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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阅读

作家阿来给年轻人建议：

读书不需规劝 玄幻多看无益

■新书速递

《5G 时代》
� � � �《5G 时代》指出，第七次信息革命是智能互联网，
5G 是第七次信息革命的基础。 本书对 5G 的三大场
景、六大特点、核心技术、全球格局等做了清晰的介
绍，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 5G”。 本书还对 5G 赋能传
统产业做了深入阐释， 为读者勾勒了交通、 医疗、工
业、农业等因 5G 而将产生的深刻变革。 最后，对于后
5G 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进行了大
胆的设想。

《反本能生存学》
� � � �《反本能生存学》一书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
院长李·戈德曼博士，从基因进化的角度，指出我们可
以结合利用现代科学，以持续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 书
中将现代人的身心健康困局置于人类进化的大时代背
景之下， 阐释了那些曾经帮助人类生存下来的特性本
能是如何从好事变成坏事的， 并针对现代人的困境列
举出了所有我们可能的应对方法， 以期为现代人保持
健康提供一份自救指南。

� � � �阿来 41 岁就获得茅盾文学
奖， 是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
主。 他身材不算高大，说起话来
慢条斯理，言谈举止都十分接地
气，他笑言：“作家也是生活在泥
土地上的，不是生活在天上的。”

新作反思如何面对死亡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汶
川大地震时，阿来正在成都的家
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突
然，他感到房屋一阵阵摇晃。 他
赶紧带着孩子往楼下跑，结果发
现周围的邻居也都惊慌地聚集
在楼下躲避地震。虽然没有亲人
在地震中伤亡，但灾后他也没闲
着。他开着越野车到灾区参与救
灾，写作也因为地震中断了 8 个
月。

2018 年，汶川大地震 10 周
年。 成都各地都拉响警笛声默
哀，这些警笛声又一次打断了他
的写作。 听到了这个警报声，他
突然泪流满面，10 年来深埋心
底的片段像电影镜头一样浮现
在眼前。“我被一种强烈的情感
冲击着，我刚打开电脑，就停不
下来。 ”

阿来说， 对于书的格局，他
甚至不需要搭框架，在自己的想
象空间中，主人公只要按照他的
逻辑和情感活动即可，自己的角
色是跟随他、记录他。 从 5 月到
10 月， 他写完了这个 30 万字
的故事。 直到封笔的那一刻，他
才感到，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
到了一些抚慰。

在他看来，如果用一句话来
点评自己的新书，那就是用颂歌
的方式书写了死亡，同时歌颂了
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让
大家思考： 我们该如何面对死
亡？ 阿来说，我们过去面对死亡
都是悲伤，“但悲伤有什么意义
呢？ 所以，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讨
论的是死亡对活着的人有什么
意义。 在《云中记》中，死亡激活
了一个人，把一个平常人变成英
雄”。

“写书之前不要老想着大卖”

今年， 距离阿来的成名作
《尘埃落定》 发表已经整整 21
年。 直到现在，阿来还十分怀念
20 年前那种闭门“爬格子”的日
子。

阿来说，20 年前的文学创
作更纯粹，而现在的作家写作时

可能是商业的考虑比较多。
但他始终告诫自己，要安静地

写作，不要考虑它会不会大卖。“尽
管我的作品得了茅奖、鲁奖，但我
每次写作肯定不是冲着得奖去的，
否则，写作也太没意思了。 如果没
有情感的迸发，就算在房间关几个
月，也写不出一个字来。 ”他说，自
己写作时不会赶进度，基本上每天
只写作两三个小时， 大概三四千
字，然后就开始阅读，每天阅读的
时间达 3 个小时以上。

阿来说，相比 20 年前，现在的
年轻作家有了更多展示自己才华
的舞台和机会。“只要你有才华，怀
才不遇这种情况在今天是很少出
现的。 ”

候机时间都拿来写作

说起读书，阿来似乎有说不完
的话。 他说，读书其实是个人行为，
对于任何人，读书就应该是一件非
常有乐趣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来苦
口婆心地规劝，“过去我们劝人做
善事， 现在就连读书都要人劝，你
说这算什么事？ ”

阿来说，他并不担心网络的碎
片化阅读。 如今在网上既可以看碎
片化内容， 也可以看系统化的内
容。 阿来说，自己经常出差，就通过
手机读大部头著作，比如《二十四
史》，这些史书有很多卷，要天天随
身带，不太现实，但在手机上读就
很方便，就像随身带了很多座图书
馆。“不读书的人总是会找到理由，
那跟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而是人
自己的问题。 我在飞机上、火车上
都在读书，有时飞机晚点，我就拿
来读书，甚至我的一些作品都是在
候机室写成的。 ”

