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北京大学

内容简介：本书选取了北京大学各学
科具有代表性的 15位老师，展示他们的
书房、教师风采，讲述他们阅读、学术研
究、勤勉教学的故事，每位老师还提供了
珍贵的阅读书单。“书房里”的这些北大学
者，来自理工、人文社科等诸多领域。本
书通过摄影镜头与文字讲述，围绕“读有
字之书”“读无字之书”“读心灵之书”等话
题，展示北大学者对“好读书、读好书、读
书好”的感悟，也从“书房”这一特别场域，
为读者提供一场思想广博、思考精深、思
维激荡的阅读盛宴，献给所有爱书的人。

《中国好家风：历代传世经典家训》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

编著：崇文

内容简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是人生的一所学校。本书精选、精解历代
相传的著名家训家规，选择符合时代潮流
的积极内容，从起居生活、家人相处、言谈
举止，到家庭之道、学业之道、为人之道、
事业之道，弘扬好家风、传承好家训，让传
统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国社会向善向上的
标杆，引领读者树立从家出发、源清流洁、
强基固本的意识。

《读山海》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敏杰

内容简介：《山海经》涵盖上古天文、
地理、历史、神话、气象、动物、植物、矿藏、
医药等诸多内容，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上
古文明具有重要作用。本书从文字来历
到物种辨析，掰开揉碎，深挖细节，是一本
透彻解析《山海经》的心血之作，读来通俗
易懂。书中分《山经篇》和《海经篇》两册，
不仅包含《山海经》完整原文，更有详细的
译注和解读。作者查阅海量古籍文献，补
充古今百家评论解说，汇集历代研究成
果，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山海经》。

《我的文学白日梦》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余华

内容简介：本书由俞敏洪作序，收录
39篇余华历年创作的散文作品，用平实不
乏幽默的文字，讲述作者童年与青年时
期的创作之路，以及他的阅读与思考。全
书分“文学青年的诞生”“把写作作为方
法”两辑，上半部分全面回顾余华的童年
与青年时期，探寻他如何走上文学这条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下半部分记录
他在文学之路上别样的创作、阅读体会，
让读者重新认识这位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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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令人向往的
田园牧歌

——读《我的阿勒泰》

□刘昌宇

雪山、戈壁、森林、牧场、穿着长裙的女
孩、纵马驰骋的少年……日前，由作家李娟
同名散文集改编的热播剧《我的阿勒泰》获
得如潮好评，文学和影视都掀起一阵来自阿
勒泰旷野的风。《我的阿勒泰》是李娟一本畅
销十余年的自传散文作品。全书分为记忆
之中、角落之中两辑，作者以细腻的情感和
质朴的笔触描述了她和家人在阿勒泰的田
园牧歌式生活，通过个人感触呈现了当地独
特的风土人情，散发着清新的乡野气息，引
人无限向往。

李娟童年时曾生活在新疆最北端阿勒
泰地区的富蕴县，少年时期又跟随母亲辗转
于阿尔泰深山牧场中，经营起半流动的裁缝
店和杂货铺，与游牧的哈萨克牧人为邻。李
娟将这部分亲历与见闻，视作她魂牵梦萦的
乡村记忆，并化为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一路
娓娓道来：与河边洗马的少年相处，和巴哈
提小儿子扯不清的“恩怨”，偶遇赛马小冠
军，结识乡村舞会上的漂亮年轻人，结识热
情的姑娘古贝和邻居比加玛丽等等。凡此
种种，书中的词藻并不华丽，却真实鲜活，将
那片遥远而神秘的土地和那里的人们描摹
得恍若眼前。可以说这是关于阿勒泰最美
丽的文字，成为许多读者认识阿勒泰的一扇
窗口。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捕捉
周遭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但她文字中的魅
力，不仅仅局限于此，往往看似不经意的一
笔，又常常充盈着洒脱豁达的个性。这种
特质在书中比比皆是。那些年节的描绘，
那些阿勒泰景物的刻画，包括李娟与家人
及与左邻右舍的对话，都在一种温婉柔美
中传递着对尘世生活的热爱。“彩色的火花
像喷泉一样四面乱溅，还甩得噼里啪啦直
响，特别热闹。我和妈妈并排站在雪地里
仰着头，看着烟花什么也不顾地挥霍着有
限的激情……”这是李娟在《过年三记》中
的描写，借着年三十夜放烟花的场景，把她
对边疆生活的宁静追求，刻画得分外动
人。阿勒泰虽然远离城市生活，但作者和
家人能在除夕夜乘兴放上一阵烟花，本身
就是一种舒心和快乐。这种简单的心境，
何尝不是一种小确幸？

