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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义诊关爱长者、科普课堂点亮孩

子梦想、非遗文创弘扬传统文化、艺术墙

绘扮靓乡村美丽容颜……自临沂大学“百

万大学生进社区”行动“青春志愿·点亮沂

蒙心愿单”启动以来，社区群众“点单”，学

生精准“配送”，临大青年学子与沂蒙人民

开启了千万场双向奔赴的故事……

通过“沂蒙心愿单”小程序，临沂

大学常态化开展百万大学生进社区志愿

实践活动，学生们“平时”走进学校周

边社区，“项目化”走进青春社区、特

色社区，寒暑期“返家乡”“三下乡”

走进沂蒙社区、乡村，形成“校地结

对-社区点单-学校派单-学院接单-配

送好评”，点亮“沂蒙心愿单”的一条

龙服务流程，精准对接老区人民需求，

为社区发展注入青春新动能。

经不完全统计，自 2023年 4月以来，

临沂大学 27 个学院（校区）与临沂市 12
个县区结对共建，走进 200余个社区，开

展活动 400 余场次，参与志愿服务人数

20426人，覆盖社区群众超过 10万人次。

“沂蒙心愿单”把服务送
到街头巷尾

如何顺畅地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

口”，温暖到“心坎上”？这期间需要大

量的沟通、对接工作。

“前期，我们走访调研，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工作方案、相关政策、服务

标准，组织评估和正向激励工作。同

时大力整合‘政、校、企、社’资源，

设计开发了‘沂蒙心愿单’小程序，以

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学校团委书记表

示。

学校协调各方资源支持，统筹做

好各县区与学校结对工作。通过“心

愿单”小程序，将社区“点单”、学校

“ 派 单 ”、 学 院 “ 接 单 ”、 学 生 “ 配

送”、社区“好评”等环节纳入线上闭

环管理，不断完善县区、学院、社区

“1+2+N”工作机制，在确保一个县区

至少有两个学院服务的基础上，以

“三步走”的形式，分时间、分距离、

分类别链接多元化社会实践项目到社

区群众。

学校团委根据各学院实际和社区需

求制定“心愿需求菜单”，全程做好沟

通对接、志愿服务。各学院发挥专业优

势，与结对县区对接需求，“接单”后

细化工作方案，做好动员培训、志愿者

管理，1 个社区至少配备 1 支实践服务

队，每支队伍配备 1 名带队指导老师、

1 名 优 秀 团 员 兼 任 镇 （街）、 社 区

（村） 团组织副书记，确保落实服务人

次和服务质量。

“沂蒙心愿单”高效的运行制度、

“政、校、企、社”资源的互联互通让

百万大学生进社区活动百花齐放，让美

丽的“志愿红”绽放在沂蒙的街头巷

尾、田间地头。

点亮“沂蒙心愿单”收获
点赞小红花

“实”秉承了沂蒙人民的朴实民

风，体现了临沂大学的办学实际，更展

示了“沂蒙心愿单”的贴心暖心。

2023 年 6 月，团临沂市蒙阴县委

通过“心愿单”小程序发布点单心

愿，希望在“六姐妹”故乡烟庄，结

合红色文化，用艺术赋能村容特色。

美术学院团委接到任务后带领师生志

愿者团队对烟庄村进行三次考察调

研。从确定“弘扬沂蒙精神 推进乡村

振兴”主题文化墙，到测量统计所绘

墙面数量与尺寸，再到设计出 20 余幅

墙绘图稿，志愿者团队用了 11 天时

间，完成了 10 幅 150 余平方儿童革命

题材红色墙绘。

“作为临沂人，我们对家乡充满自

豪，也很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希望能在自

己的专业领域发挥优势，为家乡发展贡

献青春力量。”当“沂蒙心愿单”发布后，

传媒学院邵同学在个人微博上写道。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商务日渐进

入人们的视野，直播带货走入人们的生

活。2023年暑期，传媒学院“青春赋能乡

村产业振兴”实践团来到临沂市河东区

汤和镇海棠园开展助农兴农活动，实践

