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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地上的植物长得各式各样，它们的果

子也各式各样。我写的人，也各式各样。”75
岁的秦秀英，或者称秀英奶奶，只上过一年

半小学，最近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世上的

果子，世上的人》。

20 种植物和 20 余位亲友故人，从秦秀

英不愿放手的记忆里走出来，互相交织，勾

勒出内蒙古河套平原 60 多年来的生态和

历史——这是秦秀英的儿子吕永林和儿媳

芮东莉从母亲的文章中读到的。

秦秀英自己呢？她关注的是土地里长

出来的植物，植物结的果子，关注身边在不

同时间经过的一茬儿又一茬儿的人。

秦 秀 英 出 生 于 1947 年 ，在 40 多 岁 之

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对于没有“退休金”的

农村老人来说，依靠儿女养老几乎是唯一

的方式。尽管她有一些收入，也有自己的房

子，但吕永林发现，母亲总有一种无意识的

“看儿女脸色”的状态——她想买什么不会

主 动 要 ，等 儿 女 开 口 问 才 说 ；生 病 了 就 忍

着，等儿女发现了才去医院⋯⋯

“我不愿意看到母亲从身体和心灵两

个方面都在衰老，而且因为收入和文化层

次的原因，她的衰老速度会远远超过城市

里的老人。我们子女要做的就是和时间争

夺母亲。”吕永林说。

从识字无多，到能写能画，再到能用电

脑打字、写书，这样一个艰苦而华丽的蜕变

过程，源于吕永林与芮东莉的一个“创造父

母”的尝试，更源于秦秀英骨子里那股坚韧

顽强的劲儿。

2007 年 ，秦 秀 英 第 一 次 来 上 海 ，到 已

经定居在这里的吕永林家中小住。离开了

广袤的河套平原，缩进城市高层建筑的一

个格子，她之前的所有生活经验和生活技

能都需要重启与更新。除了做家务，秦秀英

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白天，儿子儿媳都去上

班，留给她的就是一个更大的空白。

2011 年，作为国内最早的自然笔记倡

导 者 之 一 ，芮 东 莉 正 在 做 自 然 笔 记 的 创

作 。于 是 ，夫 妻 俩 就 让 在 大 城 市“ 无 所 事

事”的母亲跟着一起做——用手绘的方式

给大自然做记录。秦秀英已经几十年没有

握 过 笔 ，一 开 始 她 的 手 是 颤 抖 的 ，但 画 着

画着，写着写着，手就定住了，也许，是心

定了。

“如果大家能亲临婆婆创作的现场，目

睹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左手执笔画画，右

手执笔写字，双手开弓的架势，就更加不会

怀疑她的执着和毅力。”芮东莉说。秦秀英

是一个左撇子，在十几岁时短暂的读书生

涯中，按照老师要求，逼自己用右手写字，

并将这短时间内习得的能力记了几十年，

直到 60 多岁重新提笔。

2015 年 ，秦 秀 英 出 版 了 第 一 本 书《胡

麻的天空》，7 年后，有了这第二本。如果说

《胡麻的天空》是让每个人怀念和重新认识

母亲的书，那么《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就

是一次“开垦母亲生命的原野”。秦秀英写

人，不像专业作家那样交代前因后果，更像

是地里的庄稼、滩上的走兽，总之就是消失

了，没有结局。

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回忆，秦秀英也是，

但她的过去并不那么愉快，反反复复对儿

女絮叨苦难，吕永林听多了有些不知所措，

“一方面的确不喜欢反复听，另一方面，我

也 想 让 母 亲 的 讲 述 能 够 从 苦 难 中 超 越 出

