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2020年畅销书排行榜（前10）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外文出版社
2.《中国制度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20》

学习出版社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学习出版社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用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
5.《朝花夕拾》 人民教育出版社
6.《骆驼祥子》 人民教育出版社
7.《西游记（上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8.《海底两万里》 人民教育出版社
9.《红星照耀中国》 人民教育出版社
10.《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庆图书馆2020年图书借阅排行榜（前10）

1.《三体》 重庆出版社
2.《解忧杂货店》 南海出版公司
3.《追风筝的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4.《看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6.《活着》 作家出版社
7.《摆渡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8.《围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
9.《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中信出版集团
10.《挪威的森林》 上海译文出版社

重庆大学图书馆图书借阅排行榜（前10）

1.《平凡的世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百年孤独》 南海出版公司
3.《娱乐至死》 中信出版社
4.《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中信出版集团
5.《白夜行》 南海出版公司
6.《深度学习》 人民邮电出版社
7.《霍乱时期的爱情》 南海出版公司
8.《非暴力沟通》 华夏出版社
9.《上帝掷骰子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0.《如何阅读一本书》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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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11■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近日，重庆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
馆、重庆新华书店集团相继发布了
2020年图书借阅排行榜、2020年畅
销书排行榜。

榜单囊括了去年重庆图书馆、重
庆大学图书馆借阅量排名前20的图
书，以及重庆新华书店集团销量前20
名的图书，涵盖人文社科、文学历史、
少儿等多个门类。

那么，2020年重庆市民的阅读呈
现出哪些特点？重庆日报记者结合这
三份榜单进行了采访。

特点一
影视剧助推图书借阅

“冠军终于不再是《解忧杂货店》
了。”1月3日，在看到重庆图书馆发布
的年度借阅榜单后，家住沙坪坝的读
者刘青感叹道。

他的话无疑道出了该榜单最大的
变化，即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著的
《三体》取代前几年一直占据榜首的
《解忧杂货店》，成为2020年重庆市民
最爱借阅的图书，《解忧杂货店》则下
降到第二位。伊朗作家胡塞尼所著的
《追风筝的人》排在第三位。

与重庆图书馆相比，重庆大学图
书馆榜单前三名分别被《平凡的世界》
《百年孤独》《娱乐至死》占据。值得一
提的是，《平凡的世界》一书同样进入
了重庆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前十，受到
不少市民追捧。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推出的排行榜
显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中国制度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
面202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时政类图书
成为市民最爱购买的书籍。

“《三体》《平凡的世界》能够成功
登顶，除了因为其本身过硬的质量，也
离不开影视作品的助推。”重庆图书馆
馆长任竞说，其中《三体》体现得特别
明显，去年6月，《三体》电视剧的开
拍，让该书的借阅量有明显增长，随着
《三体》电视剧今年登陆各大网络平
台，将进一步提升该书的热度，吸引更
多市民前来借阅。

在任竞看来，《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中国制度面对面——理

论热点面对面2020》《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为
代表的时政类图书受到市民追捧，说
明市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更加关
注，渴望通过阅读此类图书了解国家
发展蓝图，让个人的发展诉求更加契
合国家和时代的需要。

特点二
文学历史类书籍成主流

“三份榜单的最大特点是文学历
史类图书的回归。”重庆书城经理朱建
安告诉记者。

正如他所言，榜单上，文学历史类
书籍占据了半壁江山。例如，重庆图
书馆的借阅榜单中，除了《解忧杂货
店》《看见》等部分畅销书外，《活着》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围城》《人类简
史：从动物到上帝》等文学历史类书籍
也跻身前十；在重庆大学图书馆发布
的榜单上，也不乏《霍乱时期的爱情》
《海边的卡夫卡》等经典文学图书的身
影；在重庆新华书店发布的销售榜单
上，除了上文提到的时政类图书外，包
括《红星照耀中国》《傅雷家书》等文学
历史类图书也榜上有名。

“《围城》《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
帝》等为代表的文学历史类图书受市民
追捧的背后，从一侧面反映出市民不再
只是青睐以猎奇玄幻为主的网络小说，
而是更有目的性地阅读一些名家经典，
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任竞说。

