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
研究清朝末年中国向近代转
型的学术著作。清代中国的
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
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
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
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
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
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主要
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
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
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
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

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等
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
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
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
段的某些动向。

作者简介：魏斐德
（1937—2006） ,美国著名中
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社
会活动家。被誉为美国“汉
学三杰”之一，曾任美国伯
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哈斯基
金教授，美国历史家协会会

长、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
究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院
院长。除已发表的百余篇学
术论文外，其著作还包括
《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
王：戴笠和中国特工》《中
华帝国的衰亡》《上海警察
（1927—1937）》《上海歹
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
罪 （1937—1941）》《红星
照 耀 上 海 城 （1942—
1952）》《历史与意志：毛
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等。

▲《大门口的陌生人》▲

作者：[美]魏斐德

新星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是俄
罗斯象征主义诗歌盟主勃留
索夫的诗歌精选，译者按年
代从勃留索夫的诗集（含未
出版诗集）中选译，分为十
辑。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生活
中，勃留索夫是个非同凡响
的人物，被誉为“青铜和大
理石”铸就的诗人。在诗坛
上，勃留索夫还以诗歌理论
家著称。本书是“诗歌俄罗
斯”系列第三种。

作者简介：瓦列里·勃
留索夫，俄罗斯象征主义领
袖和代表性诗人，被高尔基
誉为“最有文化素养的作
家”。著有《杰作集》、《这
就是——我》、《第三警卫
队》、《给城市与世界》、《曲
调汇总》、《镜之影》、《彩虹
七色》、《人类之梦》等二十
多部诗集，长篇小说《燃烧
的天使》、《胜利的祭坛》，
诗歌理论《诗学基础》、《我
的普希金》、《俄罗斯诗歌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

谷羽，俄语资深诗歌翻
译家，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西
语系教授。译有《俄罗斯名
诗 300首》、《普希金爱情诗
全编》、《美妙的瞬间——普
希金诗选》、《我是凤凰，只
在烈火中歌唱——茨维塔耶
娃诗选》、《永不泯灭的光
——蒲宁诗选》等十几部诗
集，传记《玛丽娜·茨维塔
耶娃：生活与创作》，主持
翻译《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
史》。1999年获俄罗斯文化
部颁发的普希金奖章。

▲《雪野茫茫俄罗斯》▲

作者：[俄] 勃留索夫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北岛亲自甄别、挑选，
将自己心目中的最适于孩子诵读、领悟的
短诗公布于世，“为孩子留下一部作品”，
实现诗人长久以来的宿愿。重绘新诗版
图，确立经典标准，诗人、篇目、译文的
择选，都体现编者一以贯之、别具手眼的
诗学理念与美学目光。57位不同国别的
诗人，101首不同风格的新诗，携带着思
想、文学、文明的火种，交给孩子，照亮
下一代的阅读空间。新诗“蒙学”的引路
者，汇集新老名家的经典译作，是范文，
也是美文，集聚最伟大的文学灵魂，最精
要的不朽文本，涵养心性，助育美感。作
为开放性的经典诗歌选本，因编者的眼光
与热忱，品质的特出和优异，势必在汉语
世界产生广泛、持久而巨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北岛，原名赵振开，
1949 年 8 月 2 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湖
州，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领军人物。
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目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先后获瑞
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
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
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给孩子的诗》▲

作者：北岛 选编

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火的记忆Ⅰ：创世纪》
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从哥伦布发现美洲
大陆到1700年，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美
洲大陆上发生的不为人知的真实历史。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最初的
声音”，以神话的形式再现了一个颇具魔
幻色彩的、具有神性的美洲大陆。而第二
部分“旧‘新世界’”，从哥伦布发现美
洲大陆开始，美洲陷入到了无止境的灾难
之中，不仅资源被掠夺，土地被占有，记
忆也被绑架。而在官方历史角落中被忽略
的真实片段，正是作者关注与书写的重
点。作者“试图拯救整个美洲被绑架的记
忆”，以澎湃的激情将被遮蔽的真相和被
抹杀的身份一一还原。字里行间洋溢出作
者对伤痕累累的美洲大陆深沉的爱。

作者文风自由的特点在本书中得到淋
漓尽致的展现。这部“多声部呈现”的作
品正如作者所说“……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一部小说，或者杂文、史诗、记录文献、
编年史册抑或其他。”《火的记忆》三部曲
是加莱亚诺最重要的作品，是作家历时 9
年（其中 7年用于搜集、查证各种资料）、
前后修改30余次的倾力之作。本书为三部
曲中的第一部。书中图画均为作者手绘，
亦为本书增色不少。

作者简介：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乌
拉圭记者、作家。1940年 9月 3日出生于
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14岁开始在《太
阳》周报发表政治漫画，20 岁在乌拉圭
《前进》周报担任记者。1973年乌拉圭发
生军事政变，他被捕入狱，后流亡至阿根
廷。他曾长期被阿根廷军事政府列入死亡
黑名单。1985年回国。

加莱亚诺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声
音”，他针砭时弊、犀利透彻的文笔以及
他为底层民众写作的良知为他在全世界赢
得了良好的声誉以及大量的读者。加莱亚
诺的其他主要作品有《时间之口》、《时日
之子》、〈《拥抱之书》等。

