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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电视主持人、民谣歌手、背包
客、高校导师、酒吧掌柜、油画画师、手鼓
艺人、皮匠银匠、黄金左脸、禅宗弟子……
昵称“大冰”的“80 后”焉冰，居然有如此
之多的跨界身份。更传奇的是，他横空出
世，就成为畅销书作家——其处女作 《他们
最幸福》，畅销80多万册；第二本书《乖，摸
摸头》，上市后在各大网站都取得了销售第一
的成绩，12 天就卖了 10 多万册。“不要那么
孤独，请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
你想要的生活”……尽管很多人不能像大冰
一样“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
世间流浪”，还是忍不住一路读下去。

《乖，摸摸头》延续《他们最幸福》的风
格，讲述了流浪人生中的 12个真实故事。这
些故事并没有巧妙、扣人心弦的情节，语言
也几乎没有文采可言。故事里的人，可能是
你永远都无法结交的人，故事里的事，可能
也是你永远都无法去体会的生活。就是这样
一本书，居然就再一次畅销了。

和大冰走类似路线的还有张晓晗、荞麦、
滕洋、大鹏、黄昱宁、那可、陈谌，最突出的就是
张嘉佳，他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居然畅销
200 万册。这些书，不再鼓励人们急不可耐地
追求事业的成功，而是请读者慢下来，旅行、变
换生活方式，细细体会生活中安静的美和微小
而真实的温柔和幸福，爱自己，爱他人，爱万
物。豆瓣的专栏女作家苏辛，将这类情感治愈
系的图书命名为“暖书”。

为什么暖书畅行于世？为什么曾经盛行
一时的励志书突然被温暖的故事书所取代？

网络和多元的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多元
丰富的生活，而暖书作者往往都是多重身
份，写作不是他们的主业，多元跨界的身份

给了他们看待世
界 的 不 同 角 度 。
正因如此，他们的书中往往能产生“哲理”
佳句，如 《乖，摸摸头》 中的“每个人都需
要一个陌生的倾听者”、“你我迤逦人世间，
每个人都需要被善意地摸摸头”、“走得再远
也不要忘记回家的路”。佳句迎合了人们的碎
片化阅读，向往作者丰富的生活而不得，书
就成了一种寄托。

而暖书作者又往往是互联网上的红人。
随着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网络对图书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你
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心动的故事》原来只
是张嘉佳发在网上、红极一时的睡前故事。大
冰在新浪微博的粉丝就超过 58 万，《乖，摸摸
头》在上市前，被拆分成微博段子，得到广泛传
播，积累了很高的人气，上市之后又与粉丝进
行大量互动，如“留言并转发微博，送绝版民谣
CD +‘乖，摸摸头’定制戒指”、评选“你最中意
其中的哪个故事？”、举办“百城百校畅聊会”
等，“粉丝”经济发酵，一上市就迅速登上各大
畅销书排行榜，又带来了“滚雪球”效应。

回归内心再出发

喧嚣的都市生活，在五光十色和丰富的
物质生活之外，还带给人们精神孤寂。激烈
竞争的社会、飞速改变的世界，让人无所适
从，需要心灵的温暖。

凤凰网特约评论员石勇认为，一
方面，作为社会重要力量的白领
阶层已放弃通过消费和物质
来建构自我，而是追求提
升自己的生活进入一
个静态，重新调整
自己跟自己、跟
他 人 、 跟 世
界 的 关
系 ， 打
开 生
活

的另一种可能；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
氛围的变化，白领阶层的心态由过去的高歌
猛进、意气风发转为一种疲惫、焦虑和无力
感，只好停下来，心理上撤退到自己内心、
自己的个人生活里，然后再从内心出发，尝
试发现过去来不及体验、探索的东西。

而暖书也应运而生。如大冰的 《乖，摸
摸头》 选取的故事——疯狂的爱情和极致的
浪漫、你我不曾尝试却跃跃欲试的逃离、无
畏的行走和孤身的寻找……动人中弥漫着淡
淡的忧伤，这些真实故事；而故事散发在对
当下价值观有形无声的抗议中，给心怀希望
的人们以温暖和光芒，大冰反复强调“不要
怕受伤，不能因为之前的伤害而恐慌、不敢
爱”、“善良是一种天赋，善意是一份选择”、

“不论你晴朗或是阴霾，低谷期还是巅峰期，
愿你永远被这个世间的善意所护持”。

和你一起

洞察人心而不苛责，穿越苦难而不声

张。暖书的作者因为经历过世事，所以内
心温润柔和，叙事平淡如水。最重要的
是，暖书不再居高临下地指点迷津，或者
将“成功”作为唯一价值取向，用高大上的
事例让读者血脉贲张、努力克服自我，去争
取难以实现的成功；而是和读者一同共度人
生的苦，再一起重新发现生活中真实的美和
暖。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像朋友一样的关
系。它体恤你正在承受的一切，仿若温泉，
开解现代社会中疲惫的心灵，让人痛快流
泪，相信爱、信任、勇气，这些好东西都不
会消失，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有一天会
像花一样重开。文暖书香，给读者带来内心
的暖意。

