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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文学批评范畴的时代之书
这是李敬泽的首度演讲结集，关于文学关于人，《空山横》起

于声音，它是说出来、讲出来的。自古只有无声的文章，而演讲，
是赋予文章以声音。《空山横》是16篇有声的文章。15次真实
的演讲+1次想象的演讲，关于曹雪芹、鲁迅、杜甫、汪曾祺，也关
于跑步、雨燕、鹅掌楸、超级AI，小到日常之物，大到天上星图，
一切都与文学有关、与人有关。

荐书人说>>>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这是一本时代之书。它包含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话题，

比如AI、“作者究竟是活着还是死去了”“作者与述者”，还有我
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基本的生活方式，比如跑步。

李敬泽先生把这些东西做了非常有趣的关联。通过这种关
联，我们能够看到，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思想者（不仅仅
是文学批评家）。这本书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是思想的痕
迹、思想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有血有肉
的、永远在跟这个世界和他者进行对话的不知道疲倦的人。有
了这本书，你基本上能够把整个中国当下最有原创性的、最先锋
的，关于人、关于文学的各种思考囊括其中。

艺术之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
《惊鸿》是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奖得主，同时入选收

获小说榜·长篇小说榜前两名。作者范迁被金宇澄称为“画家出
身的小说家”。小说讲述了1940年代末，青年画家范国粹与几
位好友秉持对艺术的一腔热情，相携去欧洲闯荡的故事。以爱
情故事开始，以对生命的沉思结尾。关于危险和贫穷，艺术的严
肃和乐观。从东西方文明交融的长江三角洲，到巴黎楼顶间的
简陋画室，及至古高棉王国石岩上的神秘微笑。时代地壳板块
大漂移、大重组下的世界图景，如一幅丰美壮阔的画卷，徐徐展
现在面前。

荐书人说>>>

陈冲（著名演员、编剧、导演）
我花了三个晚上读完《惊鸿》，掩卷之际，我好像看到范迁跌

跌撞撞地走过了一条所有艺术家的心路历程，其中光明与黑暗
同存，喜悦和悲伤交缠。从事艺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其中之艰
辛与失落，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范迁曾经说起：他老是反复
地做一个同样的梦，要去巴黎了，但到临上飞机之时，机票却无
论如何找不到了；又或者是记错了时间，飞机在一个小时之前已
经起飞了……巴黎一直在地平线上，不知道范迁写完了《惊鸿》
之后，还会继续做那个去巴黎而错过了飞机的梦吗？

一种大彻大悟顶天立地的哲学
“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我把

故乡藏在身后》与《许多草胡乱长着》《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听
万物的灵说话》一起，构成了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2025年最
新推出的四卷本经典散文集。本书中，他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
关于故乡的故事，那些黄沙梁的风土人情，那些与土地血肉相连
的情感，都在他的文字里活了过来。他将故乡新疆的风土人情
勾画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写出了与那片土地血肉相连的情感。

荐书人说>>>

蒋子丹（著名作家、庄重文文学奖得主）
在刘亮程看来，“家乡是属于土地文化，每个人都有一个土

地上的名字，有一条路可以到达一个确定的家乡。但是故乡属
于精神和来世，当我们走完此生，最后迎候我们的就是故乡。”在
刘亮程笔下，身边小事皆可入文，村中动静皆可成诗，散文中透
出的那种从容优雅的自信，是多少现代人已经久违了、陌生了、
熬长了黑夜搔短了白头也找不回的才华。这当然是一种哲学，
是发现的哲学，是悲怀和乐世的哲学，是生命体大彻大悟顶天立
地的哲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之书
从口口相传的故事，到文字书写，再到人工智能，《智人之

上》透过大历史的长镜头，讲述信息网络如何塑造了我们和我们
的世界，邀请我们思考信息与真相、神话与官僚制度、智慧与权
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不同的社会结构在试图构建信息网络
时面临的关键困境。如果我们拓宽视野，看看人类的信息网络
在过去几千年如何发展，我们也许可以更了解今日与未来发生
的事情。

荐书人说>>>

施展（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能源转型与信息密度的飞跃。赫

拉利在《智人之上》中深刻剖析了这一点，他不仅仅是在讲述一
个技术发展的故事，更是在揭示一个关于人类如何不断突破自
我限制、追求更高智慧层次的壮丽史诗。尤为重要的是，赫拉利
并未止步于技术的表面，他深入探讨了信息网络背后所承载的
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乃至文化价值的变迁。这本书不仅是一部
关于技术史的著作，更是一本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在人工智能时
代中找到自身定位、实现价值的智慧之书。

