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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称“世界图书日”。
为什么要读书？培根说：“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

和权衡。”生活中的不解与疑惑，能在书中找到答案。读书使人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点，打开
书便是踏上一场穿越空间、时间的精神之旅。世界读书日，不只是在这一天读书，更是用来提醒，
其他的日子也别忘记阅读。

以阅读之名，享书香之旅
《世界没有陌生人 》

一个人要想成功，就要拓
展人际交往的宽度，扩大自己
的视野和圈子。在一些人生
转折点上，给你带来机缘和帮
助的常常是那些结识不久的
新朋友。这是因为我们与熟
人的交集早已确定，很难超越
固有的生活轨道。而我们与
陌生人来自两个不同的空间，
交集越少，差别越大，这样就
容易碰撞出更多的机会与火
花。因此，他们是我们宝贵的
财富和资源。

《世界没有陌生人》围绕
如何搭讪陌生人，如何快速地
了解、认识陌生人，并与对方
成为朋友，把陌生人变成自己
人……。刷新你的朋友圈，让
人际关系网越来越大，工作、
生活、事业越来越顺。

《与时俱进的启蒙》

本书借助对启蒙的思想
史、实践史深入而综合的批判
性分析，介入了当代中西思想
争论，重申了启蒙，认为启蒙
的核心理念（自由、理性、人道
主义等），永不过时。

本书通过对 18 世纪前后
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交叉比
较分析，抽取出四对在后世有
重要影响的核心观念：英国的
自由与保守、法国的理性与革
命、美国的制度与人性、德国
的国家与普世；重点分析了开
明专制（启蒙专制）的思想与
实践；作者认为启蒙是一项与
时俱进的未竟的事业，并从多
个主题、多个层次加以重申。

《野味读书》

《野味读书》分为三辑。
第一辑“书里书外”，“书里”收
录了作者孙犁自述的读书经
过；“书外”则是可能影响孙犁
精神成长的文化生活。如果
我们把文化生活的内容也算
作一种“读书”，则“书外”的部
分也算是孙犁读书生活的一
部分。

第二辑“书前书后”，部分
是孙犁的读书笔记。因为爱
书，孙犁常在书上施以封皮，
而因书皮多在书前书后，就为
本辑取了这个名字。

第三辑“书长书短”，是爱
书人孙犁在买书、得书、藏书
等方面长长短短的叙述。

《赤子：余光中散文》

《赤子：余光中散文》收录
了当代华语文学大师余光中

的散文代表作。散文题材涉
及行走、观点、创作、回忆四个
方面。

追忆童年往事，游历祖国
大好河山，发表独到的文学观
念、生活智慧、文化随感、风土
人情，满满都是山河岁月的赤
子情怀。

本书包括《听听那冷雨》
《塔》《登楼赋》《望乡的牧神》
《思蜀》等名篇，其中《听听那
冷雨》收录于高中语文课本。
本书横跨诗歌、散文、评论、翻
译四维写作空间，尽显一代文
豪刚柔兼济、融贯中西的非凡
造诣。

《文城》

对苦难的描摹，对绝望人
生的诘问，对反复无常却又无
可奈何命运的感同身受，是余
华作品的魅力。可以说他从
来都是真诚的作家，只是新世
纪以来的几部作品，他观察的
角度以及写作的偏重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余华是一个具
有 很 强 的 理 性 思 维 能 力 的
人。他清晰的思想脉络借助
着有条不紊的逻辑转换，曲折
但是并不隐晦地表达出来。

《文城》分为两部分，上部
《文城》，下部《文城·补》。上
部的叙事焦点是居住在黄河
以北的林祥福，他的命运被突
然到来又突然离去的小美改
变。下部则主要是讲小美的
一生。余华用他擅长的温柔
笔触写下现实的篇章，为我们
讲述了大时代背景下不同人
物的命运。

《糜骨之壤》

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
丘克是一位卓越的观察者。
在《云游》《太古和其他的时
间》里，托卡尔丘克用词句变
成了通往另外平行宇宙的桥
梁，看似发散的行文背后，是
她对现实热忱的观察。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
演讲中，托卡尔丘克告诉人
们，她是这样理解世界的：“世
界是一张大布 ，
我 们 每 天 将 讯
息、谈话、电影、
书籍、奇闻、轶事
放在一架架纺布
机上 ，编织到这
张 布 里 。 现 如
今 ，这些纺布机

的工作范围十分广阔——互
联网的普及让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无
论工作态度是否认真，对这份
工作是爱还是恨，为善还是
恶，为生还是死。就此意义而
言，世界是由语言组成的。”

在这本《糜骨之壤》里，托
卡尔丘克用精妙的语言编织
了一个悬疑故事。不管是喜
爱悬疑故事、还是偏爱她浪漫
的语言的读者，都可以在这个
故事中有所收获。

《燃烧的原野》

“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
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
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
的道路……他的作品不过三
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
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
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
衰。”

这段文字来自加西亚·马
尔克斯。1961 年 7 月 2 日，陷
入写作“死胡同”的马尔克斯
第一次读到了胡安·鲁尔福的
中 篇 小 说 集《佩 德 罗·巴 拉
莫》，并由此找到了钻出死胡
同的裂缝。余华称，“这可能
是文学里最为动人的相遇”。

鲁尔福的一生中，只完成
了《燃烧的原野》《佩德罗·巴拉
莫》《金鸡》这三部作品。2021
年，在鲁尔福逝世 35 周年之
际，“鲁尔福三部曲”中文版面
世，可以说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热带》

批评家诺曼·霍兰德认
为，阅读是一种从主观到主观
的作用过程，是接受他人所表
达的意义的过程。

一部文学作品被读者接
受，就意味着读者作为主体占
有作品，并按照自己的需要对
文本进行解读和改造，释放作
品的潜能，让其为自身服务。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
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
成的。这正是《热带》这部“书
中之书”希望表达的主旨。

还没有完结的故事，就是
所谓人生。“当然，没有小说日
子也能过下去，可是这世上有
无数有趣的小说，光是这一点
就让人觉得太棒、太美好了。”

（小编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