《我的阿勒泰》宛如一幅画卷，每一帧画
面都将阿勒泰描绘得美不胜收，更深刻地体
现出作者对这片沃土爱得深沉。“寂静的夏天
已经过去，在牧场上消夏和放牧的人们纷纷
回来了。喀吾图小镇最热闹的日子开始了，
婚礼接连不断。几乎夜夜都有舞会，几乎夜
夜都有爱情。”翻开《乡村舞会》的书页，她的
这份情愫表达得尤为强烈。小小的乡村舞
会，就是牧场上的一件隆重盛事，人们打扮得
漂漂亮亮，然后燃起熊熊的篝火，高兴地载歌
载舞，在繁星闪烁下互诉着衷肠。那些隐秘
的爱情，激昂欢快的舞蹈，深邃迷人的夜色，
喷香可口的美食，相互交织成一道独特的人
文景观。我们纵然知道生活有着种种艰辛与
无奈，但作者始终以从容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文字背后是对生命的真诚和敬重。阿勒泰于
她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活的地方，更是一种情
感的归宿。

赏鉴本书，其清新脱俗的诗意叙写，常给
人带来身临其境的亲切感。那种字里行间
浸润着的亲和力和浓郁的田园气息，在朴实
而明快、欢乐又温馨的相互交融中，凸显着
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如果说，文学巨匠屠
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是用恢宏的笔力绘制
出了一个时代的风俗长卷,那么，李娟的《我
的阿勒泰》则以涓涓细流般的运笔，道出了
对这里自然风光和对这片土地的诚挚之
爱。这里的蓝天白云，悠适自在；这里的山
川河流，气象万千；这里的草原森林，满目葱
茏，一派绿意盎然。大自然以其神奇的造
化，赋予了阿勒泰丰饶的生命姿态，也铸就
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坚韧的品格和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

作者不仅原生态地再现了游牧人丰富的
生存景观，让这里的一草一木萌发着勃勃的
生机。还以隽永率性的笔调，轻盈地勾勒出
一幅人与崇山峻岭、草原平川融为一体，和睦
共处的美丽画卷。他们就像沙漠中的胡杨深
深扎根边疆热土，用青春智慧和青春力量为
阿勒泰带来无尽的生命力，绘就了今天如诗
画般的阿勒泰。

春有山花烂漫，夏有草原碧绿，秋有层林
尽染，冬有万里雪飘。弹起欢快的冬不拉，跨
上奔驰的骏马，带上《我的阿勒泰》，去赴一场
心仪已久的盛会，一睹阿勒泰的芳华美景。

◎书架以城为钥 解码中国
□甘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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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二十四节气的书籍
中，肖复兴所作的《一节一气总关
情》别具特色。作者肖复兴博学
多闻，涉笔成趣，在介绍二十四节
气时，内容清新隽永、风格雅致，
体现了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及苍韧
协调的美韵。

每一个节气，作者都能一语
点睛道出其特质。如立春，迎春
的长卷；清明，梨花风起；小满，
初恋的象征等等，读后让人心绪
恬淡。

过程中，作者以古籍记载为
佐证，叙写节气的悠悠古韵。如
春分篇章中，介绍春分祭日时，引
用清《天咫偶闻》一书所说：“建立
构筑历史认同。”像这样的引证，
书中适量而出，并没有连篇累牍，
只是选取有说服力的古籍之说，
给读者适宜的知识普及。