团成员详细了解海棠的品种、产量、特

色等相关知识，精心拍摄制作宣传视

频，熟练利用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

热心为农民推销农产品——红玉海棠，

用新媒体打开新的销售方法，拓宽海棠

的销售渠道，主动担任起带货主播的主

角，利用专业所学助力乡村振兴。

“用大学生们的新鲜办法，及时抓住

了花期销售，不仅销量大价钱好，还签订

了很多固定客户，真的很感谢他们！”海

棠种植大户张大叔每每说起，脸上是掩

不住的喜悦。

点亮“沂蒙心愿单”后，学生们

收到了社区群众在小程序上送的朵朵点

赞小红花。一朵、两朵、百朵千朵……

不断增多的小红花汇聚成了耀眼的“沂

蒙红”。

“沂蒙心愿单”实践育人
筑梦亦圆梦

“社区服务为我提供了一扇接触社会

的窗户和锻炼的机会，虽然每个人的能力

有限，但汇聚在一起就是强大的力量”，

法学院 2019级学生李同学这样说。

步入大学校园之初，李同学就经常思

考如何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大学期

间，他经常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服务

时长累计 1000 余小时。作为志愿宣讲团

负责人，他多次带队开展普法宣讲、社区

服务与支教助学等多元化志愿服务项目，

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运用到志愿服务中

去，以实践感受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也为他以后的驻村工作夯实了基础。他

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走进临沂市

社会福利中心，看到那些虽然失去了父母

的呵护，却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的孩子们，他的心隐隐地痛。当活动结束

时，一个小男孩忽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拉住了他的手，怯怯地轻声问：“哥哥，

你什么时间再来看我们？”简短的话语、

依依不舍的眼神，让他陷入了沉思，让他

明白了志愿服务的意义，就是给社会上需

要帮助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力量，也让他从

志愿服务中汲取了无尽的养分，收获了宝

贵的成长。2023年 6月，毕业时节，他立

志到更加艰苦的地方去服务社会，服务基

层。最终，通过层层选拔，他如愿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青春奋斗正当时，不负韶华不负己，

大学生作为一股先锋力量，奋斗在最前线，

扎根在最基层，青春才更加靓丽！”李同学

这样说。自西部计划项目实施以来，学校共

派出 826名志愿者服务新疆、西藏、甘肃、贵

州等西部边远地区。不只在西部，在更多的

地方，在临沂国际马拉松比赛、创建“三优”

文明城市建设、每届RCEP区域（山东）进口

商品博览会以及省市级体育运动和文艺活

动的台前幕后，都有临大青年志愿者的热

情参与，他们用真情奉献、细致服务，为沂

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着青春力量。

学校以“青春志愿·点亮沂蒙心愿

单”百万大学生进社区志愿服务为依托，

通过打造一批大学生社区实践典型项目、

培育一批大学生社区实践特色品牌、共建

一批大学生社区实践服务阵地、形成一套

高校大学生社区实践结对工作机制，积极

探索构建校地合作的实践育人新模式。

2023 年，学校 5个先进集体、1个示范项

目、9名先进个人获省级“百万大学生进

社区”社会实践项目表彰。

用我的青春 点亮你的心愿
——临沂大学“百万大学生进社区”行动展示

（信息来源：临沂大学） ·广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擅长旅行的人会撰写攻略，热爱读书的人

