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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一地一端，
而是“八方雄起”，这些如群星一样的
文明，经过交融合流，最终都依附于同
一个主流，形成我们独特的文明。

中华文化漫长的演变过程经历着
纵横两个尺度的文化交融，横向是各
类外来思潮的影响，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风月同天：古代文化变迁中的
细节》一书，将关注的重点瞄准中华文
化纵向演变的历程，即中国古代文化变
迁中的文化融合与碰撞问题，从物质文
明到精神文化，在一条条历史轴线上追
溯古代文化的生动变迁，从中国人的生
活智慧中打捞文明的动人细节。

该书涉及的主题，包括与人们生
活相关的饮食（火锅、月饼、螃蟹）、服
饰（秋裤）、社会生活（厕所、垃圾、快
递、追星、阅兵、抗疫）到节庆（春节、清

明节）、习俗、信仰（灶神、哪吒、玉兔）
等。不同于那种宏大的叙事，作者着
眼于古人的生活日常，选择从文化变

迁的细节来观照历史，这种边缘文化
史，为思考当下社会文化碰撞提供了
一个别样的切口。

该书作者侯印国是一位严谨的文
化学者，主要从事文献学和文化传播
学的教学和研究，出版有《清代私家书
目研究》等文献学、文化传播学专著，
另有整理和主编的著作《东京梦华
录》、教材《国学通识》等，曾获中国古
文献学奖一等奖、中国目录学会优秀
论文奖等国内外学术大奖，在《扬子晚
报》等媒体开设有学术随笔专栏《侯教
授的文化简史》。

翻开《风月同天：古代文化变迁中
的细节》，在轻松阅读中，可以学到有
趣又生动的历史冷知识，了解到与人
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服饰、节
庆风俗、休闲娱乐等背后的历史变迁

与文化拓展。此外，书中搭配了百余
张高清插图，图文相映，随书附赠配乐
有声书，听读随心。

该书虽落笔于一些古代生活的小
细节，但作家安意如认为，“它并不是
琐细的，相反，它根脉深长，世人难以
尽窥玄妙，喝破本来面目。生活是文
化的承载，文化是生活的根源，两者如
花照水，如水映月，皆可归于中华文化
本身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风月同天》是一本足可玩味的
时间指南。”浙江大学教授杜骏飞说，

“它讲述的是古人的衣食住行、日常生
活、风俗仪式，却令读者感到心灵旅行
的意义。我一直以为，‘风月同天’，远
不只是‘山川异域’里的关怀，更是人
的精神能‘来往千载’的证明。”

封面新闻记者 王卉

孤独，是一个心理状态，也
是社会现象。关于孤独的

文学阐述或者倾诉文章，并不少见。
但是用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方法，以调
查数据为支撑，将“孤独”作为一个社
会问题，较为科学地、全面地进行分析
的著作却比较罕见。

近日，由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策
划，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杜伦大
学社会系副教授杨可明写的《孤独：一
个社会问题》，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引进出版。这本书运用科学的方法，
对孤独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产生的
原因、不同群体孤独的表现进行了探
讨，并提供孤独的自我治愈和他人治
愈的方法，可称之为一本“孤独”专著。

全书带着温情辨析孤独

该书作者杨可明从孤独的定义切
入，在权威数据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
先后论述了不同个体（老年、青少年）
的孤独、社会性孤独、不同群体的孤

独、不同阶层的孤独等孤独现象。书
中探讨的很多问题，可以延伸至政治
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相关领城，具
有较强的开放性。书在结尾部分，还
给出了化解或应对孤独问题的方式，
使得全书在保有学术性的前提下，带
着浓浓的温情。

孤独是否是一个问题？孤独是什
么？孤独有多盛行？作者分析这些问
题后指出，关于孤独的社会研究不足，
孤独也并非只是老年群体的问题，孤
独也包括家庭中的孤独，霸凌与儿童
中的孤独，排外、歧视和在成年人中的
孤独，移民群体的孤独……作者还辨
析了独自一人、孤独和独处的区别和
联系。