来，找 到 一 些 美 好 的 事 情 ，将 痛 苦 或 者 覆

盖，或者修复”。

秦秀英的四妹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

人物，秦秀英每次回忆总不免悲伤。在创作

《我的四妹妹》这一篇时，吕永林和芮东莉

都很怕母亲把这种情绪带入写作，走上一

味诉苦的“老路”。于是，晚饭后，他们就让

她把白天写好的内容拿出来讨论，如何写

出四姨的温婉和美好，如何抓住造成她悲

剧命运的原因。在近一个月的反复讨论中，

秦秀英改了又改，最后定稿。

自从到了城里住，秦秀英再回老家，就

有了“采风”的意味。她会告诉儿女，这次回

去又看见了什么新鲜事物，她已经习惯以

一种新的视角来打量自己的世界和生活。

她还开始收集一些自然物，比如废弃的胡

蜂巢、漂亮的死天牛⋯⋯

《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中的大部分

作 品 是 秦 秀 英 在 老 家 完 成 的 。2019 年 秋

天，她回到内蒙古，远隔千里，“家庭写作工

作坊”的视频会议从未间断，慢慢带出了一

些本不在写作计划中的人。有一天，秦秀英

做了一个梦，梦到一群仙鹤、好多白云，还

梦到了已故多年的三妹。做完梦，她觉得应

该写一写三妹。后来，书中很多人物就是这

样“主动”出现在她笔下的。

“以前，听婆婆坐在小板凳上絮叨四姨

们的命运，我苦恼且厌烦。如今，读着她的

文字和图画，我却像上瘾一般，特别想走近

那些逝去了的美好生命，想寻回那些失散

多年的亲人，还有那些在苦难的日子里给

予婆婆温暖的好心人。”芮东莉说。

在《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中，植物并

不是主角，而是一个个小小的引子，引出秦

秀英身边那些或亡或续的人生故事。世上

的人就像世上的果子，有的能健健康康地

生长、成熟，也有的中途夭折，有的是绵软

的，有的是强悍的，有的甚至带刺有毒，给

其他人带来伤害⋯⋯

书中最可恶的人要算那个像蒺藜科植

物“霸王”一样霸道的秦锁，吃喝嫖赌都少不

了的他，简直“坏透了”。秦锁不仅伤害过秦秀

英，还伤害过村子里很多善良的人。时隔几

十年，秦秀英回忆起来还是忿忿不平，她也

没打算和他和解，写作就像一种“复仇”。

吕 永 林 说 ：“ 书 里 写 了 不 少 农 村 的 老

人，即便儿女孝顺，如果老人在晚年不能开

启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儿女和父母之间的

情感维系也会比较苍白。我很高兴母亲找

到了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找到了能够支撑

精神世界的东西。”

《胡麻的天空》出版后，秦秀英被邀请

到深圳去演讲，这对她是个极大的挑战，得

学普通话、PPT 放映、公开演讲⋯⋯去还是

放 弃 ，儿 子 儿 媳 让 她 自 己 拿 主 意 。秦 秀 英

说：“去！牛头不烂，多费两炉柴炭。”

在写作之前，秦秀英觉得自己的心“有

点小”，什么事情都窝在心里，放不开；刚开

始写的时候，想起过去的事，她会落泪；慢

慢 地 ，把 窝 在 心 里 的 往 事 写 出 来 ，就 放 开

了，“心就不那么小了”。

现在，拜访秦秀英的人比找吕永林和

芮东莉的都多，于是吕永林有了另外一个

工作，给母亲当翻译。当然，秦秀英一直在

很努力地学普通话，只是两本书出版相隔

7 年，这门社交语言又有些生疏。据说下一

本已经完成，不会等太久。

拿到上一本书的版税，虽然不多，但这

是秦秀英挣过最多的一笔钱，她从未想到自

己有朝一日能靠写字挣钱。这从天而降的成

就感，蔓延四溢。她甚至开始带“徒弟”了，带着

五妹从自然笔记的创作开始，一如她当年。

秦秀英说：“我的前半辈子命运特别不

好，干甚甚不顺，动不动就遇上坏事情，躲也

躲不开⋯⋯咋也没想到，60几岁我又重新开

始识字、学文化。如今，我又在写书了。”

