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我们生活
在巨大的差距里》是余华自
2003年以来的首部杂文集。

十年来他走遍世界，以
亦庄亦谐的笔锋将观察到的
社会、时事、文化等现象一
一记录剖析，在日常生活的
表象下洞见社会固有病灶，
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进行了由
外而内深刻反省，亦在与世
界的踫撞交锋中，呈现出一
个崛起、变迁中的中国。正
如余华所说：“这就是我的
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
济、社会、体育、文化、情
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
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
中。”

作者简介：余 华 ，
1960年 4月出生，1983年开
始写作，主要作品有 《活
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
雨中呼喊》《兄弟》《第七
天》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
20多种语言在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荷兰、瑞典、挪威、希
腊、俄罗斯、保加利亚、匈
牙利、捷克、塞尔维亚、斯
洛伐克、波兰、巴西、以色
列、日本、韩国、越南、泰
国和印度等出版。

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
卡佛文学奖 （1998年），法
国 文 学 和 艺 术 骑 士 勋 章
（2004年），中华图书特殊贡
献奖(2005年)，法国国际信
使外国小说奖 （2008 年）
等。

▲《我们生活在
巨大的差距里》▲

作者：余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在美国，穷是一种原
罪。为什么人们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教
育、医疗和住房，就业、税收和福利，乃
至性别、地域和文化。穷，永远都是一个

“系统”问题。普利策奖得主，聚焦美国
“穷忙族”，看见“看不见的美国”。这是
被人们遗忘了的美国。

洗车工无车可开，银行职员的户头只
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
入，也赶不上一个牙医。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
故事：他们的家人，他们梦想，他们的失
败。而比他们更失败的，是他们的国家。
尽管美国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尽管美国
宣扬“劳动致富”的信条，低收入人群的
问题却令这一切饱受质疑。

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
……

作者简介：戴维·希普勒，1966年
至1988年任职于《纽约时报》。他曾在纽
约、西贡、莫斯科和耶路撒冷从事新闻报
道，后担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首席外交
记者。此外，他也为《纽约客》《华盛顿
邮报》和《洛杉矶时报》撰写文章。他还
创作了另外三本书——《俄罗斯：破碎的
偶像，庄严的梦想》；《阿拉伯人和犹太
人：应许之地的受创精神》，此书曾获普
利策奖；《陌生人的国度：黑白美国》。作
为布鲁金斯学会客座学者和卡内基国际和
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希普勒执教于普林
斯顿大学、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
国大学，以及达特茅斯学院。

▲《穷忙》▲

作者：(美)希普勒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的主角是各种神
奇的植物，书中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详述
人类的生殖图腾，让读者重温情欲及催
情药的历史，并详解某些催情植物名称
的渊源。

书中展示了一百多种植物，它们或
多或少都有滋阴壮阳的功能，植物标本
大多数采集于一百多年前，最古老的标
本可追溯到1790年，堪称植物标本界的
老古董。正是仰仗蒙彼利埃大学药学院
及植物学院的鼎力协助，读者才能看到
如此珍贵的植物标本，这也正是本书的
精妙之处。作者以诙谐的笔触讲述了催
情植物的传奇故事，还挖掘出许多古老
的美容配方、调情秘诀、食疗菜谱、香
薰疗法……

作者简介：贝尔纳·贝尔特朗，法
国植物学家，1955年出生在滨海夏朗德
省一个农民家庭。在获得“环境保护高
级技术员”职称之后，与女友一起搬到
上加龙省一个名叫阿斯佩的小村庄附
近，住进一所废弃的老房子，四周的景
色是连绵起伏的比利牛斯山。20世纪90
年代初起，他们着手将自己的开发地改
建成认识自然、发现自然的农庄。他们
建造了一座非凡的植物园，编著了一套
民族植物学丛书“植物伴侣”，包括
《被遗忘的植物》、《树木与灌木的故事
与传奇》等四十多种书，这套丛书填补
了法国民族植物学的空白。如今，贝尔
纳·贝尔特朗依然待在比利牛斯山的深
山里，继续从事写作，并不时推出新的
著作。他跑遍法国各个地区以宣传那些
所谓“毒草”之丰富遗产和神奇功效，
同时让每个人都能拿这些知识为自己所
用。

▲《花草物语：
催情植物传奇》▲
作者：(法)贝尔纳·

贝尔特朗
重庆大学出版社/

楚尘文化

内容简介：本书以阎
雷的大型摄影集《中国》为底
本，甄选并增补部分未公开
发表的照片，重新编排成册，
全面呈现1985—2000年间处
于转型期的中国的日常生
活、经济起飞和社会巨变，用
镜头为整个中国创作一幅最
鲜活、最富生命力的肖像。

作者对中国充满了感
情，三十年间足迹踏遍中国
的每一个角落，敏锐地捕捉
到这个具有厚重灰色调的国
度在 20世纪末对变革的渴
望、对新鲜事物的痴迷，通

过他的视角，将新旧交替时
期的种种微妙和激烈之处真
实地传递出来，真实展现了
那段逐渐远去的历史。

作者简介：阎 雷 ，
1962 年生，法国著名摄影
师。1984年，他获准自由进
出巴黎爱丽舍宫，为当时的
总统密特朗拍摄了一年政坛
生活，成为法国唯一一位获
此殊荣的摄影师。1985年，
他还曾借机进入朝鲜，成为
第一个进入朝鲜拍摄的西方
摄影师。

