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资本论》
（托马斯·皮凯蒂 中信出版社）

纵览 2014 年
图书市场，自然与
博物学类图书成
为引人注目的增
长点。《采绿》是一
本城市自然笔记，
作者用两年多时
间，记下身边每一
季草木的开花与
结果， 昆虫的踪
迹，鸟儿清晨彩色
的歌声，午后蝴蝶
翅膀掀起的空气，
追寻着自然世界

里凝结的片刻灵光， 采撷每一个人身边最朴素、最
日常的博物生活之诗。与更多“叶公好龙”或游客式
的“田园之梦”不同，《采绿》的可贵，在于一花一草
皆来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可引领读者“看图
识花”，更给人以启示，每个人都可以去发现身边的
博物之诗、生活之诗、生命之诗。

《桃花井》是台
湾作家蒋晓云复归
文坛完成的第一部
作品,也是她的第一
本长篇小说。 蒋晓
云年少成名,学生时
期即开始写作;1975
年发表《随缘》,1976
年起连续以短篇
《掉伞天》《乐山行》,
中篇《姻缘路》三度
荣获联合报小说奖,
以有张爱玲文风而
饮誉文坛。

30 年后归来 ,
蒋晓云书写两岸题材。 1949 年随国民党到台湾的
李谨洲老先生经历大半生离乱颠沛后,晚年回到家
乡。 老人寻回了失散的长子,更进一步找了个桃花
井的寡妇董婆续弦,打算在老家重新找到自己的一
席之地。 然而城乡的差距、父子的代沟、个性的冲
突、利益的挤压等问题交相上演。 且看老人如何智
慧布局,在命运荒谬却又见真情的人生过程中,遂其
所愿,落叶归根。

《桃花井》：被洪流淹没的细碎人生

《桃花井》
（蒋晓云 新星出版社）

《大河湾》是奈保
尔继《自由国度》之后
的第二部非洲题材的
小说， 也是奈保尔的
巅峰代表作。 以后殖
民时代动乱的非洲国
家为背景， 用一个在
非洲谋生的印度裔杂
货店店主的口吻，说
出了人们不想看到、
不愿承认、 更不敢说
出口的真实： 殖民地
独立之后， 非洲人民
所遭受的灾难远远超

过殖民地期间。他们在挣脱了部落的枷锁和殖民者
统治后，却无法进入现代人的生活；社会没有秩序，
动荡不安；形成了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无规
矩更无法律的混乱局面。2014年奈保尔访华及其文
集的出版，使读者对这位“最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产生更多的兴趣与了解。 奈保尔的巅峰代
表作《大河湾》，被誉为“最后一部现代主义的伟大
史诗”。

《大河湾》：奈保尔的巅峰之作

《大河湾》
（奈保尔 南海出版社）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邵燕祥 江苏文艺出版社）

曾被贴上标签的“70 后”，如今已年届不惑，
回望、焦虑、反思……是这个年纪惯常出现的情
绪。 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从逃离故乡
到怀念故乡，《耶路撒冷》抒写着一代人的命运轨
迹与精神变迁。《耶路撒冷》或许无法完全代表一
个庞大的群体，却也是一座无法忽视、印记深刻
的青春纪念碑。小说每一个章节的后边都穿插着
一篇总题为《我们这一代》的专栏文章，以小说主
人公初平阳的名义，对“70 后”一代的精神困境
进行专题探讨，解读这一代的怕与爱。 这一组专
栏文字像扇面的背面， 写实和议论两两相对，像
米兰·昆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等小说的“论
文体”一样，大大拓展了小说思想开掘的空间。

《耶路撒冷》：一代人的成长史

《耶路撒冷》
（徐则臣 十月文艺出版社）

翁贝托·艾柯，被称为“最博学的作家”、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当代意大利文化的标
志性人物。 该书是艾柯关于爱书藏书的总
结，横跨历史、文学、美学与科学的多元向
度，畅谈奇书逸事，关于书的意义与价值，关
于阅读的必要， 关于爱书人无可自拔的执
迷。从对纸质书籍本真的热爱到对电子书自
我认同的奇想，从对藏书世界奇闻异事的精
彩讲述到对一本古书扑朔迷离起源的细致
考察，艾柯对于书籍的热爱有着一种传教士
的热忱，富有感染力。

《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畅谈奇书逸事

《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
([意]翁贝托·艾柯 译林出版社）

《采绿》：身边的自然

《采绿》
（涂昕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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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的寒假如期而至，孩子的世界不应只是寒假作业，他们需要到处
走走看看，在书的世界里翱翔，有更多时间来被书籍滋养。