生活如此粗糙和残酷，为何中华民族

还能延续至今？作家刘震云再次为秀英奶

奶 的 新 书 作 了 序 。他 说 ，从 秀 英 奶 奶 的 书

中 看 出 这 样 一 个 道 理 ：一 是 因 为 这 些 人

对 生 活 害 怕 ，二 是 因 为

他 们 身 边 有 亲 人 。因 为

害 怕 ，只 能 勇 敢 ；因 为 亲

人 ，只 能 坚 强 。因 为 害 怕

和亲人，我们才百折不挠

地生活，这是人间真正的

正道和沧桑。

只念了一年半小学，秀英奶奶把河套平原写成书

□ 杜佳冰

直 到 40 年 后 ，秘 鲁 空 难 唯 一 的 生 还

者 —— 朱 莉 安·科 普 克 ，才 终 于 愿 意 讲 述

自己的故事。

1971 年，17 岁的朱莉安和母亲乘坐的

飞机遭遇大雷雨云，从 3000 米高空坠入丛

林。朱莉安是包括她母亲在内的 92 名乘客

中唯一的幸存者，她在亚马逊雨林中徒步

11 天，最终获救。

丛林求生，听起来总是需要些许奇迹。

有媒体将亚马逊雨林称为“绿色地狱”，但

朱莉安不喜欢这种说法。对她而言，雨林从

来不是地狱。“在独自回到文明社会的漫漫

长路上，我常常感到害怕，但这种恐惧没有

一次来自雨林。”她说。

“为了保护我自己，多少年来我从不发

言，拒绝了所有采访，并躲了起来。现在是

时 候 打 破 沉 默 ，告 诉 大 家 真 相 了 。”2011
年，朱莉安写作《When I fell from the shy

（当我从空中坠落）》一书，首度讲述了她坠

机后与雨林的牵绊。近日，此书中译本《她

的空难和她》出版，中国读者才得以知晓其

中的细枝末节。

坠落雨林

那原本是一次幸福的飞行。

1971 年 12 月 24 日 早 上 ，秘 鲁 首 都 利

马的机场一片嘈杂，挤满了要在圣诞节前

赶回家的旅客。

朱莉安和母亲要赶往雨林深处，与父

亲团聚。她的父母都是生物学家，他们在德

国成长相识，随后移居南美洲，在秘鲁的雨

林 里 建 立 了 一 所 生 物 研 究 站 ——“ 潘 瓜

纳”，当时亚马逊雨林几乎还没有被研究

过。朱莉安从小和各种各样的动物一起长

大，随后又和父母搬进了这个“荒蛮之地”。

尽管她的父亲特意嘱咐不要坐秘鲁国

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这家公司已经因为空

难失去了两架飞机。但朱莉安母亲不想再

等几天后的航班，还是买了票。

朱莉安坐在靠窗的位置，母亲坐在中

间——她一向不喜欢坐飞机，尽管航程只

有 1 个小时。这位鸟类学家经常说，“这么

一只金属做成的鸟却能在空气中升起来，

太不自然了。”

起飞 20 分钟后，乘客们用过了早餐。

就在空乘开始收拾餐具的时候，飞机遭遇

了雷雨，径直飞进风暴中心。

“周围原本明亮的天空一下变得漆黑

如夜，闪电不停地从四面八方劈过来。人们

开始喊叫。提包、鲜花、包裹、玩具、外套和

其他衣物一起，像大雨一样噼里啪啦地打

在我们身上，杯子被甩到空中，喝了一半的

饮料洒在人们头上和肩膀上⋯⋯”

朱莉安突然看到右侧机翼上闪过一道耀

眼的白光，随后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她只听

见身旁的母亲平静地说：“现在全都完了。”