对于每个人来说，生活都不会完美，
而且很多时刻可能还非常艰难，但暖书告
诉你，只要你有心，依然可以把这些日子
过得非常诗意。

我们都渴望简单率性自由的生活，
都有一颗诗意而浪漫的心，希望“修
行在自己的江湖里，恣意地生长”。
从青春的无畏奋斗到孤独寻找内心
的方向，从欲扬先抑的成长到向
死而生的坦然，暖书是一种姿
态，一种心态，一种慰藉，
一种善意，你我每一个人
都需要被“摸摸头”，
也都需要摸一摸他
人的头。暖书，
依然是正能
量。

张嘉佳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人”，他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
心动的故事》狂销200万册，刘同《谁的青春不迷茫》连续两年占据畅销书
榜，销量过百万……近来，拥有诸多跨界身份的“大冰”又连续两本书热销数
十万。曾经喧嚣一时的励志书似乎被温暖的故事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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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工业革命后人
类仍可持续增长的原因有不同的解
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后，
中国经济的纵深发展也成为了专家、
百姓关注的焦点。

围绕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以
及人类智能创造突飞猛进的现实，北京
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张
跃经十多年研究后发现，人类之所以能
从自然万物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拥有无比
强大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即思想力——当人
类将思想力作用于外部世界时，自然世界被
人类部分地改变、建立起人工界。这一真实
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思想力是改造客观世界
和主观世界的重要力量，是人类社会最为宝贵的
财富。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作为唯物史观补充的唯思
史观（智创史观）：人类思想结晶依次展开：思想、文
化、道德、观念是第一层次；法律、制度、政策次之；科
技发明、管理方法又次之。而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
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及财富的增加，不过是上述三个
层次思想成果依次作用的结果。人类不仅交换物质
产品，也交换思想产品。交换行为提高了人类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思想市场越发达，社会成员
的思想创造力就越能被充分激发，就越有可能创造
出更多更好的精神和物质产品。

《唯思史观》在《中国当代艺术 2013》上发表
后，引起了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关注。1月31日，由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
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

府
管 理
研 究 院
协 办 的

“‘中国梦’的
实现与唯思史观”
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
学举办。专家们认为，目
前已经到了厘清缠绕在中国
经济思想领域中模糊思维方法的
时候了。经济思想清晰化，有利于加快
落实“中国梦”的践行步伐。（正 庚）

唯思史观
与中国梦

二爷是解放前出生的，曾在广东某县当教师。他
算得上是个书呆子，相伴终身未婚又是聋子的他，

只有一屋子书籍。
第一次走进他那简陋的一室一厅，我用纸

笔写上：来借书的。二爷领会了，立刻手一
指靠墙的书柜说，你自己找吧！就这样，我
开始了我的借书生涯。每次只借一本，过
一个月来还。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
居笔记》、《千年一叹》 就是从他那儿借
阅的。

二爷家里关于曾国藩的书最多，
整齐的一排在书柜的上方，我还以为
他是个曾国藩迷，其实不然，二爷
最爱读的是中国古代名著 《红楼
梦》，曾几何时，他的一些红楼梦
研究文章见于全国各大报刋。《红
楼梦》他就收藏了三个版本，最原
始的那套看上去很陈旧，但二爷
依旧惜它如花。

我读鲁迅先生的一些集子，也
是从二爷那儿借阅的，因为书读得
多，我常常有一些写作的冲动，可
投出去大多是石沉大海。心灰意懒
的时候，我问二爷，阅读与写作如
何兼容？二爷又在纸上写出，如果
你深爱着阅读，就得有一股死死地

抱住笔杆子不放的精神，坚持下去，
水滴石穿。原来如此，读写莫问前头

事，书似贵人高指点。
2005 年冬天，二爷病重大限将至，

我去看望了他，最后的纸上交流是：我走
后，我的书你拿走一半，剩下的一半给我弟

弟。两个月后，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我去
二爷的住处取书，和二爷的表弟平分了这些旧

书。骑车驮着编织袋一共来回两次，才把喜欢的
旧书拿回来，只觉得每一本书都是沉甸甸的。

花了两天的时间，恭恭敬敬地整理了二爷送给我
的旧书，整理好了，时不时地翻阅这些旧书，分明感受

到了这些旧书里的一种人间温情，比如说旧版的 《红楼梦》
《水浒传》，虽然看起来很旧，岁月过去了这么多年，一个酷爱

读书的老教师，居然把它们保存得如此完好。不管怎样，我也要
像他一样，将这些旧书好好地保存和流传下去。传承旧书与文明，也

是在传承着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和灵魂。

二 爷 的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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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
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
——唐·韩愈《劝学诗》 程秉洲书

书法家简介 程秉洲，1962年生，硕士研究生、高
级会计师。曾任政府部门处长、中储粮总公司综合部部

长，现任资产管理部部长。
他自幼爱好文学，出版过诗集、散

文集。尤其爱好书法，临习碑帖。从初中起
临颜、柳、欧、赵、二王、苏、黄、米、蔡等

名碑帖，有功底、有悟性，又十分勤奋，擅长行
书、行草书。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国家机关分会会员。

