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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综合展现并客观分析

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利弊得失，论

述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殊

性、优越性以及脆弱性，同时从

本科教育、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

三方面阐述美国高等教育面临

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改革才是

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这是一部感慨时光流转的作

品，收录了肖复兴不同时期的散

文名篇。作者徜徉在往昔的岁月

里，那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故

乡，有他的大院，有他感受过的、

温暖的一切。他用尽余生，走来

走去，实际上从未走出过那些美

好的岁月。

《我们的老时光》
肖复兴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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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俊宇

最近几年，哲学类的音频节目大量出现，之

后还会转化成书出版，如2019年春季出版的《打

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2021 年初出版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

义》，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根据APP课程

“西方现代思想40讲”扩展修订而成的。近日，

他领衔多位哲学系教师主讲的《从惊奇开始：青

少年哲学第一课》，也成书出版。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没有一家独大

的声音。在思想市场，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学

院派如果不发声，就会被大量鱼龙混杂、良莠不

齐的‘哲学产品’抢占”。做过音频课程“郁喆隽

的复旦哲学课”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

喆隽，经历了心路历程的转变，“可能有很多声音

分贝更高、频谱更宽，但这并不妨碍学院派主动

站到思想市场上。哪怕声音比较微弱，但能够

与一两个听众聊上话也是不错的”。

“逆天改命”

2010年，莱比锡大学读完博士后的郁喆隽

一直想“普及哲学”，“想为哲学这个非常冷门、偏

僻、烧脑的学科稍微正一下名。因为自己读哲

学有收获，就想‘己所欲而施于人’”。

在德国求学时，郁喆隽常会在通勤的路上

碰到读哲学书籍的人。而在国内，“哲学”接触者

不多。“我想填补这个专业学习者和社会大众之

间的鸿沟”。但他后来改变了想法，“如果你对哲

学没有兴趣，不接触也没有问题”。

然而，郁喆隽发现，当下的公共讨论，包

括跟人的交往中，很多人会自我设限或自欺

欺人——自己的想法完全没有梳理清楚。“这

个时候，稍微读一点哲学，在逻辑上能知道自

己在说什么，就不会自我挖坑”。于是，他决

定在“哲学普及”上有所为。

开设了B站账号的复旦大学教授徐英瑾也

做着相似的事，以视频面向年轻人普及哲学。“在

日常讨论和文艺作品里是没有哲学的。有一种

误解认为，就不应该和大众讲这么难懂的东西，

应该把它关在象牙塔里面”。徐英瑾认为他们

所进行的是“逆天改命”，“让哲学能以一种比较

正确的方式传播”。

“条条大路通哲学”

什么是“正确的方式”？要通俗，还要准

确。“不能把哲学当成一己之偏私所用”。

在今天，哲学往往陷入术语的圈套，在小圈

子里。“哲学因而失去了和生活本身对话的能

力”。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余明锋认为，作为

哲学研究者，“说人话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徐英瑾曾出版《用得上的哲学课》，面向

普通读者讨论哲学，他也认为哲学普及应该

做到，“语言和例子的构造要接地气，考虑本

土化的需要；大量的专业术语要尽量寻找在

汉语里的通俗表达”。

“‘小确幸’有什么问题吗？”“人工智能为

何无法取代人？”……《50 堂经典哲学思维

课》中设置了终极追问、认识世界、何为幸福、

反思现代生活等模块，每一节都用了一个关

乎人们生活的的小问题。书里的每一章篇幅

都很短，但“知识点照顾得非常到位”，把哲学

史课程以结合的方式呈现给了大家。同济大

学哲学系副教授余明锋评介称，在联系生活

的基础上，依旧谈到了那些哲学的基本概念

和理论，这一点不易。

这不是向碎片化屈服，“而是不能用科班

教育的标准去规定大众化的阅读。我相信

‘条条大路通哲学’，三到五页就是一课，能最多

花个20分钟就读完。”郁喆隽说。

“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不久前，《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一文刷屏，讲述的是一个在厦门务