能推荐书单。还有人，能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

让你在文学里完成一趟轰轰烈烈的环球旅行。

2020年春夏，当所有旅行都被取消的节点，

哈佛大学比较文学讲席教授、世界文学研究所所

长大卫·丹穆若什教授，决定以 80本书的形式开

启“纸上航行”。80本书，是 80堂文学课，从新锐

的当代作品到永恒的经典作品，从冷酷的犯罪小

说到天马行空的奇幻作品，都被他纳入独一无二

的私人“旅行书单”——《八十本书环游地球》。

丹穆若什模仿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中

的福格船长，但不同的是，他的起点变成了自家

书房，交通工具则是一本本书籍。每天凭借一本

书带来的灵感，这位文学“船长”带领读者从伦

敦出发，途经巴黎、开罗、耶路撒冷、加尔各答、

京都、上海……直到再回到伦敦。

从伍尔夫、狄更斯、但丁到卡尔维诺、沃

莱·索因卡，再到吴承恩、鲁迅、张爱玲、莫言、

北岛、三岛由纪夫、马尔克斯和奥尔加·托卡尔

丘克……读者随他一起探访世界各地，与经典

和现代文学对话，触碰当地风土人情。

爱读书的人，分分钟能开启一场“纸上壮

游”。地球上那个地理坐标，也因为文学而被赋

予了新的生机。

用文学重建生活的秩序：每天
用一本书到达一个地方

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

帕慕克曾评价：“丹穆若什教授是世界上读书最

多的那个人。”

大卫·丹穆若什是哈佛大学厄内斯特·伯恩

鲍姆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主任，哈佛

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曾在全球 50个国家

讲学。他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方面著述颇丰，

代表作包括《什么是世界文学？》《被埋没的书

籍》《比较多种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等，编有《朗文世界文学选集》（六卷本）。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里，一座城市能对应

一群作家、一部作品，随便翻开一页都能让你

“打卡”得眼花缭乱。

伦敦的关键语是“发明一座城市”，想象一

下在那座城市街道闲逛时，弗吉尼亚·伍尔芙、

查尔斯·狄更斯、阿瑟·柯南·道尔这些作家走过

你身边；到了巴黎，你就来到了“作家的乐园”，

是时候重温一下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或者

杜拉斯的《情人》；纽约是“移民的大都市”；来到

中国的城市，从上海到北京，丹穆若什书写的是

吴承恩、鲁迅、张爱玲、莫言、北岛。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中文版译者，同时也

是作者学生的宋明炜提到：“丹教授有一个最基本

的信念：透过文字让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

丹穆若什尝试用文学重建生活的秩序：每天

用一本书到达一个地方，每周“旅行”5天，16周完成

一次“环球航行”。于是，自由的文学突破了隔离与

屏障，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打开了窗、架起了桥。

“丹教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契机，能够

重新认识文学的意义。我们总是觉得文学没用

了，觉得它很虚，也不能创造 GDP——但就在

那个时候，你突然发现越是虚的恰恰越是最自

由的，能够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复旦大学教授严

锋认为，文学是我们在危机时刻的避难所，文学能

把内在和外在打通，让人和人重建一种联系。

从文学出发又超越文学，打破
虚实的“次元壁”

写到伦敦，写到《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丹穆

若什说，世上难得有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么成功的

文学人物，不仅在文艺作品中不断重获新生，在伦

敦当地甚至“获得实形”。

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青少年的一项调查中，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相信福尔摩斯是真实人物。即

使确切说这个人并未存在过，但很有趣的是，大

家可以访问他位于贝克街 221B 的客厅——那个

地方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入口上方牌子

还注明了这位著名“住客”的身份。

“受过夏洛克训练的游客会敏锐地注意到，日

期并不是他不存在的生卒年，而是那些故事发生

的年代。”

文学作品的“虚”，与现实世界的“实”，巧妙地

缠绕在一起。这何尝不是文学的魅力？

严锋说，他现在特别喜欢这种“次元壁打破的

瞬间”，虚和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假作真时真亦

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种旅行从文学出发，又超越了文学。“贝克

街 221B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东西，完全虚构的门

牌号。但它通过文学读者，最后获得了一个形体，

真的成为一个门牌号。”

严锋指出，《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的文本本身

是关于旅行的，读者能从中看到很多时空维度的

穿越，“从最虚最无形的文字，一直到更具有实体

性的行动、旅行、合作、互动和参与”。

“这种虚实结合、虚实融合，虚实当中你生

我、我生你，很有今天文化的特点，但是文学当

中很早就有。丹教授不但把这个文本的意义揭示

给我们，而且用他的行动来向我们展示文学的虚

实相间、虚实相生的力量。”严锋感慨，他现在越

来越感觉到，“虚”不是假，在文学艺术当中，虚

拟中包含很多非常真实的，或者即将变成真实和

现实的东西。

在旅行中成长，重启我们时代
的“文学壮游”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不仅为全世界的读者建