▲《火的记忆1：
创世纪》▲

作者：[乌拉圭]爱德华
多·加莱亚诺
作家出版社

内容简介：邓康延先
生及其团队的几位编导，在
纪录片 《盗火者》 拍摄之
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实
了这一话题，编写了这部书
稿，书中使用大量照片并借
用记录影像语言，直面中国
教育的困境和希望，对纪录
片中未能尽现的故事情节、
嘉宾访谈及制作者的亲历感
受拾漏补遗，使本书兼具文
字的厚重和影像的生动。

书中重点涉及教材改

革、在家上学、农村职业教
育、华德福教育、课堂改
革、公民教育、大学改革等
社会极度关切的教育话题。
不仅给出现况的真实描述与
专家学者的观察和意见，更
关注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教育
改革“盗火者”，试图让读
者了解那些奋斗在教育改革
第一线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
理念、实践和困惑。

作者简介：邓康延，

生长于西安，后到深圳，曾
任职 《深圳青年》 策划总
监、香港 《凤凰周刊》 主
编，曾出版 《常常感动》、
《老照片新观察》、《一杯江
河》等著作。50岁相遇民国
老课本，出版《老课本，新
阅读》一书，并主编《民国
老课本经典诵读》。去年出
版《先生》一书，重现民国
大先生们的绝代风采。近期
又拍摄有《选择》、《民间》
等纪录片。

▲《盗火者》▲

作者：邓康延/梁罗兴

新星出版社

内容简介：在这本备
受西方评论界赞誉的自传
中，摇滚传奇尼尔·杨将自
己的精彩人生和盘托出。这
是一趟跌宕起伏的音乐旅
程，从 1960 年代初的草创
时期、1960年代末的声名鹊
起、1970年代的黄金十年、
1980年代的实验岁月、1990
年代的重回巅峰到新世纪的
屹立不倒；这是一部摇滚活
化石眼中的摇滚秘史，夹杂
着令人咂舌的摇滚八卦；这
是一首亲情、友情和爱情的
颂歌，从他饱受脑瘫折磨的
孩子们、一位位逝去的音乐
战友到共度 36 年人生路的
爱人佩姬，字里行间充满真
挚的情意；这也是一个饶有
趣味的创业故事，他研发出

林克沃尔特电动汽车，主导
推出数字音乐播放器 Pono，
帮助玩具火车巨头莱昂纳尔
公司开发多个获得美国专利
的电子系统，成立电影公司
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创立“农
场救援”系列慈善音乐会，创
办旨在帮助脑瘫和智障儿童
的“桥”学校……老杨不停
地把一个个想法照进现实。

本书展现了尼尔·杨令
人惊奇的坦率、诙谐、乐观
和执着。他实现了自己的所
有梦想，尽管一生都为伤痛
和疾病所困。孩提时传染上
的小儿麻痹症、白喉、麻疹
等没能击倒他，成年后不断
经历的癫痫大发作没能击倒
他，60岁时罹患的颅内动脉
瘤也没能击倒他。

作者简介：尼尔·杨，
加拿大国宝级摇滚音乐家，
以个人及CSNY、“水牛春
田”等著名乐团成员的身份
活跃于乐坛。他创作了大量
经典歌曲，其音乐风格跨越
民谣、乡村、民谣摇滚、硬
摇滚、电子乐等。

作为屹立摇滚乐坛近半
个世纪不倒的常青树，杨广
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摇滚
乐听众，成为摇滚乐的一大
象征。杨也是为数不多迄今
仍保持旺盛创作精力的摇滚
老将之一。他曾两度入驻

“摇滚名人堂”。“摇滚名人
堂”赞誉其为“摇滚史上最
伟大的词曲作者和表演者之
一”。

▲《摇滚不死》▲

作者：[加] 尼尔·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在震耳的
炮声中，我们上了岸，爬上
最高处所。用了望远镜，全
战区就了然在目。这时为状
已极可怖，风很定，浓烟郁
罩着不动；炮弹炸裂声似霹
雳般回响着。”这是英国海
员詹姆斯·艾伦的一段回
忆，120 年前震惊海内外的
中日甲午战争，他是极为罕
见的目击者之一。

詹姆斯·艾伦原本是英
国一个棉花商之子。家庭
富有，因挥霍无度而破产，

无奈出海去碰气，随美国
货轮“哥伦布号”赴华，为
正在同日本作战的清军运
送军火。因此，有机会目睹
了中日黄海海战与后来日
军在旅顺的野蛮屠杀罪行。
在旅顺大屠杀期间，作者
困于旅顺，几乎遭日军杀
害，侥幸逃出虎口。辗转回
到英国后，詹姆斯·艾伦将
其亲身经历与感受写成《在
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
一书，于 1898 年在伦敦出
版，产生很大影响。

作者简介：詹姆斯·艾
伦，英国一个棉花商之子。
破产后，在美国货轮“哥伦
布号”上当海员。甲午战争
时，为同日本作战的清军运
送军火，旅顺大屠杀期间被
困于旅顺口，因此他目睹了
中日黄海海战的过程和日军
在旅顺的野蛮屠杀行为。后
将其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
《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
记》一书，于1898年在伦敦
出版，产生很大影响。

▲《在龙旗下》▲

作者：[英]詹姆斯·艾伦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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