满足你对太阳系的全部想象
本书的主编丹尼尔·贝内特是位资深编辑，也是一名获得国

际大奖的新闻工作者。《太阳系终极探索指南》提供了对太阳系
的全面探索，从太阳系的诞生、行星的形成，到太阳系内各个天
体的详细描述，展示了人类为实现对宇宙空间的革命性发现和
认识所做的最新努力，包括现役的探测器和它们正在执行的任
务，不仅涵盖了关于太阳系的科学知识，还书写了人类探索太阳
系的历史和未来展望。

荐书人说>>>

张正严（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从宇宙诞生的第一缕光芒到太阳系终局的终极猜想，从

太阳风暴的狂暴之舞到火星登陆的壮丽图景，这部科普力作
以恢宏的篇章，为人类编织了一张探索太阳系的“知识网
络”。作为一部“时空穿越指南”，它既能带你亲历宇宙大爆炸
的震撼，也能畅想小行星采矿的未来；既能解码太阳风的磁场
密码，亦可窥见木星红斑的狂暴之美。书中不仅追溯天体诞
生的奥秘，更直击前沿探测任务：水星采矿的科幻场景、金星
浓雾下的未解谜团、土星环的昙花假说……每一处细节都凝
结着科学家与探测器跨越光年的智慧结晶。无论是想知道

“人类为何登月”的孩子，还是痴迷太空的科幻迷，这本书都能
满足对太阳系的全部想象。愿每个仰望星空者都能在此找到
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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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50位文学巨匠的创作密室
对作家来说，拥有一个私人的、安静的、舒适的空间，对他们的写作

尤为重要。不同的作家在写作中也会有不同的习惯和仪式，有人需要喝
大量咖啡，有人喜欢在书桌上放一盒削好的铅笔，甚至有人需要从一头
温顺的奶牛身上寻找灵感……他们在《有故事的房间》里，用自己的方式
环游世界。本书作者亚历克斯·约翰逊，穿越几个世纪、跨越几个大洲、
汇集不同流派，探索了50位伟大作家的写作习惯，带我们进入他们的写
作中心——从阁楼和书房，到台球厅和浴缸，去深入了解他们创作著名
作品时的独特空间、习惯和仪式。

荐书人说>>>

连果（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编辑）
本书以精美的插图和充满细节的讲述，为读者推开50位文学巨匠

的创作密室——这里有普鲁斯特追忆人生的沉寂卧室，有杰克·伦敦
记录灵感的门廊，更有伍尔夫位于后花园中的那间“只属于自己”的小
屋。这场跨越时空的文学巡礼，不仅揭示了著名作家惊人的咖啡消耗
量与神秘的书写仪式，更呈现了一段段创作与空间的隐秘对话：阁楼
的逼仄如何让灵感爆发？浴缸的氤氲水汽怎样使诗意流淌？这部融
合人文考据与文学趣味的佳作，像是一场纸上的建筑漫游，又像一场
关于文学的深夜长谈。翻开精美的书页，你将跟随作者的笔尖流连于
一个个创作空间，最后你会发现：每一个创作空间里发生的故事都让
经典愈发浪漫，每一部经典背后的创作空间都隐藏着缪斯与作者签订
的灵魂契约。

微观史视角研究“乡土中国”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讲述了发生于19世纪徽州一个普通乡民的生

活世界的故事。作者在细致解读这个主人公及其家人留下的长达40年
的日常行事记录的基础上，以其生命历程为经，生活世界为纬，全面再现
了这个世界的不同面向——从农田耕作到商品贩卖，从饮食、穿着到关
系、人情，从时空感知到读写实践，从仪式展演到政治体验——及其变动
趋势。本书力图有机结合整体史分析、微观史诠释及民族志方法，近距
离观察国际贸易、王朝制度、区域社会及个人决策等不同因素在塑造乡
民生活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深入探讨大变革时代一个普通民众的历史际
遇及19世纪中国乡村的变与不变。

荐书人说>>>

宋志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
以“排日账”这样的民间文献史料展现19世纪中国农民的生活，这