立了文学上的联系，也为译者建立了难得的联系

纽带。

2020年，当丹穆若什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纸

上环球航行之际，宋明炜萌生了一个主意：为这个

周游计划做一条中文版的并行轨道。

宋明炜着手组建起中文版翻译团队，陆续组

织了 18 位译者，将丹穆若什的文章同步翻译过

来。在持续 16 周的翻译工作中，译者们也得以从

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进入自由的文学空间。

宋明炜很早就知道丹教授是《魔戒》的骨灰级

粉丝，所以他们把自己这支中文翻译团队，命名为

“护书使者团”。

“我们大家在翻译的过程中，无比快乐，我们

有一个群，大家在群里，每天讨论这些翻译，每天

像过节似的。讨论过程也会产生很多快乐，包括翻

译上，我们会为一个词去争论。”

宋明炜认为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例如

作者写他的姑母已经九十几岁了还想再去世界旅

行——既写专业事，又写琐碎家常。“这既是一本

文学书，也是文学和生活联结在一起的产物。这是

一个实践：文学可以成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即便是

哈佛大学的教授，看起来写的都是学术性的东西，

里面也透露出许多的生机。”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在中国的“文学首航”发

布会，主题为“重启我们时代的文学壮游”。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书译者之一康

凌说，“壮游”在现代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词——“它讲的是青年人怎么成长的故事，

青年人必须通过在世界当中的旅行克服各种困

难，把克服困难的过程融化在自己生命当中，慢

慢成为完整的人。”

在康凌看来，读者要记得的是：这样的旅行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高卧在床头翻书或只是在

图书馆看书而已。“借用福柯的一句话，这当中体

现的是不屈不挠的博学。”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

尾：丹穆若什写了“第八十一本书”。

他很幽默地说，就像“凡尔纳不满足于把他的

主人公仅仅送去环球旅行，还把他们送去月球，送

到海底两万里以下”。所以，无论选择何种方向开

始旅行，我们永远无法止步于第八十本书，这是一

场没有尽头的旅行。

带上80部经典，我们开启一场“环球旅行”

