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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读者投票
最喜欢读的 5 本好书：
风吹过村庄（禄永峰/著）

望乡书（雪野/著）

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朱永新/著）

跟着唐博学历史（唐博/著）

我是夏始之（余耕/著）

2021 年 6 月评委团成员：
韩浩月、张家鸿、闫晗
栏目主持：沈杰群
评委团投票推荐的书单：

《风吹过村庄》

评委点评：
禄 永 峰 的 散 文

有自己的调子 。调子

意指文字风格、叙述

调式或语言个性，是

自 然 而 然 地 流 淌 与

展露，而非费尽心思

的特意营造 。对他而

言，矗立在黄土地上

的 村 庄 是 他 生 命 最

大的背景板 。大地是

否充满活力，要看生

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体。这些寻常得很的生

命体是否拥有强劲的体魄、敏捷的身手、发

光的眼神、热切的期盼才是对大地品质最

准确合理的判定。在黄土地上，风在吹着、

狗 在 吠 着、炊 烟 在 升 腾 着、庄 稼 人 在 忙 碌

着、年在快活地奔跑着。禄永峰写出的正是

充满希望的黄土地。

《望乡书》

评委点评：
《望 乡 书》围 绕

山 东 莱 芜 一 个 名 字

叫 西 王 善 的 村 庄 展

开，作者详细书写了

故乡的历史、童年的

记 忆 、亲 人 的 故 事 、

乡野的乐趣，也写出

了 一 个 80 后 进 入 城

市生活之后，对乡村

充满惆怅的缅怀。这

是一本文笔朴素、情感真实深厚的乡村题

材散文。在全书中，作者用开阔的视野重新

打量自己出生的村庄，让村庄的过去，在自

己的笔下，重新又“活”了一次。如同书名那

样，作者“站在远处望故乡”，非但没有显现

出与故乡在距离上的疏远，反而有一种“离

开故乡之后却拥有了故乡”的甜蜜与美妙。

《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

评委点评：
《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是教育家朱

永新先生的一本主谈阅读、兼谈教育的新

书，就“文学与教育”的关系，从读人、读书、

读世界、读未来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与

诠释。就像朱永新先生在新书中所重点提

到的观点那样，“一

个 人 的 精 神 发 育

史 ，就 是 他 的 阅 读

史”。如何引导不爱

读 书 、不 读 经 典 的

人 ，到 书 中 去 寻 找

答 案 ，只 苦 口 婆 心

地“ 劝 读 ”是 不 够

的 ，如 果 能 够 让 潜

在 的 爱 书 者 ，从 精

神、心理的层面，从成长、成熟的角度，来对

待书籍、重视经典，或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和“每朵乌云都镶有金边”一样，“每朵

乌云背后都有阳光”，都不是在陈述“乌云”

有多压抑、可怕，而是在强调“阳光”的不可

阻挡。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
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评委点评：
2018 年 4 月 ，媒

体人杨潇从湖南长沙

出发，以徒步为主，重

走了 300 多名师生组

成的“湘黔滇旅行团”

