和心灵的尘埃，使现代人疲惫的神经豁然一
振。

张晓风善于从生活的寻常小事里去发现人生的大况味，
然后落笔成文，颇具点石成金的“刚劲”。在《生命，以什么单
位计量》里，作家以“与一顽童对话”为引子，引出“如何正确看
待事物的价值”这一哲学命题。在“生命的价值，怎能用物质
单位计量？”的反问中，展开层层论证，最后精辟地指出“一个
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有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不在于他
的物质拥有程度，而在于他达到的精神境界”。

《雨天的书》以“水光潋滟晴方好”的亮丽，为我们描绘
了一幅雨过天晴后的别样风景，令人神往和憧憬。放眼前
川，不管是疾风暴雨，还是和风细雨，也不论你我身处顺境
还是逆境，都请珍惜这生命中的每一次给予。

生命犹如一场雨

《雨天的书》
作者：张晓风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