经典图书持续强势发力以外，《上
帝掷骰子吗？》《昆虫记》《拖延心理学》
等科普类图书的上榜同样是一大亮
点。其中《上帝掷骰子吗？》一书更是

排到了重庆大学图书馆借阅榜前十，
体现出大学生们对它的青睐。

特点三
荐书活动见成效

“‘百本好书送你读’系列活动推
荐的图书真不错。”4日下午，在重庆
书城购买了《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
帝》后，市民王欣表示。

作为一本2017年出版的人文社
科类书籍，《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在去年也受到市民青睐，成功跻身重
庆图书馆和重庆大学图书馆借阅排行
榜前十。

值得一提的是，当记者询问市民
为何要购买此书时，不少读者表示，

“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的推介是他们
购买此书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除了《人类简史：从动物
到上帝》外，包括《傅雷家书》《上帝掷
骰子吗？》《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
多本入选“百本好书送你读”推荐书单
的图书同样出现在这三份榜单上。

“这些图书跻身榜单的背后，体现
出‘百本好书送你读’系列活动对市民
阅读的推动作用。”任竞表示，近年来，
为进一步推进书香重庆建设，我市先
后举办了不少全民阅读活动，其中，

“百本好书送你读”邀请专家为市民推
荐好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民选
书难的问题。

“活动不仅帮市民解决了选书难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拉近了他们与经
典名著的距离，让他们对经典名著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进而促使他们想要
拿起书本来阅读。”任竞说。

年度图书榜单出炉

重庆市民爱读什么书

□本报记者 兰世秋

近日，重庆作家宋尾创作的长篇小说
《相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4万字的《相遇》是宋尾的第二部长
篇小说，讲述了三个毫无关系的男人，因为
一桩案件被紧紧牵连在了一起，在这个过
程中，他们自救、施救，执着地拥抱那份人
世中的微光。

宋尾写《相遇》的初衷是什么？目前他
的两部长篇均被贴上了“悬疑”的标签，对
此，他怎么看？书中，有大量关于重庆市井
生活、人文风貌的描述，重庆这座城市对他
的创作又有何影响？1月4日，重庆日报记
者专访了宋尾。

书名来自威尔士诗坛泰斗的诗歌

宋尾原籍湖北天门，在重庆已生活了
18个年头，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
集《到世界里去》《奇妙故事集》，长篇小说
《完美的七天》，曾获重庆文学奖、巴蜀青年
文学奖。

2018年，首部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
刊行后，宋尾开始构思第二部长篇。因为
反响不错，有人建议他续写《完美的七天》，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我还是想尝试和拓

展更多的可能性。”宋尾表示。
宋尾生于1970年代，2016年辞职专

事写作时已年过四十，这样的年龄让他对
生活中潜藏的各种危机也更为敏感，他一
直想写一部关于中年危机的小说。“可是，
如果只是常规地写，‘咬’着一个人物来推
进，也不是我想要的。”

后来他发现，中年危机在各个年龄段
都普遍存在。于是他有了初步的构思，写
三个人，分别为：60后、70后、80后。但如
何将这三个人串联起来？这让他抓了很长
时间脑壳。

几年前，宋尾曾短暂涉足过影视编剧，
当时他依据一起国外骗保案写了一个短剧
本。一天，他偶然翻到了这个短剧本，心头
一动，“可以用一桩案子来串联起三个男
人。”

小说的名字则来自他喜爱的威尔士诗
坛泰斗R.S.托马斯的一首诗《相遇》：“你本
可径自走过/走上那条山路，对两个生灵/
在时空中的茫然相遇不用多想/每个生灵
各自承载的意义/本没指望会被记载下
来。”

“这首诗我读了好多遍，它也给了我灵
感，隐隐地，我似乎知道要写什么和怎么写
了，并干脆把小说取名《相遇》——事实上，
也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宋尾认为。

酝酿近一年后，2019年初，宋尾开始
动笔创作《相遇》，年底完成初稿。“2020年
疫情宅家期间，我又改了许多次。在修改
上花的工夫甚至比写更多，因为我希望它
好看，又是可信的。”

“我的很多作品都在探究生活的悬疑”