从长沙到昆明的西迁

之路。《重走：在公路、

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

南 联 大》正 是 记 录 了

杨 潇 这 段 独 特 经 历 。

不同于近年来盛行的猎奇式旅行文学，杨

潇以近乎学术规范的标准，引证了大量史

料与访谈。几乎每到一个县城，杨潇都会与

当地的史志办打交道。如果在听了西南联

大师生留下的传奇故事以后，你希望更进

一步，在思想层面接近这所“最好的大学”，

它无疑属于值得选择的作品。

《退稿图书馆》

评委点评：
基 于 真 实 历 史

背 景 ，法 国 作 家 大

卫·冯 金 诺 斯 在 自

己小说里塑造了一

座“ 退 稿 图 书 馆 ”。

远 离 文 坛 的“ 退 稿

图 书 馆 ”煞 有 介 事

地 存 在 着 ，悄 然 在

某 一 天 创 造 奇 迹 。

每个与事件相关的

角色，都在与这部“退稿”的纠缠过程中，渐

渐暴露出自己真实人生的质地。借着一个

有悬疑感的故事，大卫·冯金诺斯拷问文学

理想、爱情真义、人际关系等。值得一提的

是，这部小说里处处可见大卫·冯金诺斯对

文学创作的有趣观点，所以这部小说也可

视为“书之书”。

《回响》

评委点评：
一桩凶杀案让

女警察冉咚咚穷思

竭 虑 ，追 查 真 相 的

她同时陷入了婚姻

的 迷 局 。既 要 侦 破

案 件 又 要 侦 破 感

情 ，两 条 线 上 的 心

理 较 量 同 时 展 开 。

在案件与情感的复

杂 缠 绕 中 ，作 者 揭

开一个个人物的身份、人格、心理，直抵人

性最真实幽深处⋯⋯作者对每个人物的心

理都进行深挖，有评论家把该作称之为“心

理现实主义”小说。

《极 简 算 术 史 ：关 于 数 学
思维的迷人故事》

评委点评：
算 术 是 大 多 数

人 接 触 数 学 的 第 一

步，可学习算术就要

刷题，数学学习给人

的感觉非常枯燥。其

实数学很美，保持好

奇心和探索欲望，并

建 立 起 逻 辑 与 数 学

思维，才是学数学的

要 义 。数 学 家 保 罗·

洛 克 哈 特 以 风 趣 幽

默的故事讲述了数与计数的起源和发展。

这些内容不曾出现在课堂里，是我们数学

基础中缺少的重要部分。什么是数字？它们

是如何产生的？数字 1、2、3 的背后又代表

着什么？真正理解数与算术，才是造就数学

大厦的根基。

《世间以深为海》

评委点评：
沈 念 说 ：“ 对

那些光亮的鲜艳我

总是健忘，而一些

悲伤的面孔常常搅

得我的现实生活充

满 不 安 或 流 连 。”

人们常惯性地牢记

愉 悦 ， 忘 却 悲 伤 ，

尤其是回忆往事时

常趋向快乐与幸福。沈念却不然。悲伤与

痛苦在给作家带来震撼、感动、思考的同

时，让他们更加敏感、细腻、惊觉。作家

关于悲伤与痛苦的书写，是文学史上一道

意味深长的景观。沈念在其中画出了独具

个性的一笔。

《零公里处》

评委点评：
《 零 公 里 处 》

是 80 后 先 锋 导 演 、

作家唐棣的新长篇

小说，讲述的是一

个人青年时期向着

“ 零 公 里 处 ” 发 起

了十三段旅程，是

一部极具野心的多

文本叙事作品，也

是 作 者 “ 北 方 档

案”三部曲创作计

划中的第一部。《零公里处》 中的十三个

小说故事，既是彼此关联的短篇故事，也

可被看作是一部组合式的长篇小说。十三

段“旅程”组合、拼贴，交织成一个叙事

圆环，与“零公里”暗合，是一部蕴含了

作者丰富思想内涵的“神游记”。《零公里

处》 以 繁 复 变 幻 的 叙 事 ， 融 合 小 说 、 戏

剧、图像以及潜藏的镜头语言等多种文本

表达，是一部可听可读、可观可感的“多

声部”作品。

《跟着唐博学历史》

评委点评：
本 书 体 系 完

整，结构清晰，从

浩繁史料中提取一

个个精彩历史小切

面 ， 循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三 重 线

索，形成具有纵深

感 的 历 史 论 述 格

局，梳理数千年中

国古代史脉络。作

者不仅讲解生动透

彻，且提供了鲜有

史料，让读者能够从另一种角度建构起更

新颖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中青阅读6月推荐书单
中青书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说起余耕，最著名的头衔是超级网剧