但对于当前不少年轻人热衷
于在网上阅读玄幻、穿越、盗墓之

“另类” 题材的作品， 阿来表示担
忧。 他说，文学让人关注现实，增长
介入社会的能力和洞察能力。 如果
年轻人老是读那些玄幻、 穿越、盗
墓等类型的作品，很可能就是因为
缺少面对社会、生活的勇气，这是
一种逃避的方式。“其实有些年轻
人就是爱做白日梦，生活当中的自
己可能很渺小，穿越一下到了宋朝
就变成公主了，其实这就是一种逃
避。 ”阿来说，短期来说，做做梦并
没什么坏处，但是长期来看，就会
有逃避压力的问题。“我希望他们
的这种时期早一点结束。 ”阿来建
议。

据新华悦读

� � � � 《尘埃落定 》在 2000
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之 后 ， 作 家 阿 来 又 于
2018 年凭中篇小说 《蘑
菇圈 》 拿下第七届鲁迅
文学奖 ，在中国文坛 ，这
样的 “双冠王 ” 并不多
见 。 日前 ， 阿来携新作
《云中记 》为读者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创作心得分
享会 ， 揭秘了自己的日
常写作生活。 “我每天只
写两三个小时 ， 不超过
4000 字 ， 每天读书 3 小
时以上。 ”阿来也给年轻
人提出读书建议 ：玄幻 、
穿越 、 盗墓之类的书要
少看，多看无益。

晒书会上“晒”国宝

� � � �日前，由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
办，孔子博物馆、山东省
古籍保护中心承办，央视
网、（全国）教育书画协会
少年分会协办的“中华传
统晒书大会”在山东曲阜
启动。

为免典籍霉变生虫，
中国自古就发明了晒书、
曝书方法。 据载，汉代习
俗在农历七月初七要翻
晒藏书，早在北魏贾思勰
的农业专著《齐民要术》
中就描述了晒书场景。北
宋时期， 宫廷内府的藏
书、书画也要在七月七曝
晒，官宦书香之家都以一
睹宝藏为快，宋代诗人陆
游就曾在《林亭书事》里
写道“约束蛮童收药富 ,
催呼稚子晒书忙”。 元明
清以来，藏书家们则以七
月七为核心，赏书、拜书、
祭书、传书，形成了我国
独特而醇厚的书籍文化。

“古时候比较讲究的
地方是要用竹签把书摊
开一页一页地晒，这些都
体现了我们自古爱书、惜
书的文化。首届中华传统
晒书大会是把古人晒书
的传统和现代网络流行
语结合起来，用分享的方
式，晒国宝、晒经典、晒记
忆、晒传统。”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

在孔子博物馆时习
阁的晒书大会现场，多种
档案、古籍、拓片等孔府
珍贵文物藏品与读者见
面。 有代表优渥恩例《历

代衍圣公及其族人领受朝
廷赏赉档册》， 有记载孔庙
祭祀的《乾隆三十六年驾幸
阙里档册》， 有反映宗族管
理的《孔氏祖训箴言》，还有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清康熙二十八年《幸鲁盛
典四十卷》， 以及在碑帖普
查编目培训过程中发现的
《乾隆御定石经》 初拓本和
《圣门礼志》等古籍。现场还
特别晒出了孔尚任的《桃花
扇》。

全国多地图书馆馆长和
多位专家还争相晒出了国
宝。 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晒
出《永乐大典》明嘉靖写本，
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刘显世晒
出《万卷菁华》宋刻本，福建
省图书馆馆长郑智明晒出
《瀛涯胜览》 明淡生堂抄本，
浙江省图书馆馆长褚树青晒
出文渊阁《四库全书》清乾隆
内府写本 ，湖南省图书馆馆
长贺美华晒出《说文解字》的
宋刻元修本， 吉林省图书馆
馆长赵瑞军晒出《昭明文选》
宋赣州州学刻本， 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晒
出《[嘉靖]广东通志》明嘉靖
刻本， 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
杜希林晒出了《聊斋志异》清
蒲松龄手稿本， 北京大学教
授张帆特别晒出了《资治通
鉴》 南宋绍兴二至三年两浙
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等
等。

晒书大会上，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还发布了《中国古
籍珍本丛刊·孔子博物馆
卷》、孔子博物馆藏《乾隆御
定石经-孝经》和《圣门礼乐
志》。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