飞机的头部几乎是垂直向下掉落。朱莉

安能顺着过道直接看到驾驶舱，“它在我的下

面，物理规则全被打乱了。”她整个人都被飞机

低沉的咆哮填满，处在被震惊的状态中。

一瞬间，尖叫声和轰鸣声突然消失了，

座位旁边的母亲也不见了——朱莉安从飞

机里掉了出来。

安全带依然把她绑在座椅上，开始下坠。

“沙沙的风声灌满了我的耳朵⋯⋯雨林旋转

着接近我，茂密的树冠让我想起西蓝花的花

球⋯⋯”在感到害怕之前，她失去了意识。

走出雨林

一天一夜之后，朱莉安醒了过来。她躺

在地上，看到金色的光从高大树木的枝叶

中洒下，周围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是熟

悉的雨林。

她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她的眼镜

丢了，脚上的凉鞋只剩下一只，无袖连衣裙

的后背裂了一条长长的缝，锁骨似乎也断

了。但除此之外，她全身上下的骨头完好无

损，身上的皮肉伤也“简单明了”，“伤轻得

不可思议”。

后来人们推断，雷雨云中心会有强烈

的上升气流，能托住朱莉安，减缓坠落时的

冲击力。绑在她身上的座椅也起到了类似

的作用，像一个小翅膀一样，带着她转圈降

落。最后，她可能落在了由藤本植物织成的

网中，再轻柔地掉落地面。

这里几乎没有一点事故留下的痕迹，

头顶的树冠也完好无损，密实地遮挡着。朱

莉安听到了搜救飞机轰鸣的声音，但至少

得走出去，才能让他们看到自己。

眼下的雨林并不让她感到恐惧——这是

朱莉安作为两位生物学家的女儿的独特收

获：她了解雨林的法则，也认识里面的“居民”。

“人们害怕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即使对

其价值一无所知，人们也要全盘否定自己

害怕的东西。”朱莉安在书中写道，“对于从

来没有路过雨林的人来说，雨林看上去非

常危险⋯⋯动物们倏忽而过、簌簌作响、扑

扑振翅、嗡嗡哼唱，偶尔咕嘟一声，或者发

出咂咂的声音，时而尖啸、时而嚎叫，这种

情 况 往 往 比 能 看 见 动 着 的 动 物 要 可 怕 得

多。蛙类和鸟类发出的声音很不可思议，人

们如果不认识这些声音，可能会误认为是

其他动物，有时候会因此感到危险。”

这或许也是生物学家的小孩的独特之

处——朱莉安不怎么害怕大自然的造物。

她很小就知道动物的学名，会指着画册里

的猫头鹰说，“哦，一只鸮。”趁母亲不注意，

她甚至伸手穿过动物园的栅栏摸了一只黑

色的美洲豹。

在潘瓜纳生活的两年时间里，这个“雨

林女孩”和吸血蝙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

河里和凯门鳄擦肩而过。那时候屋子门口就

是雨林，穿鞋之前要先仔细甩一甩，以防里

面睡了毒蜘蛛。直到她回到城市里上学，

她的朋友们依然觉得她走路的姿势有点奇

怪——“因为在雨林里走路要把脚抬得很

高，那是为了防止被树根之类的东西绊倒。”

父母教给朱莉安的雨林生存技巧，帮助

她活了下来。她找到了一处泉眼，知道跟着细

小的水流走，就能逐渐行至开阔处，找到人类。

阳光、树木、水流、动物，都能给她一些

信号。第四天时她曾感到死亡的临近，她听

到了一种来自大型鸟类的叫声，那是国王

秃鹫，“它们只在雨林里出现了巨大的尸体

时才会出来行动。”朱莉安只能祈祷它们不

是因为自己的母亲而出现。

第五天或第六天的鸟叫，又带给她希

望，那是麝雉的声音。“这种鸟的叫声咕咕

嗒嗒的，有些呜咽，我在潘瓜纳的家里经常

听见。这种鸟只在开阔的水面附近筑巢，而

这正是我希望的，因为河边会有人居住！”