《我是余欢水》的原著小说作者。而在他最

新出版的中篇小说集《我是夏始之》中，他

的自我介绍也和余欢水一般“人间真实”：

打过篮球，没进过省队国家队；做过警察，

没破过大案要案；开过攀岩俱乐部，没攀岩

之前有恐高症，不攀岩后更加恐高；干过银

行，进银行前对数字不敏感，进入银行后对

数字越发混乱；最喜欢的工作是做记者，因

为它看上去不像份工作，不打卡不坐班，不

用夸女同事瘦了，也不用拍主编马屁，一切

拿稿子说话。

年近不惑时，迷惘的余耕想写份遗嘱，

写着写着成了《德行》，这是他的第一部小

说。就这样，他也在虚构的世界里“活”了下

来，陆续给读者带来了余欢水、夏始之、余

未来、金枝、玉叶⋯⋯偶尔，余耕也回到现

实世界吹吹牛，自诩是打篮球里小说写得

最好的，但不巧有一天遇到了冯骥才先生。

中青报·中青网：《我是夏始之》中收录
的《末日降临》，是《如果没有明天》的前身，

《如果没有明天》是《我是余欢水》的原著小
说，对于这三者，你各有什么评价？

余耕：《末日降临》是一部黑色幽默的

中篇小说，我是一口气写下来的，当年被选

评为《小说月报·原创版》的年度精品小说。

三四年后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我觉得《末

日降临》还有拓展空间，就把它扩写成了一

个小长篇《如果没有明天》。两个小说几乎

一脉相承，风格也没有变化，但是我觉得扩

写后的《如果没有明天》更过瘾，因为余欢

水的反弹力度更大。网剧《我是余欢水》则

是另一种艺术呈现形式，编剧在忠于原作

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复线，使得这部剧更加

丰满，属于比较成功的改编。

中青报·中青网：余欢水、余未来、夏始
之⋯⋯小说中的人物名字都比较有意思，
是怎么起的？为什么让余欢水跟自己姓？

余耕：我开始写作的时候，都是很随机

胡乱地取个名字，有时候懒得想，就会先拉

一个朋友的名字临时用，当然这个朋友的

性格肯定与我要塑造的人物性格相似。在

接下来的写作中，我会与我笔下的人物熟

稔，没准哪一天便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跳进我的脑海，这个名字便会替代我朋友

的名字。

例如余欢水的名字，最早就是我一个

性格很窝囊的哥们儿的名字。故事写到一

半的时候，余欢水得知自己罹患绝症，孟郊

的“谁言鱼水欢”这句诗就突然冒了出来，

于是，我把朋友的名字改成“于水欢”。写到

后来，尤其是被绑架在山洞里的时候，余欢

水要把自己的豁达劲儿带出来，让我联想

到王勃的“处涸辙以犹欢”，于是，又把“于

水欢 ”改成“于欢水 ”。写到小说末尾的时

候，我会不自觉地对人物产生感情，于是干

脆把姓也改了，改成与我笔名相同的余。

栾冰然，倒过来读就是网络用语“然并

卵”；《我是夏始之》里的夏始之，则是“夏时制”

的谐音梗，因为夏始之被孤儿院收养那天正

好是中国实行夏时制的第一天，目的也是要

告诉读者，夏始之这个故事的起始时间。

余未来是我比较喜欢的人物，他的身

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我在小说里的闲

笔处，说余未来的堂哥是余欢水，为了说明

余未来一家的生存境遇，连余欢水这样的

人都瞧不上他们。既然是堂兄弟，那余未来

自然也要姓余了。

中青报·中青网：你笔下的故事充满了
“人间真实”：老公出轨、孩子走失、城市拾
荒⋯⋯你在现实中会主动去接触这类人群
吗？

余耕：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十

字路口，聚集了一大批民工，他们都是打散

工的。每天早晨，这些民工早早聚集在这里

等待雇主。我散步的时候，经常会揣摩这些

民工内心的感受。我们每天早晨走出家门

去公司上班，至少有一个目的地，但这些民

工每天走出家门，根本不知道今天能不能

找到工作⋯⋯而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

多这样的人，这就是真实的人间。

我有时候也会停下来跟他们聊天，他

们有的是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到陌生的城

市讨生活的。有一个老赵，我问起他的老婆

是不是还在洗衣店打工，旁边有人起哄说

他老婆跟人跑了。老赵脸上露出憨憨的笑，

浑不在意地回怼起哄的人，说天下女人多

得是，他还调侃说自己身体好，没准哪天会

把起哄的人的老婆拐跑了⋯⋯

随着雇主的到来，这些人开始分散于这

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人生还在继续，

他们的内心也绝非是脸上憨憨的笑容那般

简单。他们都可能走进我的小说，我小说里

的原型就是这些为了生存奔波的芸芸众生。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中的故事略显残
酷，你希望读者读完后会有什么感触？