无论是《完美的七天》还是《相遇》，都
被外界界定为悬疑小说，对此，宋尾怎么
看？

“我在写《完美的七天》的时候，没有想

过它是悬疑小说。”《完美的七天》在《收获》
2018年春季长篇专号首发，由长江文艺出
版社出版后，不少评论家、影视从业者都认
为这是一部悬疑小说。“这样的反馈，让我
意识到其实我的很多作品都在探究生活的
悬疑、潜伏于平凡人身上的日常之谜。这
也提示了我，可以利用悬疑的方式讲故
事。尤其是长篇，悬疑性总是会让小说更
好看。”宋尾说。

《相遇》责编、作家出版社编辑赵超评
价：“宋尾的小说好读、耐读，其文风具有超
强画面感，配之以紧凑有序的结构，丰富的
情节以及凝练干净的对话。最让人赞叹的
是，这悬疑的壳里，装的竟是一个非常严肃
的内核：勇气，以及情义的相惜。《相遇》是一
个男人之间重承诺、责任和情谊的故事。”

《相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桩意外
身故的保险查证任务交到了理赔调查员周
天树手上，死者任铁围，是一家老企业的留
守职工；而逃逸的嫌疑人李立冬，则是周天
树一直寻找的救命恩人。随着案件调查的
推进，他们的人生之谜也慢慢被揭开……

和以往的小说一样，《相遇》讲述的也
是都市人的故事。宋尾表示，2007年他刚
开始学写小说时，发现好多小说都是乡村
题材的，关注城市人群的并不多，尤其是个
体的人在心理上遭受或正发生的困境。

宋尾擅写城市里的普通人，他的小说
里常有悲哀的成分，“但这一篇，我想在写
悲哀的同时也写出一丝人间暖意。”

《相遇》的表征可能是一个案件，但那
只是一根线，真正的核心，是故事背后，三
个男人的自救与施救，是属于父亲、丈夫的
责任，是善良与善良的相遇。

正如重庆小说家贺斌所言：“《相遇》一
整个错综复杂的罪案背后，隐含的，却是一
份深情的告白。在穿越了迢迢路途的相会
之后，至少有心心相印的慰藉和不计得失
的相助。”

把重庆的山、水、古镇进行剪辑

《相遇》中有大量重庆市井生活的场景
描述，故事的主要发生地设置在了磁器口
的凤凰山，沙坪坝、解放碑等重庆地名也出
现在小说中。

2004-2005年，宋尾曾在磁器口一隅
的童家桥租住过两年。后来，他主编一本
讲述磁器口文化的刊物，几乎走遍了磁器
口的每条街、每条小巷，掌握了许多故事和
素材。“我也常带重庆人来游玩，因为我很
熟悉这里。”

在《相遇》中，宋尾把凤凰山进行了文
学化的加工，“我把这里的山、水、古镇，按
照我的想法进行剪辑和拼贴，再在凤凰山
下虚构了一个老厂，让这里成为了故事的
主要发生地。”

“如果一个作家长期生活在一个地
方而不去写它，那是一种失职。你要问
我为什么总写重庆？我在重庆生活了18
年，这座城市已经是我的家了。我不可
能写一个上海的故事、纽约的故事，我的
故事只能落脚在这儿。”宋尾说，读者读
一部长篇小说，最终得到的不仅是故事，
还有故事里的人，以及在故事里经过的
这座城。

所以，《相遇》中有硕大的黄葛树，有热
闹的卤菜摊，有河坝边的老茶馆，还有长长
的石梯和坡坎。“我写的小说的皮和骨是从
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宋尾说。

据悉，已有公司在接洽《相遇》的影
视版权。而《完美的七天》影视版权已
于 2019 年出售给北京一家影视公司，
制作悬疑类网剧，目前在剧本改编当
中。

宋尾称：“去年最火的‘迷雾剧场’中6
部有4部是在重庆拍摄的，但可惜的是，重
庆在这些故事里只是背景，我希望的是，重
庆是故事的主角。”

重庆作家宋尾长篇力作《相遇》出版

“小说的皮和骨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

□强雯

寓言，是传
播 人 类 智 慧 的
外 衣 。 剥 开 这
件外衣，是来自
人 生 经 历 中 的
伤痛、挫折。比
如《乌鸦喝水》
中的可怜乌鸦，
或 是《农 夫 与
蛇》中被恩将仇
报的农夫，又或
是《狼和小羊》
中 的 将 死 的 小
羊 …… 故 事 讲
述 者 假 借 动 物

