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来得
及》，跨越年龄的不老偶像

“何炅”，首度讲述青春记
忆、私享人生感悟。

他说：年轻时的自己还
是要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做
好。但是，疲于奔命的慌乱
可能也是青春期的一种普遍
状态，因为不是特别确定自
己到底要去哪里，很多事情
都处在一个努力尝试、努力
做好的阶段。一定要经历之
后才知道到底收获了什么，
才知道如何选择。

人生中那些看起来似乎
毫不费力的好机遇，其实都
是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和等待
的。坚持好每一个当下，梦

想就会如约而至。
《来得及》，何炅与黄

磊、刘瑜、蔡康永、林夕、
好妹妹乐队、等人坦诚对
谈，分享更多青春私体验。

《来得及》，更多当红作
家，十二、午歌、里則林、
周宏翔……相约此书，共同
讲述青春故事。

作者简介：何炅，
1974 年 4 月 28 日出生，主
持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
伯语系教师。

自 1998 年起，主持湖
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栏
目长达十余年。此外，主演
《正德演义》等影视剧，并
发行过 3张音乐专辑和 4部

文学作品，2004 年发行歌
曲《栀子花开》。曾先后主
持快乐男声、超级女声、勇
往直前、百变大咖秀等超高
收视节目。获得第二十二、
二十五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
秀主持人奖，第十六届上海
电视节电视节目主持人 30
年年度风云人物，湖南卫视
最佳主持人和最受欢迎主持
人奖，并作为主持人入围
2009 年亚洲电视节最佳娱
乐节目主持人奖。

2014 年，何炅受邀成
为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内地
首位制作蜡像的主持人。
2015 年 5 月 17 日，从北京
外国语大学辞职。

▲《来得及》▲
作者：何炅
浦睿文化/

湖南美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这是红遍
微博的“老树画画”的一
份回忆录，一份对画画、
对审美、对这个世界的内
心告白；也是一本极具标
志性的老树式长衫人物画
集。一图，一文，即可窥
见老树完整的画中世界和
画外行藏。

画分七组，“日常”、
“闲情”、“花犯”、“心
事”、“时节”、“江湖”、

“桃源”，最具标志性的老
树式民国长衫人物画，加
上最有味道的老树式“歪
诗”，连接起来就是这个独

特的长衫人物的世界，就
是老树自身的世界。

文有七题，以“答客
问”的形式，讲述老树从
画的经历、师承，谈自己
的画，说自己的“诗”，字
字都是“自家的思，自家
的爱，自家的园子，自家
的菜”。

作者简介：老树（新
浪微博“老树画画”），本
名刘树勇，1962 年生于山
东临朐，1983 年毕业于南
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
传媒学院教授，艺术系主

任。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自习绘画，问学于梁崎、
王学仲、霍春阳诸师。后
开始致力于视觉语言与叙
事方式的比较研究，广泛
涉及文学、绘画、电影、
书法等领域。90 年代中期
以后，转而关注当代中国
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
在的相关问题，有大量批
评文章行世，著作数十
种，并策划诸多影像展
览。目前，主要从事影像
的媒介传播研究和具体实
践。2007年始，重操画业。

▲《在江湖》▲

作者：老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在你故事
里的别人，在别人故事里的
你，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
开始一段故事，就选择了所
有经过和结局，九种逃离，
又回到最初的地方。

台北·自画像，别那么
快就走！时间还没到！拉
萨·绿度母，这个是绿度母，
观世音菩萨的眼泪变的。三
亚·手铐：他们做的许多事
终久是对真空下的窒息做无
望对抗。青岛·爸爸：怀
念，就是任由生活中的那个
窟窿敞着，永远不愿意补
上。伊苏瓜·海蓝宝：我会