余耕：一直以来，我都怀疑那些只会赞

美的作家的动机。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揭

示社会阴暗面、揭示人性之恶，引发读者思

考和警醒。我希望读者在对现实的针砭中

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这才是现实题材小说

的价值所在。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作者，你喜欢悲
剧的结尾还是喜剧的结尾？作为读者呢？

余耕：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我都不

介意小说的结尾是悲剧还是喜剧。悲剧喜

剧要看小说架构的需要，不能一概而论。我

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越是厚重，它

承载悲剧的能力也就越强大。相反，见不得

文学的眼泪和悲剧的“巨婴”心态，既不利

于文学的成长，也不利于文化的进步。

中青报·中青网：你说要把此生不敢干
的事情都在小说里干一遍，有哪些事？

余耕：多少年来一直想去攀登珠峰，年

轻 时 候 苦 于 经 济 压 力 ，一 直 没 有 去 成 。后

来，与几位登山家交流，得知我这种爱出汗

的体质根本不适合攀登雪山，因为我会被

自己出的汗冰死。随着年龄渐大，攀登珠峰

这件事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于是，我在小说

《金枝玉叶》中让冯南燕攀上了珠峰，而最

终他就是被自己的汗水冰死了。

再例如，我在北京居住了 20 年，收藏

了 3000 多 张 黑 胶 唱 片 。因 为 这 些 黑 胶 唱

片，我曾经延缓了两年回青岛，因为我不知

道如何运输这些娇贵的唱片。那两年我甚

至动过卖掉黑胶唱片的“邪念”，可是终究

没有舍得。最后我用了几大捆海绵，整理打

包了 30 多个箱子，雇了一辆厢式货车才把

它们运回青岛。而在小说《我是余未来》中，

余未来把他辛辛苦苦收藏的 3000 多张黑

胶唱片舍掉了，他觉得放下牵绊，才能成就

自由。

中青报·中青网：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没写进小说？

余耕：我还有很多在意并得意的事情

没有写进小说，例如我热爱的篮球，我将来

肯定会有一部关于篮球的小说。目前最想

写、最想做的是参与到历史中去，当然不是

穿越小说，而是通过小说重新研判历史走

向的可能性；我还有一个创作新武侠小说

的梦想，希望尽快实现。

中 青 报·中 青 网 ：你平常喜欢看什么
书？最佩服的作家是谁？

余耕：我读的书比较杂，这些年来读的

书 大 都 是 为 写 作 服 务 的 工 具 书 。 例 如 写

《古鼎》 时，读了很多关于青铜器和甲骨

文研究方面的书。我最近在读安吉拉·卡

特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书。我佩服的

作家有很多，马尔克斯、大仲马、欧·亨

利、曹雪芹，等等。

中青报·中青网：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余耕：我的业余爱好挺多，篮球、打牌、

收藏黑胶唱片和烟斗⋯⋯篮球是贯穿我前

半生最重要的爱好，我的通讯录里至少有

四分之一的朋友是通过打篮球认识的。打

牌是我现在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大都是陪

我母亲和舅舅他们一帮老头老太太打。

中青报·中青网：做过这么多职业，
你说最喜欢的工作是记者。如果你是记
者，来采访《我是余欢水》原著作者，你
想问他一个什么问题？

余耕：我觉得余欢水的故事应该继续

下去，你会不会写余欢水的续篇？

中青报·中青网：那会吗？
余耕：不会。

《我是余欢水》之后《我是夏始之》

余耕：我的小说是写为生存奔波的芸芸众生
□ 冯 玥

神舟十二号太空飞船升空，三位宇

航员入住中国自主建设的空间站，引发

国人惊喜赞叹。再之前，祝融号登陆火

星，人类奔赴星辰的旅程，多了中国人

追赶的步伐。

摊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屏幕，心潮