1月 8日，“2014 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在北京隆重揭晓。
著名作家贾平凹创作的长篇小说《老生》拔得头筹。 这些作品题材或许不同，
但都包含了广阔的灵魂图景与文化视野，值得大家在寒假细细品读。

《老生》：用中国的方式记录百年中国史
《老生》以老生常

谈的叙述方式记录了
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
故事发生在陕西南部
的山村里， 从 20 世纪
初一直写到今天，是现
代中国的成长缩影。书
中的灵魂人物老生，是
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
的职业歌者，他身在两
界、长生不死，他超越
了现世人生的局限，见
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
运辗转和时代变迁。老

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主线，把 4 个不同时间、不
同地点发生的故事连缀成一部大作。

另外，小说在写作手法上也有所探索和创新，用
解读《山海经》的方式来推进历史，具有很强的空间
感。《山海经》表面是描绘远古中国的山川地理，一座
山一座山地写，各地山上鸟兽貌异神似，真实意图在
描绘记录整个中国，其旨在人；《老生》亦是如此，一
个村一个村、 一个人一个人、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
写，无论怎样沧海桑田、流转变化，本质都是一样，是
写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人的命运。

《老生》
（贾平凹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血泪之
书。 数以千万的苏联人
以惨痛的经验，甚至生
命为代价，在严酷的极
权体制下，发出痛苦的
呻吟。 时有可能飞来横
祸， 生命丧失习以为
常， 亲情被举报撕裂，
友谊因政治隔离……
当强大的国家暴力时
刻笼罩在头顶，当无处
不在的恐怖深深盘踞
在心底，耳语成为苏联
人传递真实想法的唯

一方式，沉默成为自我保护的不二选择。
这是一部教训之书。 从最初对屠杀和镇压的恐

惧到接受严厉的斯大林主义， 从习惯既成现实的不
公与邪恶到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 苏联人因炼
狱之旅的惨状而顺从和驯服。

这更是一部反省之书。 当权力的铁蹄践踏民众
时， 人们有理由自问， 是谁唤起了如此嚣张的利维
坦？ 当国家犯罪公然盛行时，自己负有怎样的责任？

《耳语者》：
以口述史见证苏联民众生活

《耳语者》
（[英 ]� 奥兰多·费吉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惜别》是止庵
在母亲故世 3 年后，
经历涓滴沉淀，凝练
而成的生死体悟。

全书共有 6 部
分，以母亲的离去为
起点，片断式地向回
追溯。母亲生前的日
记和书信，与作者的
回忆和思考两相交
替，形成两种对立却
彼此依存的书写状
态。 母亲留下的手
泽，充满亲人相处时
的温暖细节：最常做

的那道红菜汤，与“我”一起看过的电影，病重时吃下
的那枚小布丁……《惜别》笔下所记都是一粥一饭、
绵长细碎的寻常日子，清淡沉静、哀而不伤的文笔，
记录相隔却不相绝的平淡亲情。 一个人的“惜别”，唤
起更多人的“惜别”，人人终将面对的生死大问。

《惜别》：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惜别”

《惜别》
（止庵 上海人民出版社）

邵燕祥先生撷取 1960 至 1965 年政治
气氛相对“平静”却暗流汹涌的 5 年，叙述自
己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随波逐
流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以个体的珍贵体验， 笔触深入到每一个年
轮、每一个关键事例，突显“这五年”普通国
人惶恐不安的心理起伏。 81 岁高龄的作者
在电脑前一点一点地敲打出来，其间的辛苦
可以想象； 一本好书的问世本身就颇费周
折，作者和编者都有“把千言万语交付它”的
深意和托付。现在不少书籍读之如浮水如飘
叶，很难进入人的心思，邵先生的新著却是
值得花费时间去领会， 从高远的人性角度、
悲悯的历史空间去体悟。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非常岁月惊骇多

在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逝去之后，我
们已经很久未见哪位经济学家的作品像《21
世纪资本论》 这样引起如此之多的赞誉与应
和，同时也遭受了同样显著的争议和抨击。“70
后”新锐经济学者、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
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对过去 300 年来欧美国
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通过大量的历史
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
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 或许全球化
背景之下，固有理论已无法对时下乱象频出给
出完美解释。《21 世纪资本论》对当今人们最
为关心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清晰而透彻的分析，
对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种简
明的解释，这是其迅速走红世界的原因。

《21世纪资本论》：用数据勾画财富不平等历史

本报记者 陆嘉琪 /整理

来一场“十大好书”的邂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