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西方历史，大
多数人略知一二。但
是，有些道理、逻辑，你
或许还不太懂。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
系主任李筠举几个例
子：你肯定知道古罗马
辉煌灿烂，但是你很可
能不知道，雄伟壮丽的
大竞技场是罗马皇帝
讨好和贿赂罗马人民
的“赃物”；比如，一说
到中世纪，你第一反应
可能就是“黑暗的中世
纪”。但是，这种认知
大有问题。中世纪绝
不是一团漆黑，它的成
就直接引出了现代的
西方，它是我们熟悉的
现代西方得以诞生的
母体；你可能知道《大
宪章》，也大概知道它
是宪政的原点，但你可
能不知道，《大宪章》一
开始只不过是一份贵
族和国王争夺权力的
协议。那它后来为什
么会变成让每个英国
人都享有自由的根本
大法，为什么享有神圣
法典的崇高地位？

不同于教科书式
的编排和叙述方式，这
本书以关键词和思考
题为纲领，用专题讨论
的写作形式，拆解西方
历史中的重要命题和
规律，靠谱又不枯燥，
用更懂中国人的方式，
把西方的门道讲给中
国人听。它通过“古希
腊”“古罗马”“中世纪”

“现代”4 个时间阶段、
50个关键节点，从宏观
上梳理了西方文明的
发展脉络，串联起西方
文 明 3000 年 的 演 化
史。将大众对西方的
各种散点式印象，用一
条清晰的线索串联起
来，展现一场延续几千
年的精彩风暴；同时展
现了很多深层次的洞
察，让读者可以在耳熟
能详的故事里，发现意
想不到的新意。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哲 学
不应该束
之 高 阁 ，
它与我们
每个人密
切 相 关 。
哲学关系
到每个人
如何理解
世界与自
己的关系。

“做人
最重要的
就是开心吗？”“下班后的工作消息
该不该回？”在第七期“奇葩说”中，
导师刘擎以哲学的睿智与清醒，和
我们一同思考着这些生活中的问
题。他儒雅而又明达，一位位观众
被说服，又被治愈。刘擎让我们知
道，哲学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它
思考的，首先就是我们的生活。

有的哲学书让人感觉站在橱
窗之外，而《认识世界》让人感到身
处剧场。《认识世界》是一部专门为
大众读者所写的哲学史，如连载小
说一般，将一位位哲学家带到我们
眼前，将他们的哲学思考融入故事
之中。什么才是好的生活？生命
是否有意义？什么是对的，什么
是错的？是否有正义？很多问
题，我们可能不止一次追问过自
己。就算哲学也提供不了终极答
案，但哲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这些概念。

谁 是
李济？想
来很多读
者对这个
名字比较
陌生。与
他在大众
眼中的寂
寂无名不
相符的是
他对中国
考古学所
作出的卓
越贡献。李济系湖北钟祥人，著名
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第一位
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29岁就受聘
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
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同
时，他是第一位独立主持现代考古
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
学之父”。1928年至1937年，李济
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
发掘工作，使得殷商文化由传说变
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
推移了数百年。李济还培养了张
光直、许倬云等学者。

这本书是李济目前唯一翔实
传记，作者岱峻（四川人，著有《发
现李庄》）翔实完整地钩沉了传主
的生平与治学。以考古学之精审
格致，饱蘸历史之温情笔墨，发掘
一代学人之风骨样貌。作为一部
学人传记，作者除注重资料充盈翔
实之外，对传主学术影响、处世原
则、际遇得失的评价，持平公允而
不失温情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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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一本公共
卫生领域
的经典科
普著作，堪
称是一部

“医学界福
尔摩斯探
案”。作者
历时六年，
采访了超
过 500 名

“流行病情
报 局 ”
（Epidem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简
称EIS）的校友或家属，回顾了半个
世纪以来EIS执行过的流行病学调
查工作。“流行病情报局”隶属于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是世界上
最早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为
学员提供流行病学培训课程。基于
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这
本书中全景式地介绍了半个世纪以
来EIS执行的艰苦卓绝的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展现了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所需要的品质和头脑。书中揭示
了流行病学调查的经验和教训，也
展现了人类与流行病斗争中一次次
的努力与决战到底的决心。马克·
彭德格拉斯特毕业于哈佛大学，是
一名追根究底的记者，也是一位学
者。他撰写的《流行病调查局：我
们是医学侦探》等书籍曾被评为《纽
约时报》年度作品、《发现》杂志年度
科学书籍，目前已被翻译成15种语
言出版。2021年春天，引进中文简
体版时，得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推荐。