为每个“孤独”的人而写

杨可明在书中透露，这本关于孤
独的书，内容与他亲身经历也有关
系。在他记忆中，从小学开始，孤独感
就如一位常客出现在生活中，并且孤
独的频率、持续时长、强度毫无规律可
言。尽管可能没有刻意使用“孤独”这
一词去描述特定时刻的此类感受，但
是，“孤独的的确确笼罩在放学时没有
其他孩子和我一起嬉闹着回家，回家
后发现屋里空无一人，课堂上只有我
一个人能答上非常烧脑的问题，没有
人和我持相同意见，以及从一个国家

漂泊到另一个国家，申请工作被拒的
时候，或是觉得全世界都不理解自己
的时候……孤独的清单，我可以无止
境地列下去。”

纵然感到孤独带来的痛苦，但此
前杨可明未将其视为一个严肃的问
题。直到攻读社会学专业后受到启
发，方知研究者有义务从整个社会的
角度和利益出发研究这些经验和感
受。尤其是当他了解到黛安娜王妃、
伯特兰·罗素等名人都非常孤独、至
少有时非常孤独时，他开始意识到孤
独不是个人或者自己的小问题。“我
发现，在这世界，成百上千万的人都
有着孤独的感觉，这种感觉弥漫在留
学生、照顾宝宝的母亲、包括那些独
居或是住在养老院的老人中。个人
经验确实直接地帮助我解决了一些
问题，但这本书的内容在很多方面都
超过了上述提及的范围，此书也是为
了每一个孤独的人和每一位关心他
的人而写。”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如何化解孤独感？
“孤独”专著给你答案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替。知道我们的生命缘起何处，知道
我们的脚步迈向何方。‘炎黄子孙’这
个名字千年不改，万年不变！”央视大
型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中的这
段话，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
要读《史记》？

有人说，读懂《史记》，也就读懂了
人性。有人说，不读《史记》百三篇，阅
尽群书也枉然。也有人说《史记》是一
部“错题集”，能帮你找到人生成功的
路径，从小学习《史记》，会从中学习到
大智慧。为此，针对青少年群体，广东
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史记·青少年版》
丛书。

语文考试中很多文言文阅读题、
材料解析题，都出自《史记》。比如小

学课文《将相和》《田忌赛马》《西门豹
治邺》，初高中教材中的《管鲍之交》

《周亚夫军细柳》《陈涉世家》《鸿门宴》
等。《史记》深受高考出题者的青睐。
从1952年开始，每年高考必考的知识
点中都含有《史记》的内容。

就是这样一部杰作，却让很多人
望而却步，因为《史记》原文晦涩难
懂。《史记·青少年版》，则解决了这个
难题。

首先，由青年历史学者把关，还
原《史记》原貌。这套共八本的丛书，
是由著名青年历史学者、南开大学历
史学院副院长王昊教授和历史学博
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建明
教授共同编著，参考权威版本，吸收
最新研究成果，对原文的通假字及不
当简化的字词，都附注了对应的通行
字；生僻字注音，配备注释解析及故
事相关典故、人物延展，可以轻松无

障碍阅读。
其次，这套书中包含了近百张蕴

含古风古韵的历史图片，如周文王像、
项羽像、孔子杏坛讲学图、信陵君战退
秦师图等；包含百余位著名历史人物
的故事，如武王伐纣、霸王自刎乌江、
陈胜吴广起义、张骞凿空西域等；包含
200余个知识点，覆盖了中小学语文教
材，囊括了文言文常考篇目，并选择近
几年阅读理解习题中频繁出现的典型
篇章加以解读。

当然，读《史记》并不仅仅是为了
应付考试。因为历史是人们参透人
情的一盏灯塔。以《史记》看世俗人
心，三千年未曾大变。读历史人物、
故事，就是洞悉世事、通晓人情的一
条捷径。

封面新闻记者王卉 图据出版社

《风月同天》揭示文明的动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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