□ 曹 林

读书不是什么热闹的事，而是孤独的，安静

的，独处的，深度沉浸在一本书所构建的思想世

界里。一个专注的读书人看上去好像很安静，心

无旁骛，但内在的对话感官却异常活跃和热烈，

每个思维触角都保持着敏锐火热的对话状态：

用自己的生活跟作者对话，拿这个作者跟另一

个作者对话，跟历史传统对话，跟当下热点对

话，把自己一分为二，跟自己过去的某种偏见对

话。读书的快乐，思想的愉悦，一本书在读后能

够沉淀下来的，就在这个活跃的对话过程中。

一个读书人，他外在的对话感官可能是笨

拙的，远离社交的热闹，在人群中会觉得很孤

独，不喜欢搭讪和交流，但内心的对话感官却非

常发达，打开一本书，世界就是他的了。沉思状

态中，人能从自身“出离”，形成一种“自失状

态”，将自己沉浸于那个对象世界之中。

真正的读书，需要这种充分将内在对话感

官调动起来，不断保持对话的碰撞式读书，思想

不是某个教条式的结论，而正是在对话中所碰

撞出来的。比如读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由

于他们的行动与结果之间有着很长的链条，人

们的道德意识就会模糊从而导致道德盲视。由

此，很容易就想到了当下煽动网暴的那些网民，

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每个网

民都这么认为，网上与网下、行动与结果间隔着很

长的链条，于是就形成了那种对网暴的道德盲视。

“链条”这个词，汉娜·阿伦特也提到过，她说：当罪

恶的链条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那么每个

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读书时保持对话的心智，活化为自己的思

想，写作时才能将读过的书信手拈来。所有深沉

的阅读，都得有自己的生活体验、感悟、思考做

底色。经过对话的碰撞，死知识才能变成自由调

用的“活思想”。

哲学家陈嘉映谈到读书时说，读书这件事，从

来不只是为了吸收信息，读书把我们领进作者的

心智世界，我们通过阅读与作者交谈，培育自己的

心智，而不只是搜寻信息。读书是在对话中训练自

己的心智，而不是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的“跑马

场”。鲁迅是这样说的，倘只看书，便成了书橱，自

己的脑子被别人的马践踏个遍，就没有自己了。

读书应避免单一信息的刺激，只知其一，等于

无知，那叫“无知的确定性”，思想之为思想，在于

总有某种“不同”形成激荡，在碰撞中获得新知。书

里说的是过去的事，那么跟当下的热点形成对话；

书里讲的是西方的语境，那么跟中国的现实形成对

话；书里提供的是一种社会学视角，那么用传播学视

角与之对话；书中对某种现象持批判态度，那么能不

能用一种相反的态度与之对话。

对话体现了一种“主动的思考”，读书应该是

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把作品当成某种思考的对

象，而不是全盘接收。作者写书创作内容，是一个

生产的过程，而读书不是对“内容生产”的“消费”，

而是一种再生产，在对比、参照、批判、质疑、印证、

归类、概括等对话式阅读中进行再生产。

有了这个再生产过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作者的思考才能融汇为自己的思想，写作时的引