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
你不要把我忘记……武威·
腿：她要去武威，去她爱的
人生命的起点。维也纳·衣
柜：自己会在另一个真空里
活着，孤独，但活得比任何
人都长久。轻井泽·温泉：我
想跟你走，哪怕只是为了一
时的感情。美国·香气：他会
找到她。

作者简介：蒋方舟，
1989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
北襄阳，中国青年作家、
《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蒋方舟少年成名，7岁
便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

集《打开天窗》，此书被湖
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
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蒋方
舟在《新京报》、《南方都市
报》等多家报刊开设专栏，
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生活。
2005 年，当选中国少年作
协主席；2008 年被清华大
学“破格”录取，并引起了
较大争议；2009 年 10 月在
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
的第七届人民文学奖评奖
中，蒋方舟获得散文奖。

2012年6月，蒋方舟从
清华大学毕业，并就任新周
刊杂志副主编。

▲《故事的结局
早已写在开头》▲
作者：蒋方舟
九州出版社

▲《世间所有的寂静
此刻都在这里》▲

作者：小引
新星出版社

内容简介：松果满
地，沉默不语，一万年的岁
月挥手即去。

《世间所有的寂静 此
刻都在这里》是作家、诗人
小引的首部全彩精华散文
集。年轻时，你走遍世界，
只为寻找他乡；多少年以
后，蓦然回首，回家的路才
是旅途。从离乡到还乡，从
寻找到安放，从青葱少年到
沉稳中年，回忆与现实点滴
交织。一个人的成长史，也
是一个家族、一个时代的变

迁史。
再坐一会儿吧，有人对

我说，世间所有的寂静此刻
都在这里。好久没有听见这
样留人的话语了，特别是在
昙华林初春的烟雨画卷中，
再饮一杯的请求谁能拒绝。
多年以来，我们看惯了这世
间的粗糙，小引的文字如月
光洒落，落入心间，皎洁明
朗，安静如斯。

作者简介：小引，诗
人、作家。笔名出自“无人可
论江南事，小引春风上画

图”。
楚天都市报、深圳特区

报、武汉商报、《人与城
市》等报刊专栏作家；《国
家人文地理》特约撰稿人。

2000 年以短诗 《西北
偏北》获首届榕树下全球网
络文学大奖赛诗歌金奖，并
被谱曲传唱。

著有诗集《我们都是木
头人》、《北京时间》、《即兴
曲》，散文集 《悲伤省》、
《世间所有的寂静 此刻都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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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家声音各家声音 ▶▶
◆ 郭敬明之所以这样红，这不仅仅是

小女生的梦幻式的向往，而是代表了中国相
当一批年轻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
就是两个字：成功。这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
主流价值。成功的标志通常是物欲化的，用
某些稀缺的财富和资源来衡量的。

学者许纪霖在题为《在小时代，理
想主义如何可能》中的观点

◆ 现在感觉和孩子最远的距离不是
分隔两地，而是我对她说话，她一直在玩
iPad。

《2013年中国城市儿童生活形态
报告》显示：4-6岁孩子中，约53%
会上网，近八成未成年人用移动终端
上网。郑州一位任女士这样描述自己
和孩子的关系

◆ 我们是世上最平常的一对。天塌
地陷了，我们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风风火
火了，我们还是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

王蒙已故的妻子崔瑞芳曾在《我的
丈夫王蒙》的序言中如是说

◆ 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
条陈：抄录或笔记。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
智慧；有智慧的人倒是记性不甚好。大抵凡
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
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
刻抄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用眼光来整理
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

梁启超论读书方法

◆ 那些对抗的部分并未丢失，只是放
进了抽屉。

金士杰讲时间怎么将他从叛逆青
年变成一个能与心灵和平相处的人

◀ 微言博语 ▶
@茶水书僧：去杜甫草堂，公交车翻

读。“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不知用典何在？”背后传来一位老爷爷的声
音。他说，看我在读《杜诗详注》，便来询
问这本里可有《秋兴八首》的笺注。可惜我
独带了第二册，没有收录。“或恐在第四
册，那时他已经去了夔门。万里悲秋常做
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老爷爷如是说。