澎湃看运载火箭蓝色的火焰升腾而起，

作 为 一 个 曾 把 天 文 学 当 作 少 年 梦 想 的

人，如今残余的对宇宙群星的向往，也

像叶公好龙一般，还会购买诸如 《物理

学 之 美》《星 空 的 琴 弦 ： 天 文 学 史 话》

一类的书，被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

烧 脑 ， 以 及 视 卡 尔 · 萨 根 为 永 远 的 男

神，去各种地方买齐了他所有被翻译成

中文的书籍。

2020 年 ， NASA 利 用 最 新 的 技

术 ， 重 新 精 修 了 旅 行 者 号 探 测 器 在

1990 年拍摄于 64 亿公里之外的那张著

名的“暗淡蓝点”。

当然，地球，依然只是一颗略显清

晰和鲜明的微弱光点。

“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

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曾经存

在过的每一个人，都在上面度过他们的

一生。我们的欢乐与痛苦，数以千计自

以为是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

所有的猎人与强盗、英雄与懦夫、文明

的缔造者与毁灭者、国王与农夫、年轻

的 情 侣 、 母 亲 与 父 亲 、 满 怀 希 望 的 孩

子 、 发 明 家 和 探 险 家 、 德 高 望 重 的 教

师 、 腐 败 的 政 客 、 超 级 明 星 、 最 高 领

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圣人与罪犯，

都 在 这 里 —— 一 粒 悬 浮 在 阳 光 中 的 微

尘 ......”
这段文字，无论读过多少遍，都仍

然像星光一样，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作为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长期

担任康奈尔大学行星研究中心主任，在

美国太空探测领域深有影响。但让他被

誉为“展演科学的艺术家”、在全世界

广为人知的，却是他的数十部科普

作 品 ： 获 普 利 策 奖 的 《伊 甸 园 的 飞

龙》，电视系列片及同名图书 《宇宙》，

阐释科学和理性思维的 《魔鬼出没的世

界》 等。

发 射 于 1977 年 的 两 架 “ 旅 行 者 ”

号 ， 是 人 类 用 力 甩 向 宇 宙 的 “ 漂 流

瓶 ”。 它 们 沿 轨 道 每 天 飞 驰 160 万 千

米 ， 要 过 大 约 两 万 年 才 能 穿 过 奥 尔 特

云，在那之后，才终于要向太阳作漫长

的告别，驶向星际空间的汪洋大海。萨

根在 《暗淡蓝点》 中写道：“那时它们

的无线电发射机早已失效，在漫长的岁

月中它们将在宁静、寒冷而又漆黑的星

际空间漫游，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会侵蚀

它们。一旦飞出太阳系，它们在 10 亿

年或更长的时期内会保持完整无损，继

续在银河系中的流浪。”

常常觉得卡尔·萨根就是我的心灵

鸡汤，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之下，

人类如蜉蝣般的生命啊，还有什么想不

开的？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面对这样

的尺度，要怎样才能免于堕入虚无？

“旅行者”号上携带了一张镀金的

铜质密纹唱片，里面容纳了描绘地球和

人类文明的 118 幅照片，近 90 分钟世界

各 地 的 音 乐 ，55 种 人 类 语 言 的 问 候 和

风雨海浪婴儿啼哭等“地球之声”。

《星际唱片：致外星生命的地球档

案》 里，提及了这个唱片项目的几位主

要负责人，说服官僚机构，努力超越文

化偏见和意识形态争斗，做这件颇有争

议的事。“这张唱片被外星生命接收的

几率微乎其微，然而设计和制作这张唱

片，给了我们机会观察审视自己的星球

和人类的文明，想象人类如何作为一个

整体与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沟通。”