工的年轻人，通过自学翻译了海德格尔的研

究著作《海德格尔导论》。但他有一种困惑，

就是哲学对他有什么帮助呢？

在实用主义和功利思维里，每一门学科

和技艺都免不了面对这样的质疑：“学这个有

什么用？”哲学不能例外。

“我们现代人的追求是让痛苦不断的降

低，因为我们对痛苦的意义不再有答案。在

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有足够的理由回到

生活本身，去真诚面对自己和这个时代每个

人所处的意义困境。”余明锋如是表示。

徐英瑾认为哲学不会去讨论具体的经验

问题，但它会做一种精神准备——当听到有

人说“一战以后，二战多少年后会爆发”，你不

会很惊讶，因为这已经存在于你的逻辑空间

之中。哲学就是通过更理性的思维，培养我

们对惊世骇俗观点的忍耐力。

很多人以为哲学能够解决人生的困惑。

徐英瑾为此担忧，“有些哲学家的解答可能是

美丽的毒蘑菇”。

希望哲学著作可以直接改变人生，这是

过高的期许。郁喆隽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

门“自助”学问。

“很多问题在我看来都属于‘一阶问题’，

例如如何求职，如何赚钱等，这些问题专业人

士有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是哲学在很多时候

处理的是‘二阶问题’，比如何谓正义、什么是

幸福、什么是财富等，这些问题及回答其实就

是在帮助一个人定义自我，找到人生的意义

和目标”。在郁喆隽看来，哲学家很难能给出

答案，他仅是通过提问来“助产”。“如果一个

人自己回避问题，不愿意直面人生，再多的哲

学都帮不了他。很多人过不好一生，是因为

从来不问‘二阶问题’”。

人心中敏感、纯真的部分，可能会被哲学

给唤醒。这正是郁喆隽创作《50 堂经典哲学

思维课》的另一个目的，“哲学会有陪伴和治

愈的功能”。

新书榜单G
让哲学以一种比较正确的方式传播出去

众声喧哗时，哲学开始走出象牙塔 时光中的节庆与变革

《节庆里的故乡》
黄孝纪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心理咨询师陈

海贤的新作，作者将自己十多

年的心理咨询经验融入其中，

详细解读了一段亲密关系旅程

可能遇到的困境。作者不止提

出问题，更提出了实用的方法，

帮助读者学习爱的方法，顺利

解决亲密关系难题，找到属于

自己的幸福。

古代，节庆浸润着人的情感、

信念和人生态度。本书是“中国

乡存丛书”之一，按时序从初一到

除夕，围绕婚丧嫁娶、生老病死、

日常伦理，以散文的方式讲述了

作者故乡春、夏、秋、冬四季的 40
种乡村节庆习俗，再现了一个农

耕村庄的喜怒哀乐。

《爱，需要学习》
陈海贤 著 新星出版社

苑广阔

在朋友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书，朋友

看了笑着说：“你可真会找，那本书，是我买的

第一本书，快 40年了。”

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巧合，但是眼前这本

已经泛黄的书，让我的思绪回到了小时候。

10多岁时我就喜欢上了阅读，但在农村，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除了课本，可供阅

读的书籍极少。镇上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我

进去买过铅笔、本子等文具，至于柜台后面各

种各样的图书，最便宜的一本童话集，也要三

四元钱，我买不起，也不敢问。

但我太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了。于

是我偷偷地攒钱，攒够了就买一本属于自己

的书，就买那本我看了很久的“童话作品集”。

每当帮母亲去村里小卖店打酱油，或帮

父亲打酒，找的零钱，我都会问父母能不能给

我，我留着买文具。有时父母会大方地同意，

多数时候不同意。村里有人来收废品，我也

会趁着父母不注意，把一些破铜烂铁偷偷卖

掉，把钱攒起来，可惜家里废铜烂铁很少。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终于攒够了4元5
角钱，觉得可以买下自己想要的书了。趁着一

个周末，我约上几个小伙伴，步行来到了镇上。

我右手放在裤兜里，紧紧攥着那些最大

不过一元的一把零钱，站在新华书店的柜台

前。马上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书了，我内心激

动、紧张，还有期盼。一边的小伙伴同样很激

动，因为我早已答应他们，自己看完就把书借

给他们看。

当我让女售货员帮把“童话作品集”拿给

我的时候，售货员似乎不太相信我会买，就问

了一句：“带钱了吗？”