用，不是从“读书记忆库”中搜寻信息，而是在自己

的心智系统中调用知识，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大学

者的“好记性”，靠的当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读书

时的某种对话碰撞形成的知识标记，已经将内容

深深地刻在脑子里。

新闻学大师方汉奇的好记性就是这么形成

的，方先生读书时喜欢做卡片，这些读书卡片有什

么用呢？有一次方先生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谈到这

些卡片，帮他的记忆形成了一张立体的网，他说：

一个新的材料掉进去，立刻就被这张网锁住，成为

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你的这张网大且厚，自然

产生的联想和提示就会让你接受新信息相对容

易；反之，你的网又薄又小，基础不够厚重，那记忆

就比较困难。方先生强调：所谓天才超群的记忆

力，秘密不过如此。

碰撞式读书：把你的对话感官调动起来

□ 叶一格

近年来，儿童文学作家以令人惊喜的创作成果

加入主题出版的浪潮中，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其

中最富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之一。儿童文学以善为美

的本质与生态文明的宏阔主题在彭学军的作品《大

鸟》中形成了和谐的交汇点。这是一个关于治愈与

选择的故事，也是一个诗意盎然的寓言，呈现出扎

实绵密的生活质感与积极丰沛的童年力量。“飞时

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白鹤之美，自古以

来便是鄱阳湖畔最动人的一道风景，年年岁岁都如

期归来的白鹤，在书中被演绎为极度浪漫的文学意

象，亦是寄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承诺。

《大鸟》是作者用心送给孩子们的礼物，行文

流畅，情真意切，通过周蔷种藕护鸟一波三折的经

历以及内心理想的实现过程，引发关于人与自然

关系的深刻思考，让关于个体生命成长的故事拥

有了更开阔的格局，更具有时代意义和奋斗价值。

主线人物身上的成长性非常清晰，周蔷、蒿子

和那些孩子们都各自拥有自己完整的成长逻辑，

正如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所强调主人公的变数

与动态特征，相比起常态化的固定的典型性格，这

种变化性正是人物重要的魅力所在，也成为故事的

有机组成部分。《大鸟》里关于成长主题表达层次是

多重的。其一，透过对弱者的善意，完成童年周蔷与

成年周蔷的对话。那个曾因自己的能力过于渺小没

能帮助小羊而耿耿于怀的女孩，长大后投身于白鹤

救助，实际上也是自我内心的治愈过程。其二，以蒿

子为代表的那些孩子们与童年周蔷也形成对照

组，是平行时空中更有行动力、更勇敢，也是更加

幸运的周蔷，被精神之光点亮的火种，渐成燎原之

势。成年周蔷的坚持、执着、无私、奉献，像自由而温

暖的风，吹散阴霾，帮助和她一样的孩子们慢慢坚

定作为守护者的信念，这种勇气足以支撑他们抵御

过去和未来的风霜雨雪，奔赴更辽阔的世界。

强调儿童独立性的儿童本位论，在五四时期对

于颠覆陈旧观念、推进现代儿童观的形成起到至关

重要的影响，在尊重儿童作为独立主体而存在的同时，也加强了儿

童与成人主体之间的区分。任何文学理论都有其时代性，在当下

新经验的表达中，童年与成年之间也绝不是能被简单的二元理

论所定义，或是理解为某种概念化的分离关系。《大鸟》践行了儿童

本位的去概念化，把周蔷设定为其中的灵魂人物，对待自然生灵与

生俱来的善良是其最重要的人物底色。作者将周蔷的成长聚焦到

了最本质的个体存在立场，不流于说教，而是帮助童年周蔷和成年

周蔷实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完成了一个少女的成长与自愈。

由于年龄限制导致的狭隘终会被时间所消解，尤其是当她被更广

阔的天地和更崇高的理想所震撼之后，那个一开始只会跟在男朋友

背后拍照，并不完美，会逃避、自我怀疑的女孩，逐渐拥有了为理想坚

守的勇气，成长为孩子们和村民心中的主心骨，带领大家共同守护那

些可爱的小生命，只要信念在心，就无惧短暂的挫折与困境。

作者在谋篇布局上也颇具心思，开篇以孩子的视角来看一

个在藕田边落泪的女人，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与悬念，此时的周

蔷身上更多的是配角属性，但后续的书写中，作者很好地完成了

情绪递进，依据叙述的需要跳跃到以周蔷为主体的情节线上。故

事主体重心的牵拉也促使了叙事策略的灵活转变，并非依赖叙

述人称的生硬转化，而是通过氛围构建、背景引入等多样化的

叙事策略以及极强的共情能力，带领读者真正进入这个世界，

找到投射情感的重心所在。文中多次出现年轻人和大鸟的故事，

是某种关于未来的寓言，一个结尾深情美好，一个血肉淋漓，两种

不同的选择，预示着人类面对自然生态和其他生命的态度，如果

我们爱护、尊重且敬畏自然，便能和谐共生，但若一味利益至上，

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竭泽而渔，最后只能一无所有。《大鸟》用

实际选择为我们作了一个示范，故事结尾处被高高举起的羽毛，是

约定、认同，预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好的故事里，人物会长出血肉，和文字外那些跳动的鲜活心

脏相连，会和读者经历的人生，走过的道路产生某种神奇的互动。

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永远是儿童文学的起点，理想高度与审美张

力缺一不可，《大鸟》在极为明朗的底色上，轻盈书写了少年们成

长的疼痛与收获的甘甜，抒情内核与宏大主题交相辉映。在作者

精心构建、美若童话的世界里，万物都充满努力生长的热情，蕴含

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冰蓝色天空下极其浪漫的鹤舞，托起一片

落英缤纷的想象天地，让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被赋予了阅读层

面的美感，那些为之努力的人们，与其说是牺牲，不如说是选择的

必然，让孩子们更加相信人间本就应该填满这些闪亮、温柔又坚

定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生态儿童文学无限光明的创作前景。

（叶一格，鲁迅文学院教研部青年教师、助理研究员，中国人
民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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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故事里，人物会长出血肉。

80本书，是 80堂文学课，从
新锐的当代作品到永恒的经典
作品，从冷酷的犯罪小说到天马
行空的奇幻作品，都被他纳入独
一无二的私人“旅行书单”。

阅读观
读书的快乐，思想的愉悦，一

本书在读后能够沉淀下来的，就在
这个活跃的对话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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