理解并尊重自然，自然便会给人出路。

“我坠落在雨林中，对此它也无可奈何。自

然不会在意我们的存在，也不会因为我们

的存在而改变。”朱莉安说。

她在雨林中蹚水时遇到过巴拉圭凯门

鳄，它 们 正 在 岸 上 打 盹 。即 使 它 们 冲 进 水

里，朱莉安也并不紧张，她知道凯门鳄不管

从哪个方向感觉到了危险，都会逃进水里，

就算它们从人身边或者脚下游过，也不会攻

击人。如果跑上岸，反而“很可能活不下来”。

当时正处在雨季，朱莉安几乎找不到

果子。“我知道雨林里的很多东西都有毒，

所以但凡不认识的东西，我都不去碰。”她

喝了很多棕色的溪水，里面摻了被泡软的

土，能带来一些饱腹感。

11 天后，在被疲惫与饥饿彻底压垮之

前，她终于遇到了人类，得以获救。

之后，人们发现她的十字韧带断裂了，

眼睛红到已经看不到眼白，“像两个血红色

的窟窿”。医生还从她的脚底拔出了一根很

长的木头碎片，但她在雨林里跋涉时从来

没有意识到这些伤——除了她手臂后方的

伤口。她曾用掰直的戒指从里面勾出了 30
只蛆，之后医生又帮她取出了 50 多只。

回到雨林

“我从飞机里坠落，却只有几道划伤，

一定是有什么理由的。”在雨林浓密的灌木

丛里过夜时，朱莉安曾被漫无边际的孤独

包围，她想过这些问题。

“我很好奇为什么偏偏是我。于是我开

始思考，等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的人生要用

来做什么。”在一个又一个雨夜里，她决定如

果活着走出去，“接下来的人生一定要做一

件有意义的事，为大自然和人类做出贡献。”

获救之后，为了免于媒体和外界的打

扰，她又回到了德国完成学业。1977 年，她

重回秘鲁，在潘瓜纳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

文，研究食腐性蝴蝶的伪装色。

当时去潘瓜纳的路依然非常难走，一

些私人航空公司会提供简陋的雨林航班，

朱莉安事后也很难相信，自己在经历过空

难之后竟然还有勇气登上那些“破破烂烂

的小飞机”。它们有时候只能容纳 20 个人，

木质的长椅中间还有人会放几头猪，行李架

上则是被绑住双腿的活鸡，有售票员在飞机

上走来走去收钱，就像乡间巴士一样。

重回雨林的路途有时也让她惊讶，“新

修的环雨林高速公路边上的大片土地都被

开垦了，文明用锯子和火焰在荒野里给自

己开辟了道路，我清楚地知道火焰夺走了

多少生命⋯⋯我们就像是不懂事的小孩，

因为不知道纸币的价值而点燃了一堆钱。”

硕士学位完成后，她继续在雨林中研

究蝙蝠的生态位，以此作为博士论文。潘瓜

纳至少有 53 种蝙蝠，整个欧洲也才只有 27
种。为了研究这种“夜间活动的小鬼”，她常

在午夜之后才走出雨林，去河里洗个澡，回

来在棕榈树叶制成的屋顶下睡觉。那时候

象牙色的月光洒满大地，天空中的银河明

亮又宽阔。

“我在那时才去思考雨林本身和它的

内 在 结 构 ⋯⋯ 人 们 第 一 次 见 到 雨 林 的 时

候，只觉得自己身边有无数的绿色植物，而

动物们完美地融入了环境里，很难被人看

到。但如果走进了这个世界，人似乎就能渐

渐拥有一种新的视觉。你会觉得像是眼前

的布被掀开了一样，突然发现自己身边有

成百上千种生物。这种满足感的的确确能

令人倾倒。”

父亲去世后，朱莉安下决心接过父母

的遗产，把潘瓜纳的研究和发展推进下去：

得到资助，收购土地，扩大研究站的面积，

进而将它建成自然保护区。如今，潘瓜纳的

面积已经从 186 公顷扩大到了 700 公顷。

朱 莉 安 也 在 德 国 慕 尼 黑 有 了 自 己 的

家。她在天台上种了满满当当的植物，但这

还是和潘瓜纳截然不同：“在这里，自然是

被人类接受的客人，人们种几棵树，在窗前

摆一些植物，养只宠物。在潘瓜纳，自然才

是主人，而我们只是访客。”

但有一次，一个工人去她家屋顶修东

西，还是被上面茂盛的植被惊到了。“他跟

管家汇报了这件事，管家体贴地告诉我丈夫：

‘我知道，你的老婆经历过坠机，需要雨林。’”