我连忙把手里紧紧攥着的钱都掏出来放

在柜台上。她先看了看书的定价，然后认真

地把我的钱数了一遍，说：“这本书是 4元 5角

5分钱，你这里只有 4元 5角钱，还差 5分钱。”

我一下愣在那里，头上冒汗，眼泪也快下

来了。

女售货员看出了我的窘境，安慰了我一

句道：“等你钱够了再来买吧，这里还有好几

本呢。”

我们从新华书店里出来，回家的路上一

路都无精打采。

这件事显然给我带来了伤害，我有很长一

段时间没再去这家书店，即便后来钱攒够了，也

没有去买那本曾经做梦都梦见的童话集。

还是现在的孩子幸福，想读什么书，可以

去学校的图书室借，没有就回来告诉家长，在

网上下单，一两天书就送到了。这样的条件，

和我们小时候比，真是天壤之别。

攒钱买书

高谈阔论G

冷荞麦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时不时会阅读到

关于书房的文字书写，感觉读书人确实得

有一间书房。羡慕之余，蜗居陋室的俺还

是会是找些理由安慰自己：惬意的书房在

心里，而不是局限在身外的围墙里。

的确，现在房舍面积日渐有增，而“书

房”在当下的生活中似乎也越来越不可或

缺。想想，很多文雅之士，在一天繁忙、紧

张的工作之后，或是忙碌一周的周末，如果

不外出闲荡，都希望家里有个安静舒适的

书房，在里面呆上片刻，一边闻香咖啡、品

茗香茶，一边轻松地翻看一下自己喜爱的

书，哪怕是听听放松的音乐，悠然惬意乎？

啊，舒适安静的书房，好诱惑！

就算是无关知识，无关见识的读书，自

己个儿漫步书中，邂逅一回素未谋面之人

的生活，品鉴几许达人、狂徒的胡思乱想，

即便没有安然释怀，即便不能让焦躁和疲

惫的身心，探寻到安放、释然的栖息之地，

至少还是可以消解无聊，让孤寂的情绪不

再嚣张。而且，幸运的话，很可能还会在逼

仄有限的空间里，际遇灵犀烛照，一时风轻

云淡，步入豁然高远之境也未可知。

美好的理想勾画完毕，回到现实生活中。

尽管见识过成功人士的书房，可我还是

不能够妄自菲薄，经常会胸怀吃不着葡萄的

心理，想象成功人士忙于赚钱业务无暇读

书，告诫自己只是装饰性更强而已……

不过在另一面，鄙人的确不太把书房

当回事。就我佩服的“读书人”行径来说，

也深感鄙人固执的观念很有道理。

比如，我一位满脑子乱七八糟看法充

斥的哥们，就标称厕所是其最爱的“书房”，

说是在厕所里面，更容易领略五味杂陈的

“书籍真味”。

另一个让我仰视的读书大神强哥，其

人的扮相，我就深以为然。有一年夏天，正

值太阳西沉的时候，路遇归家的强哥。问，

去哪儿了？答说去书房了。这个满屋书籍

乱放的家伙，外面还有书房？原来是他室

内闷久了，想出门透气，于是竟自己背了个

类似军挎的帆布包，独自坐公交车跑京郊

十渡去了。在那边的水边树下读书若干小

时，然后擅自喝了几瓶啤酒，再后，带着相

伴的影子，悠闲怡然而返。

强哥模式我不曾实践过，但在大脑细

胞里，刻下了深切的体会。有一次我在城

里的河边看嗜钓者钓鱼，半天不见鱼的踪

迹，钓者也是雕塑般没有动静，这让也是孤

坐在树下的我走神，脑瓜里忽然就想到了

读书：像钓鱼者那样，长时间不声不响地坐

在河岸、湖畔，借着树荫，开卷读书，岂不是

很惬意的事！

实际上，爱书的人，有形的书桌，静谧

的空间，或还有朋友交流必备的茶几，以及

闲谈神聊的舒适沙发……有一处搭建完美

的阅读、交流空间，固然很不错，可我总觉

得，一个名副其实的读书人，一个真正热爱

阅读的人，在乎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就

如厕所看字，卧榻翻书，甚至是上下班的通

勤路上，诸如地铁时间，等等，在意的都不

是空间上的舒适与否，而是如河川一样流

逝的时间……

总之，有舒心、私密且敞亮的实体空间

助益，当然是心之所欲，但我们最好是以锦上

添花的心态来对待，一间惬意的“书房”，最重

要的，是得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有它的安放场

所，也必须安放在心境场域里，而那种安静阅

读的感觉，更是一定存放在心静之所。

心上的书房

《好书》

范思朦

走在不同的城市，都似曾相识，看一样的高楼，走一样的

马路，这多少有点悲哀，尤其是在历史厚重又现代时尚的中

国。显然，关于城市之魂的思考十分必要，金元浦教授将城市

建设的方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引用佛家的一个词叫“月印

万川”，并以此作为他结集出版的书名。

金元浦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在《月印万

川》这本书中这样表述：“一个城市无论有多少历史的、现实的