一二三四，告诫身边人——千万要擦亮眼睛啊！
外国寓言的开山鼻祖，《伊索寓言》当仁不

让。传说是古希腊有一个叫伊索的人，非常有哲
思和才华，他漫游各地，给人们讲寓言故事。后
来，人们根据他留下来的寓言，又加入当地的民
间传说，这就成了最初的《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的小故事，多是以狐狸、老虎、
狼、狮子等动物作为主角，既规避了现实生活中
对号入座的风险，讲述起来也比较简单。因为从
前的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寓言的形式讲述
道理，容易被接受。

在中国，《伊索寓言》是儿童的启蒙读物，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父母讲其中的故事，
慢慢地，自己捧着读起来。那是自我教育最初
的脚本。

套路化的是，《伊索寓言》在每个小故事结
束，都有一两句总结的主旨。

小时候，我经常会在结尾主旨处愣住，认
真地思索，对照一下故事，看看自己是否吸收
到正确的故事思想。然而成年之后，我仍旧会
在那里愣住，但不是自我教育，而是对其提出
质疑。这个结论的出现，将多义的故事单一
化，成规化，抹去了更多的读法。

换句话说，没有总结陈词的《伊索寓言》，会
更好。

比如故事《猫和梭子鱼》，猫喜欢吃老鼠，觉
得那是美味。梭子鱼受了蛊惑，也想尝一尝老
鼠肉。为了那幻想中的一口贪恋，最后不得不
冒险离开水，守候在老鼠洞口，被咬去了尾巴，
差点死去。

故事原本很生动，让人觉得梭子鱼有可爱的
一面，结论却是，“不知天高地厚，超越自己能力
去做事情，注定要失败。”

而成年人，大概就不会这么想，失败有什么
关系，梭子鱼至少去尝试过，中国成语还有类似
的“飞蛾扑火”，有时我们并不完全把它当成告
诫来用，反而是一种鼓励和欣赏。我们有时候
不就需要那么一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吗？

类似的故事还有《天文学家》，一个痴心
观测星座的人，看入了迷，不小心掉进了井
里。故事的总结是：只关注天上的事，不关注
身边的事；《农夫和蛇》中，蛇咬死了农夫的儿
子，农夫要报仇，结果惹祸上身，农夫道歉求
饶，但是蛇说：“仇恨是不可能消除的。”结尾
处，农夫的策略被贬低为无效。读罢，总觉得
有些画蛇添足。

如果没有这些下定义式的结论，《伊索寓言》
还是很耐读的，毕竟它提供了丰富的多义性。这
就和人生的境遇一样，没有哪件事是纯粹的坏事
或好事，有关变数的智慧生活中无处不在，《伊索
寓言》的叙述也不遮掩这种色彩。

文中的故事，简单却不刻板，也不脸谱化，即
使是它要批评的对象，也暗含着一种可爱。比如
梭子鱼、狮子、农夫，它们是想“变通”，以达成某
种愿望，尽管这种愿望的实现在寓言中被戛然而
止。但是此起彼伏的角色中藏着几种人生态度，
足够成年人品味其中滋味。那些经历过波折、伤
痛、反复的人生的成年人，更能品味出《伊索寓
言》中的多义性。

如此，《伊索寓言》不仅是孩子的启蒙读本，
还是成年人可以重读的“人生回忆录”。

你可以看见其中的正路、歧路。有些阶段
觉得自己是寓言中狮子、有时是狐狸，有时是
农夫，有时是羊。有的明明是自相矛盾的角
色，可偏偏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中，都饰演
过。

正因为如此，身为父母，我不愿意简单地让
孩子去读最后的结论。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有几
个方面来导向对世界的理解。

《伊索寓言》被奉为经典。但它在文学性和
丰富性上，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才有后来
者，如寓言大师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出现，他
们也是借鉴了《伊索寓言》的不少精华，将寓言讲
得更诗意、更精巧。

读《伊索寓言》

重新发现多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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