1613
年至 1917
年 ，在 罗
曼诺夫王
朝 统 治
下 ，俄 国
从被西方
鄙夷不屑
的落后穷
国 ，一 跃
成为疆域
举世无匹
的强大帝
国，不仅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
还涉足欧洲政治，却又从峰顶倏忽
坠落，走向毁灭。在这三百年中，既
有锐意进取的改革、可歌可泣的爱
情、荣耀辉煌的战绩，也充斥着血腥
毒辣的阴谋、颟顸残酷的暴政、令人
扼腕的失败。这段传奇般的历史奠
定了现代俄罗斯的基础，也构成了
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底色。书中以曲
折生动的叙述，将18位沙皇的事迹
逐一展现，并以专题讲解了“天堂之
城”圣彼得堡的建造以及冠绝天下
的沙皇珍宝在亡国后流向何方。俄
国的宫廷有极尽奢华的宫殿、倾国
倾城的容颜，但阴险狠毒的权力斗
争、荒唐混乱的宫闱秘事也无处不
在，甚至比小说更加精彩，它们证明
了人性的复杂与政治的险恶，也一
直吸引着人们一窥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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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顾所来
径，苍苍横翠
微。提到川藏
公路，很多人
想到的是绝美
的沿途风景，
以及很多自驾
的“驴友”对它
的礼赞。但其
实在绝美的风
景背后，有着
无数筑路人默
默无闻的血汗
努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四
川路桥人转战在崇山峻岭之间，凭着

“让河水开路，让高山低头”的不屈斗
志，发扬不惧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在
茫茫雪域高原上，让一条条公路穿越崇
山峻岭、横跨大江大河，实现天堑变通
途。“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年喟叹
彻底成为历史。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无
数感人的故事，动人的情感，值得打捞
和书写。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蒋蓝

“踪迹史”再出新章。长期从事田野实
地文化考察的蒋蓝，撰写过众多历史文
化名人的踪迹，比如唐友耕、石达开、骆
秉章、王闿运，写过两卷本《踪迹史》，影
响不俗。这一次，蒋蓝再次出手，追踪
一群特别的人物——四川筑路人踪迹，
写出这部崭新非虚构之作。作品围绕
川藏公路和成阿公路这两条“天路”，以
筑路历程为经，以沿途风物、季候、历史
遗迹为纬，表达他对无数个普普通通的
四川筑路人的敬意。

这是陈行
甲的一本自传
体随笔。他从
自己的童年岁
月写起，写对
自己恩重如山
的母亲，写相
濡以沫、灵魂
相契的爱人，
写从大学毕业
到基层工作九
年多的生活经
历。尤其是回
顾了自己在巴
东任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和生活，以及
2016年任期届满被提拔后辞去公职转
场公益的心路历程。他用鲜活的故事
和大量的细节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出
身寒微的普通人的爱与成长，以及如何
在世事变幻中守住内心和实践的知行
合一。文笔流畅，感情真挚，正气凛然。

陈行甲是一个新闻人物、社会名
人。他的做法、选择曾引发很多人关
注，以至于一度成为“网红”。但这本书
远远不是名人出书那种概念，因为那远
远不能准确、完整表达这本书的价值、
意义和光彩。这么说吧，这本书讲述了
一个出身寒微的农家子弟，是如何靠着
来自母亲的爱和影响、妻子的懂得和支
持，成为一个阳光乐观、善良正直，而且
即使面临复杂的状况也不变形的有魅
力的人。如果说善良正直还不算特别
特别罕见，那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
阳光乐观，这就是一种只有绝少数人才
有的境界。而且，抵达这种境界，说难
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我认为，秘诀之
一，应该就是，简单的心，无欲则刚，凭
着直觉相信，美善最终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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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 《流行病调查局：
我们是医学侦探》

《天路叙事》 《西方史纲——文明
纵横3000年》

《李济传》

《俄罗斯帝国的兴衰》

《在峡江的转弯
处：陈行甲人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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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做键盘侠，做个阅读侠吧
12本书打包送别人间四月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