是本书作为微观史研究的典范意义所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
授在史料的发现过程中，展现了敏锐的观察力，在整理史料过程中，展现
了出众的文献分析能力。本书采用了“个体层次的整体史”的写作方法，
立足于整体性的历史框架，呈现了中国乡民的日常与中国大变革时代，
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肌理。阅读本书能够打破人们对明清农
民的刻板和笼统印象，为理解“乡土中国”提供了新的维度和新的视角。

让曾经的哀伤被重新言说
在一个避谈生死的社会，失去至亲的痛苦，是否真的像旁人想象的

那样可以“过去”？被一次次重复的“节哀顺变”，是安慰、劝诫，还是伤害
与冷漠？面对竭力规避谈论死亡的文化情境，《与哀伤共处》是香港中文
大学博士李昀鋆历经13个月的田野调查，与44位年轻丧亲者进行了近
百次深度访谈，并以叙事分析作为核心方法，深度整合了他们的哀伤叙
事，重构了年轻失亲者的真实叙述。

荐书人说>>>

袁长庚（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
丧亲之痛，“丧”是失去，更是一种持续日久的空缺；“痛”是提示，提

示我们必须与空缺共同生存。丧亲之痛与其说是因死亡而带来的情绪
状态，不如说是一场漫长且无定的人生修行的起点。丧亲之人，甚至在
死亡还未完全发生的时候就被迫要开启这场修行。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对丧亲之人的安慰、理解、支持，常常有一个时间限度，一旦超越时限，丧
亲者的故事和感受就被封印，几乎不再有被言说的可能。感谢李均鋆博
士的这本书，超越了哀伤理论的传统视角，没有将丧亲经验视为纯粹个
人的、内在的心理反应，而是将甚少被过往研究关注的社会情境整合融
入分析框架，通过对“哀伤经验、追寻意义、身份改变”这三个关键主题的
诠释，让曾经的一切有了被再度言说的可能。

从传统文化理解自然与人文
《人间百草》是一部文学经典和药学典籍诠释性作品，描述劳动人民

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自然知识、技术知识、历史地理知识和人生智慧。
本文以《本草纲目》中大量草药名称、结合神农尝百草，从《尔雅》《诗经》
《黄帝内经》中的文史哲和训诂学的角度，描绘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景
及人们对生老病死、饮食、社会认识和生命体悟，辅以大量人文科普知
识，笔法诗意活泼。

荐书人说>>>

王涛锴（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作家、画家、诗人、媒体人的丰富经历，让本书作者田炳信先生对

自然与人文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本书不仅对《本草纲目》等古代
药学典籍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现代诠释，也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
来的智慧结晶进行了一次深情回望。作者以诗意盎然的语言，将古老
的草药历史娓娓道来，并且不仅仅讲花草，更将花草与人生联系起来，
生发出无尽的哲思，让读者在认识花草中体味人生百态，遍尝人间冷
暖。本书还有助于帮助读者了解自然，认知世界，书中蕴含的思想方
法和人文观念，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来源于根植东方的深刻
的文化自信。

中国第一位“太后”的人生
《秦宣太后传》为著名历史学家王子今撰写的宣太后传记。传主宣

太后生于楚国，后成为秦惠文王之妾，秦昭襄王之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被称为“太后”的人。作者以宣太后的生平为线，从诸侯争强、战国并
起的历史局势入手，勾勒了其由楚入秦、主掌秦政、失势隐退、晚年去世
的人生轨迹。结构设置精巧，传述逻辑严谨，写作特色鲜明，是一部扎实
有料的历史人物传记。

荐书人说>>>

赵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
作为秦汉史权威学者，王子今教授研究历史是从学习考古起步

的，这给他的学术风格打上了鲜明印记。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具
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带有考古学的视野、考古学
的方法、对考古资料的诠释与运用。他为宣太后而作的这本传记也有
这个特点。前些年的一些影视剧让更多公众对宣太后建立起认识，但
历史上这位传奇女子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一生？王子今教授以严谨的
学术性结合简洁明了的可读性，对有关宣太后其人的奇闻逸事、彼时
彼世的历史风俗做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同时敏锐地捕捉人物与历史、
地理空间的关系，使读者透事见人，由人观史。书中所展现的秦史景
观错落有致，可见作者对秦史的整体把握功力与思考深度，是一部富
有创见的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