我这辈子离哲学近的时
候，大都离地平线比较远，
比如在山顶仰望星空。这没
什么好奇怪的。乔斯坦·贾德
早就在 《苏菲的世界》 中说
过，世界就像只兔子，每个
人都是寄生其上的跳蚤，普
通人活得混沌、不明白，那
是因为他们总是舍不得离开
温暖舒适的兔子皮，而哲学
家跳蚤总是尽量往兔毛尖上
爬，那里虽然风吹雨淋且难
得温饱，却能让他们看清世
界这只兔子。

那 看 清 世 界 了 又 怎 样
呢？人不是照样还要吃喝拉
撒睡，一顿不吃饿得慌。要
是想到这一步，就能理解大
哲们的分歧所在了。和主张
遁世的佛道两家相比，儒家
的可爱之处在于，它就像一
个温厚的长者，虽然看破了
人世的短暂虚无，也看不惯
人性的龌龊丑恶，却始终以
一种理想主义的热忱，固执
而充满真诚地投身其中。正如王阳明所
说 ：“ 若 上 好 静 ， 遇 事 便 乱 ， 终 无 长
进。”儒家始终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在反对
避世，奔走济世。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儒学在经历了
早期的困顿之后，迅速被统治者看上。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元
皇庆二年把朱熹的 《四书章句集注》 列
为科举考试的教本，儒学在步步接近政
治权力中心的同时，渐渐失去了孔孟的
智慧、洒脱、真诚，变得颟顸、刻板、
虚伪。

后世的学者们纷纷祭出“儒学改
革”大旗，对庸俗政治化的儒学进行口
诛笔伐。其间，挨骂最多的就是朱熹。

平心而论，朱熹所创的南宋理学对

于儒学的发扬和传播确实作用
不小，然而，“必破一分程
朱，始入一分孔孟”（清颜元
语） 的声讨也非空穴来风。朱
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不少
观点纯属个人阐发，随意性的
字句并不少见，有些甚至明显
偏离了四书的原旨，以至沦为
后世笑柄。

台湾大学哲学教授傅佩荣
的新作 《朱熹错了》（东方出
版社2013年11月），以一种相
对平和的姿态，对朱注四书作
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评价。本
书并没有像朱熹那样，为了追
求全面注解而落入“大而全”
却漏洞百出的窠臼，而是以一
篇篇短小精悍、考据严谨的小
文，像薄如蝉翼的外科手术刀
一样，游刃有余地精密解剖、
切除病灶。

傅佩荣在书中用了看似笨
拙，实则严密可靠的“以经解
经”的方式进行考据。更重要
的是，他把握住了儒家“真诚”

的学术本源，把他擅长的西方哲学方法论
中的逻辑推断引入儒学考证，初步形成了
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书中不仅对著名
的“朝闻夕死”、“克己复礼”、“曾点言志”
等广泛争议的四书细节提出有创见的解
读，更不讳引用庄子，甚至圣经典故进行
适当佐证，这让全书读来流畅自然，充满
活泼的审美趣味，毫无艰涩之感。

傅佩荣是近年来活跃于两岸三地的
著名学者，其师从方东美的出身和美国
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的学术背景，让他当
仁不让地拥有了学贯中西的美誉。傅佩
荣曾著述及翻译多本哲学著作，笔耕、
演讲不辍，语言风格严谨之余不失洒脱
生动，有时甚至是嬉笑怒骂。是真名士
自风流。

朱
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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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载体，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
园。为了让古籍保护从小众
走向大众，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 每 年 都 举 办 活 动 进 行 推
广。去年与 《光明日报》 联
合征文，近日又与中国图书
馆学会共同启动 2015 年“我
与中华古籍”摄影大赛及优
秀作品巡展，面向图书馆系
统员工、摄影爱好者和关注
古籍保护的大众征集富于艺
术性的摄影作品，借古籍和
人 的 关 系 展 示 传 统 典 籍 文
化，实现古籍与流行文化的
完美结合。投稿时间截至3月
23 日，获奖结果于 5 月左右
揭晓，6-12 月将进行全国巡
展。 （张倩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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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樱花产业协会执行主席、
有“中国樱花王子”之称的何宗儒先
生主编，为中国樱花正本清源的权威
著作 《盛世赏樱攻略》 近日发售。这
是一本领略樱花之美的实用攻略，也
是国内第一本客观、全面和真实介绍
中国樱花历史、文化、现状与发展前
景的实用性科普读物。樱花不仅花态
美丽，具有较高的观赏和文化价值，
同时，它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对于
园林景观的应用以及对于食用和药用
价值的衍生产品开发等，都有很好的
前景和空间。 （刘泰山）

《明长城通览》（清华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 由著名摄影家李少文和梁嵘
所著，作者历时30多年查找和收集有关长城的资料，全程实地采访、考察

和拍摄了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明长城以及辽东和青海边墙，对明长城
做了全面、连贯和详实的介绍，本书包含 1000 多幅长城图片和地图，

图文并茂，是一本集大成的明
长城专著。读者可以按图

索骥，游览、拍摄或研
究博大精深、风景壮

丽的万里长城。
（天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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