丛林求生，总是需要奇迹

从识字无多，到能写能画，再到能用电脑打字、写书，这样一个艰
苦而华丽的蜕变过程。

秀英奶奶秀英奶奶画的插图

17 岁的朱莉安和母亲乘
坐的飞机遭遇大雷雨云，从三
千米高空坠入丛林。

2022 年 11 月评委团成员
韩浩月 闫晗 张家鸿
栏目主持：沈杰群

《光明行——盲人张喜平的一天》

评委点评：
这 是 一 部 非 虚 构 长

篇作品，许海涛用作家的

细腻与准确，还原出了张

喜 平 每 天 所 感 受 到 的 世

界，那个世界的风声与鸟

鸣，都有着清晰的轨迹与

方位，那里里藏着张喜平

坚定的信仰。盲人张喜平

通过每天沿街叫卖鸡蛋，养活了一家人，也

找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以他一天的行走

路线为轨迹，这本书写出这位盲人与社会

产生的联系，写出了生活的滋味与生存的

尊严。

《李叔同传》

评委点评：
本 书 作 者 汪 兆 骞 很

早 便 接 触 到 李 叔 同 相 关

的信息，为李叔同立传作

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客观

记述了李叔同的童年、家

庭、与 父 母 亲 的 关 系、爱

情与婚姻生活等，呈现了

李 叔 同 作 为 普 通人的喜

怒哀乐。传记作者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来

对李叔同的一生进行刻画的，书中出现了大

量的典籍故事、诗词名句，借助这些内容，把

李叔同从传统走向现代，又从乱世走向宗

教，给出了一个脉络和交代，如此，或可更

为直接地去了解民国文人的精神与内心。

《朱永新谈读书》

评委点评：
阅 读 需 要 方 法 ，而 阅

读 兴 趣 的 培 养 ，则 是 方 法

当 中 的 方 法 ，如 果 没 有 兴

趣 作 为 引 导 ，所 有 的 阅 读

行为，都会失去动力与新鲜

感，本书作者作为“全民阅

读”倡导者之一，30 多年来

致力于破解个人、家庭、学校存在的读书难

题，因为本书是一本带有强烈“读书方法论”

的著作，这本书不仅拴系着一名长期教育工

作者对于阅读的深情，也洋溢着分享与推广

的热情，书中出现了大量有益于培养深度阅

读的人物、故事、著作等，这些如涓涓细流的

细节，很容易打动并感染打算进入读书世

界的人。

《一个女人的故事》

评委点评：
《一个女人的故事》是

今年诺奖得主安妮·埃尔

诺对母亲和女儿、青春和

衰老、梦想和现实的感人

叙述。在母亲死于阿尔茨

海默症后，作者开始了令

人生畏的时光倒流之旅，她试图捕捉真正

的女人，那个独立于女儿而存在的女人。她

探讨了母亲和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

的纽带，将她们分开的疏远的世界，以及我

们必须失去我们所爱之人这一无法逃避的

事实。在这部平静而有力的致敬作品中，埃

尔诺想要为她的母亲争取最大的公平：将

她描绘成她自己。

《熊猫小四》

评委点评：
《熊猫小四》是作家叶

广芩扎根秦岭生活完成的

深 情 之 作 。书 中 不 仅 有 对

秦 岭 高 山 、峡 谷 等 自 然 之

美 的 赞 美 ，更 是 通 过 对 大

熊 猫 关 爱 有 加 的 男 孩 汪

汪 、为 熊 猫 的 保 护 事 业 献

出生命的大学生小周等形象的塑造，让读

者深刻感受到秦岭人质朴、勤劳、善良、豁

达、通透的精神气质，进而体悟到“万物和

谐”的生态环保理念。

《普罗米修斯已松绑》

评委点评：
《普罗米修斯已松绑》

收录了陈希我四则中篇小

说 ，每 一 篇 读 来 都 令 人 沉

思 动 容 。与 陈 希 我 过 去 的

小 说 相 比 ，这 四 个 故 事 显

得更为锐利，充满令人晕眩的锋芒。出于强

烈的道德感和自省意识，松绑后的“普罗米

修斯”们陷在泥淖之中，进退两难，陈希我

把自己也置身其中，他的文笔具有鲜活的

当下性，把正在发生的时事元素直接拉入

文学作品当中，并未出现排斥反应，反而拥

有了让人清醒的不凡质感。作为坚持个性

写作的作家，陈希我也借助此书，体现出难

能可贵的写作精神。

《侯会给孩子讲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评委点评：
四 大 名 著 与《儒 林 外