每一个篇章，作者都能以自
己的亲身经历，描写出生活的朴
素之态。如在立夏时，写道“立夏
换帘子这样的传统，一直到我小
时候还存在。那时候，我住的大
院里，各家都会在这几天换冷布、
换纱帘。别看换冷布和纱帘这活
儿简单，但弄不好会糊不平，糊不
结实。所以，一般都会请裱糊匠，
连同窗户纸和冷布一揽子活儿。”

作者用生活的细节记录着日子的
更迭，用文字表达着记忆之趣。
生活的细微变化于季节转换中显
露出民风民俗，可见本书与生活

的贴近性。
书中运用平素的话语写出盎

然的趣味。如在描写小满时，写
道“小满，真是人生的一个好节
气”，生动有趣。说“料峭的立春
和春分，还是个生牤子一般的小
姑娘；萧瑟的小雪和小寒，已是一
头霜雪的老太太了；小满是立在
这两者之间最富有生机和朝气的

年轻姑娘。这个节气的姑娘，涉
世未深，清浅如水，却已经不再是
一汪雨过地皮湿没心没肺的小水
泡，更不是一潭幽深莫测深不见
底的桃花水，或者一道被外界排
放被自身滋生污染得早已经浑浊
不堪却偏要修起漂亮的桥与堤的
江河水”。一个个俏皮的人物形
象跃然而生，营造出轻松活泼的
阅读氛围。

节气的变化和我们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本书通过对周围环
境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着节气
和生活的关联。“在老北京，这一
日从一大清早，就有人挑着担子
在胡同里吆喝：‘萝卜赛梨’。这
是我小时候还能够听到的声音，
见到的场面。”“有意思的是，去年
谷雨，也没有布谷鸟的叫声，只有
在动物园里才能见到布谷鸟。”如
是，作者回忆过往，以这样的手法
体悟生活，感受节气春风化雨般
的润泽，意蕴深长。

本书中，从二十四节气的描绘
再到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作者用
朴素的笔调，写出生活的意态，写
尽自然的变化，写满人间的美好。
通过对二十四节气的简述，抒发出
节气的古韵风华、人文的灿烂辉
煌，读之可亲，予心暖慰。

生
活
里
的
节
气

□
陈
裕

◎开卷有益

何为“城”？中国最早的“城”
出现于何时？为什么说作为圈围
设施的“城”不限于城墙？城池为
何而建，如何兴建？人类从穴居
到走向开阔地带，再到筑城而居，
城垣从无到有又消失，历史上象
征着文明的每一步，伟大而深刻，
没有什么比“城”更有烟火味道，
更能给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了。
中国历史上城池、城邑、城郭的变
迁，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主题。

在《城的中国史》这本书中，作
者以时间为线，从中国最初的城池
问世开始，直至明清两代，通过历
代城池、城邑、城郭的变迁，梳理了
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
轨迹，深入浅出地将复杂的考古学
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
者，带领读者一窥中国古代文明的
兴起与繁盛。

作者许宏，考古学者，主要从
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与早
期文明的研究。在本书中，作者
对中国筑城史的考察跨越史前、
原史、信史时代，宏观城邑动态大
势，梳理中国古代文明演化格局
和发生发展脉络；从城邑和城市
考古，升华到对大历史的把握，重
构中华文明，对于我们深刻理解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无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

地方就得围起来。从殷墟甲骨文
中“邑”的用法看，显然它是殷商
人对居民聚居点的泛指，都邑乃
至大小族邑通称为“邑”。“城邑”
不限于用城垣围起的聚落，圈围
设施还包括环壕、栅栏和部分利
用自然天险，如断崖、峭壁、陡坡
等构筑的各类工事。其作用第一
是区隔，第二是防御。城市，是一
种区别于乡村的聚落形态，它比
村落相对晚出现，仅见于人类社
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国
家”产生之后的阶段。

城与郭的成熟形式，常见于
社会复杂化后的国家社会，最后
形成“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的国家形态下的都邑功能分区。
早期城邑直至早期城市，出现于
新石器时代中期。迄今所知东亚