1985年，阎雷以自由摄
影师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
30年来共拍摄了 60多个关
于中国的摄影报道，出版了
4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他的
大型摄影集《中国》于2004
年在全世界 6个国家同步发
行，印量达几十万册，这也
使他成为在西方影响最大的
中国题材摄影师。2005年，
他因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
突出贡献而被授予法国骑士
勋章；2011年，当选《泊客中
国》评选的“中国因你而美
丽”11位“文化行者”之一。

▲《昨天的中国》▲
作者：（法）阎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中国早就
自成“小世界”，空间差别
分明。两千年前，司马迁便
觉察都市经济与商业发展的
联系，并肯定竞争乃属自然
趋势：“富无经业，则货无
常主；能者幅凑，不肖者瓦
解。”虽说直到近代，他还
被“不患寡而患不均”教条
的信奉者斥作“崇势利而羞
贫贱”，但历史总似乎在作
出相反结论。

王振忠的这部著作，通
过考察前近代中国一个特殊
商人群体的活动史，表明那
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在中国
形成“第一世界”，似属人
为，实乃自然。我欣赏这样
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
著作。”——朱维铮

作者简介：王振忠，
1964 年 出 生 ， 福 建 人 。
1982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

1992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
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人
文地理及明清社会文化史的
研究。已出版专著《绍兴师
爷》、《近600年来自然灾害
与福州社会》和学术散文集
《斜晖脉脉水悠悠》，发表学
术论文30余篇，策划“区
域人群文化丛书”并任副主
编，《原学》学术集刊编委。

▲《明清徽商与
淮扬社会变迁》▲
作者：王振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微 信 、
Facebook、人人、微博、博
客、土豆、优酷，满足了社
会集体暴露的欲望。美国名
人 八 卦 网 站 “PerezHilton.
com”每天有450万点击率。

人们这些永无止尽揭露
个人信息的自恋冲动究竟所
为何来？

这是一个喜欢偷窥别
人，以及被人偷窥的时代。

窥视文化是真人秀节、
YouTube、 MySpace、 Face⁃
book、 Twitter、 博 客 、 微

信，以及其他更多现象。
社会评论家霍尔·涅兹

维奇以诙谐又尖锐的笔触深
入窥视世界：他加入各种社
交网站，在聊天室发言，开
设博客，窥探邻居，应征真
人秀节目，和在网上张贴裸
照的空巢期夫妇一起喝酒，
举办“Facebook”派对。一
部分的网络世界游记、一部
分的日记、一部分思索，加
上多位比小说更离奇的真实
世界人物，构成了本书。
《我爱偷窥》反映了越来越

多人的渴望与困惑，让他们
愿意用私生活细节换取情感
的宣泄、他人的注目，以及
远播的臭名。

作者简介：霍尔·涅兹
维奇，曾出版多本小书及社
会评论著作，包括《哈啰，
我很特别：个人性如何成为
新的服从性》，以及《我们
也想分杯羹：大众文化的底
层渴望与再创》等。现在居
住在加拿大多伦多。

▲《我爱偷窥》▲
作者：（加拿大）
霍尔·涅兹维奇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窥其居，
沐大师风雅。36栋日本文豪
私人宅邸，完全写真 36位日
本文坛巨匠，详尽的鲜活人
生一睹文豪生活场所，探巨
匠之写作舞台、卓越文字之
源。

夏目漱石、江户川乱步、
谷崎润一郎、松本清张……
从明治、大正到昭和，他们是
日本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
家，本书带您走进他们的私
生活场所，去一探他们写作
的舞台、卓越的文字之源。

本书图片精美，资料翔
实，对太宰治、夏目漱石、

江户川乱步、谷崎润一郎、
宫泽贤治、林鸥外等几十位
日本近代文豪的宅邸进行了
介绍，展示了文豪们各自不
同的生活态度。为了解一位
作家、阅读一部作品，增添
了更具趣味的视角。

作者简介：高桥敏
夫，文艺评论家、早稻田大
学文学部教授。1952年生。
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
业，同大学院博士。主要研
究领域为近现代日本文学。
著有 《这部小说的光辉》
《以恐怖小说为中心的“现

代文学论”》《藤泽周平负
重而生存之物语》《井上靖
希望的笑》等多部作品。曾
担任《战争 x文学》文集全
20卷的编委。

田村景子，早稻田大
学、亚细亚大学讲师。早稻
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同
大学院博士课程进修。学术
博士（早大2012年）主要研
究领域为近现代日本文学，
兼研究动漫、现代戏剧评论
等。著有《三岛由纪夫与能
乐〈近代能乐集〉与下地狱
者的天堂》、合著有《从广
岛、长崎到福岛》等作品。

▲《文豪之家》▲
作者：(日)高桥敏夫/

田村景子主编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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