史》是中国小说史的巅峰，

也 是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名

片 。如何让中小学生进入

经典的世界，爱上名著？首

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侯会教

授既懂经典又懂孩子，贡

献出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积累，用“导读”“速

读”“精读”三重读法领着大家走进经典，读

懂五大名著。好老师就像好导游，引导小读

者更好地欣赏文字之美，更深刻地理解作者

的文心，提升自身的美学修养及写作能力。

《长安的荔枝》

评委点评：
一 句“ 一 骑 红 尘 妃 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引发

了 人 们 的 无 限 遐 想 ，但 鲜

荔 枝 的 保 鲜 时 限 仅 有 三

天，这场 跨 越 五 千 余 里 的

传 奇 转 运 之 旅 究 竟 是 如

何 达 成 的 ，马 伯 庸 就 此 展

开 了 一 场 脑 洞 非 常 大 的 想 象 。长 安 城 的

小吏李善德，就接到了“烫手 ”的项目 ：要

在 贵 妃 诞 日 之 前 ，从 岭 南 运 来 新 鲜 荔 枝 。

为 了 家 人 ，李 善 德 决 心 放 手 一 搏 ：“ 就 算

失 败，我 也 想 知 道 ，自 己 倒 在 距 离 终 点 多

远 的 地 方 。”小 说 节 奏 感 和 画 面 感 极 强 ，

对 这 位 古代小人物的刻画，能引起今天我

们的共情。

《持微火者》

评委点评：
本 书 以 生 动 亲 切 又 锋

芒毕现的笔触，勾勒生气勃

勃的文学现场图景，为当代

作家绘制群像。书中为一群

作 家 提 供 了 个 性 化 的 观 察

与描绘，发现闪烁在沉默文

本里明亮迷人的微火，以及文字背后那些

致力于改变和完善的心灵。

《旅行中的生死课》

评委点评：
这 本 书 是 陆 晓 娅 继

《给妈妈当妈妈》后的最新

力作，她在女性视角下，深

刻 书 写 旅 行 中 的 生 命 思

考 。作 者 60 岁 才 开 始 海 外

旅 行 ，不 谈 旅 途 中 的 美 景

与美食，不谈旅行中的辛苦

与经验，从一页页的文字中跳脱出来的，是

她在旅行中那些心跳加快的时刻，是她与一

个个灵魂相遇时被激活的感受和思考。

《打开的书也是漫漫长夜》

评委点评：
这是一本读书随笔集，

也是本接近于笔记体的书，

作 者 给 42 位 世 界 著 名 作 家

进行了文字性质的“画像”，

把 自 己 的 阅 读 ，与 作 家 作

品、个人生活等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一番

叙述。这些对作家们的自传、日记、笔记等

等进行解读与分析，其实都是在尝试做一

件事情——把作家的身份还原为普通人，

通过阅读他们的成长经历，分析他们的性

格成因，寻找他们创作故事的秘密。

《千与千寻官方艺术设定集》

评委点评：
宫 崎 骏 代 表 作《千 与

千寻》的官方艺术设定集，

讲 述 电 影 背 后 的 灵 感 故

事，尽展宫崎骏的创作理

念和艺术追求，沉浸式体

验《千与千寻》的诞生。无

脸男的早期设定竟然是五

彩斑斓的美男子？汤婆婆的构思来自废弃

企划？过去的 21 年中，对于影片的讨论从未

停止，《千与千寻》有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

宫崎骏说，《千与千寻》是一个女孩在

“好人与坏人混杂的世界”中“修行、学习友

爱与奉献并运用自己的智慧生存下来”的

故事。最终她能突破难关，逃脱劫难，回到

原来的生活中，并不是因为恶被消灭了，而

是她获得了生存的能力。

中青阅读11月推荐书单 2022 年 11 月读者投票
最喜欢读的 5 本好书：

《光明行——盲人张喜平的一天》

（许海涛 著）

《李叔同传》 （汪兆骞 著）

《朱永新谈读书》 （朱永新 著）

《熊猫小四》 （叶广芩 著）

《普罗米修斯已松绑》 （陈希我 著）

中青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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