大陆最早的城址，属于环壕类城
邑。“这批环壕聚落见于浙江境内
钱塘江上游的上山文化遗址，如
义乌桥头、嵊州黄山等。”城池时
代的开端，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它昭示社会复杂化；邦国时代的
城池，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形态
从圆形不规则到方正规矩，长江
流域出现水城，黄淮流域出现土
城，北方出现石城。

伴随着社会分化而出现的、
汇集诸种代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最高水平的文明要素于一处
的一些城邑，已步入初期城市的
行列。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城乡
差别的产生、国家的形成和文明
时代的到来。“一般认为，夏、商、
西周王朝的都邑遗址是典型的中
国青铜时代的城市遗存，是较为
成熟、发达的文明社会。”约公元
前 1700年前后，伴随着区域性文

明中心的先后衰落，中国乃至东
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
的大型都邑——二里头出现于中
原腹地的洛阳盆地，表明当时的
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
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
家阶段。

至西周，在西周王朝的三大
都邑周原、丰镐和洛阳邑，都未发
现外郭城墙的遗迹。然而，到春
秋战国时期，却出现城建高峰。
《战国策》形容为“千丈之城，万家
之邑相望”。具有防御功能的城
邑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迎来
了继龙山时代之后，以垣壕为主
的中国城邑营建史上的第二个高
峰期。城邑林立的设防，与政治
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至此，以
夯土版为特征的华夏城邑群，扩
大至东亚大陆宜于农耕的大部分
地区，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无邑不
城”的新发展阶段。

城池的发展史也是历史的脉
络变迁。《城的中国史》内容精当、
视野开阔、图文并茂，另辟蹊径解
读“早期中国”，是一本独创性、可
读性兼具，又不失专业性的历史
通俗读物。书中知识映照到现
实，我们对于历史、文化的归属会
有更深的体验和感悟。

□安宁

书籍，与一日三餐一样，是
我的人生必需。

我的童年因为贫穷，书籍
匮乏，我因此翻阅一切有字的
纸张，挂面的包装纸，包油条的
报纸，人家撕掉的书里的一页，
甚至父亲借来的饲养家禽的书，
我也读得兴趣盎然。几乎每个
学期的语文课本一发下来，我都
会第一时间将散发着油墨清香
的课本，先用报纸包上书皮，而

后窝进太师椅，一直看到天光
昏暗。

后来读了初中，班主任是一
位文学青年，喜欢读童话，也读
《小说月报》。知道我痴迷写作，
他常常将一摞书借给我，还在班
里念我写的那些自言自语的小
说。大学里，因为读外语系的缘
故，读书大多集中在外国经典名
著，比如《傲慢与偏见》《雾都孤
儿》《简爱》《呼啸山庄》《百年孤
独》等等。每年寒假，我都会从
学校图书馆借好多书回家，在呵
气成冰的冬天，站在窗前，拢着

手，沉浸在文学的奇妙世界中。
双脚常常冻得发麻，失去知觉，
我却浑然不知，偶尔跺一跺脚，
抱一抱已经凉掉的暖水瓶，又重
新陷入书里去。那些天寒地冻
的冬日，只剩了一颗温暖的心，
与书融化在一起。

有一年夏日的傍晚，我无意
中翻阅《聊斋志异》，被《绿衣女》
这样一则只有六百多字的短篇
小说深深地吸引。犹记自己陷
在沙发里，耳畔久久地萦绕着绿
衣女“宛转滑烈，动耳摇心”的歌
声。我知道此后我会长久地迷

恋古典文学的世界，那是中国人
的精神家园。从此，我逆流而
上，开始系统地阅读古人的诗意
世界。从《山海经》中女人在山
谷里洗十个月亮的浪漫，到《搜
神记》里烟波浩渺之上的神鬼踪
迹，从《笑林广记》中的琐碎日
常，到《浮生六记》中的生离死
别，再到《红楼梦》中的太虚幻
境，我一路在古典的天地中沉
迷，并愿永远地沉迷下去。

读书让我成为单纯的孩子，
忘记尘世所有的喧哗，只剩一颗
心，洗去尘埃，吐露芳华。

书是我的人生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