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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若不小心，这个出自《诗经》的词就可能会用错。它字面上看起来很热，实际含义却恰恰相反：是
说在农历七月天气转凉的时节，天刚擦黑的时候，可以看见大火星从西方落下去。这也再次提醒我们汉语

的幽微丰富。优质的、沉浸式的阅读，能提供仲夏酷热里冷饮所不能供给的一份清凉安静。
孟子告诉我们，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海滔滔，我们需要选择。我们寻觅这样的作品——那些用优美文字展现

普通人日常生活世界、灵魂褶皱的书；那些展现一个人和内心世界搏斗时留下痕迹、肌理的书；那些对我们身处的时
代作出及时、新鲜回应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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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闪耀
沉浸阅读享灵魂清凉

《人居香港：活化历史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香港经验

作者：单霁翔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7月2日对公

众开放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备受瞩目。故宫博物

院前院长单霁翔参与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筹备

工作。在书中，单霁翔回顾了香港历史建筑保护的历

程，着重介绍了“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创新成就

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筹建始末。其中既有对香

港城市规划的解读，又以近百个历史建筑为线索，讲

述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香港经验和香港故事。

《张栻传》
两位岳麓书院“山长”的时空对话
作者：陈谷嘉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张栻是蜀学的杰出代表，也是湖湘学派的灵魂

人物。他对宋代理学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影响深

远，泽被后世。该书作者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院

长陈谷嘉，80多岁高龄的他，在史料及数十年研究张

栻其人其事的基础上，对张栻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

进一步挖掘和阐释，其中包含了许多立足于新时代

对张栻研究材料的解读和阐释，重点记述和阐释了

其以太极、性、理、心为基本范畴的理学本体论思想

体系和以“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为目的的

教育思想。

《探寻第三极：西藏考古手记》
让考古报告中的精髓普及大众
作者：霍巍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

学院院长霍巍，在高原考古领域收获甚丰。本书收

录了霍巍多年来在第三极考古工作中写下的数十篇

随笔，生动记录了作者在发掘、调查以卡若、曲贡、藏

王陵等为代表的西藏古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感

受和思考。霍巍说：“我一直期待着有一个机会，能

够让考古报告中的精髓，以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生

动、活跃的形式加以普及。”

《榆林道》
从人那里读出历史长在现实的样子

作者：胡成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

摄影师、作家胡成在过去10年内，三次踏上陕北

之旅，深度走访绥德、米脂、榆林、横山、靖边等地，沿

途会遇到当地各式各样的普通居民，交流、观察，甚

至融入。他白天行走、拍摄，晚上在小旅馆或者投宿

的民居里写下一天的见闻、感受、思考。与一般常见

的游记文章多注重对景点、遗址等“物”的记录不同，

胡成的书写更侧重于对遇到的西北“人”的描摹。毕

竟，从活生生的人那里，往往能读出最深层的历史长

在现实的样子。

《隐秘史》
突破传统乡土小说艺术范式

作者：罗伟章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罗伟章的小说爱用“史”命名。比如此前备受好

评的《声音史》《寂静史》，以及最新出版的《隐秘史》，

组成三部曲，在文坛深受瞩目。在李敬泽、毕飞宇、

苏童等人共同推选下，该小说获得首届凤凰文学奖

评委会奖。颁奖词认为这部小说“不仅超越了许多

同类题材小说创作的主题呈现，而且在描写技法上

超越了自身的艺术局限，尤其是对人物心理世界的

刻画，成为突破传统乡土小说艺术范式的有意味的

形式——以一种更加恢宏的时空概念打开了人的内

心世界‘隐秘史’。”

《何白李家书》
身教和爱才是最动人的力量

作者：何白李 兰永生（整理）出版社：巴蜀书社

在四川泸州，一段家风馨香、家书传世的佳话传扬至今。从家书

到家庭小报，在平朴、真情、无拘中教化、引导着何氏后人。何白李的

书信文章，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隽永，涉及家事、天下事，关涉读书、做

人、写作、谋事、书画、伦理、教育、哲学、文艺、历史等诸多领域，洞见鲜

明，爱意融融。何白李浸润传统文化，又精通外语，涵养深厚，他的家

书无世俗计较，无诉苦责备，格调超拔。纸短情长，家书家教家风的

背后，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身教和爱，才是最动人的力量。

《野望》
中国传统美学在新时代的新探索

作者：付秀莹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纵然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生活依然是文学创作者目光聚焦

的对象，尤其是对于那些有着乡土成长背景的作家来说。小说《野

望》以二十四节气为叙述结构，节气的交替之下，呈现出平凡、普通

的生活日常。在叙事展开的过程中，作者将北方农村自然风景的

描绘与抒情融入其中。细细碎碎的铺陈式写法，似乎有着《红楼

梦》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子。清新自然的文笔，又让人联想到“荷

花淀派”孙犁的风格。有人评价这部小说是“中国传统美学在新时

代的新探索”。

《关于告别的一切》
以爱情之名书写个体的心灵成长史
作者：路内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路内这部最新长篇小说中，主角李白是个作家，说话幽默有

趣，却是行动上的失语者。在李白的爱情生活中，可以看到他身上

的闪光点以及缺点。更重要的是，他从与自己谈过恋爱的女性身

上，学到了如何去爱，如何去生活，以及告别和接受告别。在路内

的笔下，总是自然展现出20世纪80年代江南一带工厂的面貌、人

情风味，读起来既能跟着他增长见识，也能感受到那个往昔时代的

一切。以至于有评论家称路内是小说领域中的“年鉴学派”，认为

“他以编年的叙事结构，以记忆为调度，让个人成长史混迹于故土

的时代变迁。”

《林徽音先生年谱》
国内首部扎实考证林徽因生平著作
作者：曹汛 出版社：文津出版社

近十余年来，林徽因突然成为文化名家的流量宠儿，市场上关

于这一主题的书呈几何式增长，但真正对林徽因做过严肃认真考

证、研究的作品凤毛麟角。《林徽音先生年谱》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

建筑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梳理、扎实考证林徽因生

平的著作。书中可以看到林徽因各个年龄阶段的照片，同时可以

读到当年她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传奇般的家庭生活、求学经历、艺

术创作和社会交往，以及重要的研究成果，了解一个生于江南的小

女孩如何成长为胡适口中的“一代才女”。

该书书名中为何是“林徽音”，而不是“林徽因”？作者在书中

有解释：林徽因本名林徽音，是其父所起，寄托了父亲对女儿的极

高期望，与林先生一生的气质成就最为相合，“林先生自己也喜欢，

所以现在应该重新改回来。”

《万物闪耀——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
湖边散步会有无穷无尽的句子涌上来
作者：李元胜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过去20多年的时光里，李元胜一边走路、拍摄，一边写诗。他

的诗得过鲁迅文学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被歌手唱出圈。20年的

自然观察、训练有素的微距摄影，以及诗人对万物的敏感，聚集在李

元胜一个人身上后，还催生出了一个全新而独特的作品：李元胜博

物旅行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元胜的自然笔记跟

诗歌是互相促进的。诗的敏感给了他发现、观察、记录自然的独特

视角，反过来，自然旅行也滋养了他诗歌的生命。比如当他在湖边

散步的时候，会有无穷无尽的句子涌上来。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实习生 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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