书 中 写 道 ： 任 何 有 缘 遇 上 “ 旅 行

者”的外星生命，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件

精心制造的物品，同时也会意识到，发

射者认定它不可能返回故乡。这一行为

告诉对方⋯⋯我们内心有伟大的志向去

发现未知，探索自身消亡之后的未来。

20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 新 几 内 亚 高

地一个几乎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土著民

族，不知道手表、汽水和冷冻食品，却

知道人类已经在月球上行走过，知道阿

姆斯特朗的名字。一个在内蒙古草原插

队的中国知青，几十年后，还记得当时

看 到 《参 考 消 息》 上 登 月 照 片 时 的 激

动。神舟飞船的一次次升空，也必然在

无数小朋友心里点燃遨游太空的火种。

发现了熵增大原理的物理学家玻尔

兹曼说：“物理学家并不会因为懂得了

彩虹形成的原因是光的散射定律，就失

去 了 对 蔚 蓝 色 天 空 和 紫 色 落 日 的 感

动。”在他看来，群芳斗艳中花卉精致

的美，昆虫世界极为丰富多彩的类型，

人类和动物器官的精巧构造，对于所有

这些的说明，构成了力学的领域。

无论钟表还是行星，相似的数学原

理都能完美运用。能探测到来自遥远类

星体的光，因为电磁定律在 100 亿光年

之外和在地球上一样有效，能辨认出它

们的光谱只是因为类星体和地球存在相

同的元素，二者都遵从同样的量子力学

定律。

如 萨 根 所 说 ： 我 们 DNA 里 的 氮 ，

牙齿里的钙，血液里的铁，苹果馅饼中

的碳，都是在崩塌的星体内部形成的，

“每个人都是恒星物质”。也许，只有当

人类真正能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问题时，才能最终明了这粒微尘的存在

意义。

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一次讲座上，萨

根感慨：我们生活在这颗行星上，某种意

义而言也是被困在这里。一代又一代，人

类不断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累积知识，在

缓慢而痛苦的探索中逐渐对周围世界形成

了可靠的预见性量化理解，这是多么勇敢

而艰难的历程啊！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调

动人类在进化史上磨练出来的所有智能。

拥 有 对 宇 宙 星 辰 可 认 知 可 验 证 的 信

心，就是科学送给人类最贵重的礼物。科

学告诉了我们关于人类、生命、星球和宇

宙起源这些最深刻的问题。然而这条路从

来都遍布荆棘，现在微生物学和气象学能

说明的问题，几世纪前却被认为是将妇女

烧死的充足理由。

即使在信息传播速度已同步光速的今

天，科学与伪科学、迷信以及反科学的角

力，也依然随处可见。不信？随便搜几条

“水猴子”视频，看看国际新闻里反疫苗

人士的言论，各种自媒体猎巫叫魂般的狂

欢 ⋯⋯ 萨 根 几 十 年 前 在 《魔 鬼 出 没 的 世

界》 和 《布罗卡的脑》 里所论及的问题，

“非理性的海妖的歌声更加悦耳迷人”“游

走在科学边缘的有知与无知”等，不仅完

全没有过时，甚至和烧死女巫的年代仍隐

约勾连。

中 国 的 暗 物 质 探 测 卫 星 “ 悟 空 ” 在

2015 年 升 空 时 ， 我 对 着 上 小 学 的 女 儿 遐

想：“宝贝，你将来去研究这个吧。咱们

当 不 了 悟 空 ， 当 八 戒 也 可 以 啊 。” 女 儿

问：“那要去哪儿取经啊？”

可惜，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从西汉墓室里出土的观星师描绘的彗

星图样，到天宫空间站里直播的宇航员生

活，从开普勒、伽利略、哥白尼到牛顿、

爱因斯坦，最卓越的大脑一边放纵着浪漫

浩渺的好奇和想象，一边遵循着严密的观

察和实证，从学会用火，到探测 100 亿亿

分之一米大小尺度、接收 100 亿光年之外

的类星体发出的电磁波。人类有幸，总有

一些成员能开拓引领文明提升，让人看到

这个物种的智与美所能到达的边界，令芸

芸众生在高山仰止的同时，又生出些与有

荣焉的虚荣和傲娇。

毕竟，当你为孩子初二年级的数学题

挠头时，想到已经有人在研究土卫六泰坦

星上的大气情况了，就不由得对人类未来

多一份安心吧。

在
﹃
暗淡蓝点

﹄

探索智与美的边界
我怀疑那些只会赞美

的作家的动机。希望读者
在 对 现 实 针 砭 中 看 到 光
明、看到希望，这才是现
实题材小说的价值所在。

常常觉得卡尔·萨根就是我的心灵鸡汤，在这样的时
间和空间尺度之下，人类如蜉蝣般的生命啊，还有什么想
不开的？事情的另一面是，面对这样的尺度，要怎样才能
免于堕入虚无？

余 耕

作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