@章文的文章：这一周在西北游览之
余，抽空看了蒋经国先生的《伟大的西北》
以及李烛尘先生的《西北历程》。相对经国
先生的粗略见闻，烛尘先生以一名矿业专家
身份所做的调研报告更有传世价值，尤为我
艳羡不已的是，烛尘先生文字之优美之传
神，令人读时如炎炎夏日饮冰水、冷冷冬夜
拥火炉。

@不变的糕哥：许知远：在我们欢呼
信息革命和全球化，造就了年轻一代的专业
人士，一个视野更开阔、更富足的中产阶级
时，他们却又立刻陷入了消费主义与网络带
来的“自我沉溺”，他们对于公共事物缺乏
兴趣，追逐的是即时的个人快感。他们也是
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愿意保持现状，而非改
变现状。

@岂有此女：手边书：《悦食中国》，
西安·京都：古都食之路。“见风消，是将糯
米皮烤熟、风干，再用油炸制成。坊间多
传，是因为此糕点被风吹一会就会蔫塌，于
是叫“见风消”，如今在西安的餐馆里仍能
找到它的演绎品：泡泡油糕。”

@咆哮女郎柏邦妮：又看了一遍
《海上花》：沈小红周双玉黄翠凤都是尤三
姐，美艳刚烈。沈小红是下品，爱欲缠身无
力主张，只能随之沉浮；周双玉是中品，拼
得头破血流，不能眉目不扬；黄翠凤是上
品，性情都在，机智也在，全身而退叫人敬
重。周双珠和张蕙贞，是宝钗和袭人，世故
聪明，性情平顺，不可侮，有善心，常给人
周全。

@补牢的围脖：今儿在孔夫子网发现
了崭新的《李劼思想文化文集》全五册，刚
好书店店主就在西宁，立马电话嘱托西宁老
友帮忙拿下，店主居然送货上门，三天后我
即可得到。大喜！

内容简介：《文化记
忆》是扬·阿斯曼系统提出

“文化记忆”理论的经典之
作。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
分探讨了记忆（有关过去的
知识）、身份认同（政治想
象）、文化的连续性（传统
的形成）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在古代
埃及、以色列和希腊三种高
级文化中，有关过去的集体
图像如何构成，对民族身份
的确定和强化起到了怎样的
作用，文化记忆又是如何形
成并发挥作用的。这一理论
不仅为认识不同文明成长的
内部机制和兴衰根源提供了
崭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澄清
有关记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
模糊概念，促使我们重新审

视并定义历史真实性和客观
性问题。

本书多次再版，被译成
多种语言，并为作者赢得

“德国历史学家奖”这一德
国历史学界最高的荣誉。

《文化记忆》无疑应当
被列入今年面世的思想最丰
富的著作，作者的见解让读
者耳目一新。——库尔特·
罗伊曼，《法兰克福汇报》

这是一本立论不落俗
套、论述层层深入、结论让
人深思的必读书。——克里
斯蒂安·迈尔

扬·阿斯曼跨越其专业
埃及学的界限，对古代文化
进行了纲要性的解读。不仅
如此，书中深邃的剖析和令
人信服的论证对我们正确理

解当下自身的处境将大有裨
益。——阿尔贝特·冯·西恩
丁格，《南德意志报》

本书深刻阐述了记忆、
身份和文化延续性之间的关
系。阿斯曼认为，传统应当
被视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变
化的过程，而正典和经典的
确立是传统得以延续的先决
条件。——戈尔丁·琼克，
《元神》

作者简介：扬·阿斯
曼，国际知名埃及学专家，
现为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兼
任德国考古研究所、德国历
史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研究
员。从1970年代起组织有
关记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开创“文化记忆”理论，在
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文化记忆》▲

作者: (德) 扬·阿斯曼

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