圣典史迹，无论有多少自然的、社会的资源，总是千流一源、万

法归宗、理一分殊、一以贯之。我们需要去寻找城市的文脉，

那个城市唯一的‘魂’”。城市需要在一个总的脉络之下找到

自身发展的途径，成为独特的存在。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有多少种可

能 ，城市就有多少种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最适合自身

以及这个城市的路径，那些被写入范本的城市建设无一不是

契合了自身的特质。城市和人一样，都需要找准位置，在时间

中的位置，在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在群体中的位置。“品牌城

市”“创意城市”“宜居城市”“公园城市”“舒适城市”等类型，这

些简单的概括虽然不能将城市一概而论，但是从这些类型上，

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同城市不同的印记。

城市的未来依旧让我们期待。金教授提出的全球城市和

世界城市的概念，令人十分憧憬。在金教授看来，一座城市的

创意文化发展，才是城市发展的“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只有

创意文化发展，才能有效整合起一座城市的文脉，才能为城市

打上自己的“身份证”。

在金元浦看来，“城市是一件富有魅力的艺术品，我们要

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来精心地雕琢一座城市”，这大概是他

对于“月印万川”这几个字最好的诠释。月亮印照下的万川，

各具风采，各领风骚。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建

设，将为这“万川”贡献出更加灿烂的范本。

城市除了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之外，更承担着我们对情

感寄托的功能。而中国文化的长处恰好在于抚慰人的心灵，

让我们不再面对现代“城市病”。在中国哲学的影响下，城市

的建设更能实现艺术化的发展。金教授所讲，“用艺术的方式

解决城市的社会公共问题”，大概就是一种思路。因此，中国

的城市可能在将来更人性化，更温暖，因为我们骨子里一直追

寻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月印万川》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城市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

“魂”。不管这个城市身处何地，只要拥有了自己的语言表达，

不管大小几何，不管新旧如何，都是值得期待的。

城市及它的灵魂

《大地五部曲》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1 月 8 日，长篇叙事散文诗《大地五部曲》研讨会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大地五部曲》分为五卷，共计约 55

万字。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家罗长江将丰繁、复杂和辽远

的社会生活场景引入散文诗写作之中，是一部宏大立体的大

湘西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的全景式诗篇。中国诗歌学会学

术委员会主任、诗评家谢冕表示，《大地五部曲》是关于大地

的伟大交响曲，凝聚而包容，华美而盛大，完成了跨时空、跨文

体的大超越。 （方寸）

作者费德里科·赞多梅内
吉 （Federico Zandomeneghi
1841～1917）是意大利印象
派画家，出生于威尼斯，后搬到
佛罗伦萨。1874年，他去了巴
黎，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在巴
黎他见识印象派后加入了他们
的 行 列 ，并 参 加 了 1879 年 、
1880年、1881年和 1886年的
四次展览。出于生计，他为时
尚杂志画了不少插图。

19世纪90年代初，赞多梅
内吉开始从事蜡笔工作，他特
别擅长这种媒介。大约在同一
时间，因艺术品经销商在美国
的推介，他的名声和财富得到
相应的提升，他也因之过上了
成功艺术家的生活。

供图·配文 玛咖

《松芝梅竹》沈庆兰 [清]
络因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