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单“五一”悦读

书单分享人
陈嘉映(哲学家、首都师范大

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在上世纪80年代，《存在与时

间》的首次译介与出版是一个具有

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海德格尔由

此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热潮，并持续

发挥影响力。陈嘉映在上世纪70

年代末读研究生时，因为导师熊伟

的影响开始阅读并翻译海德格尔

的作品。

陈嘉映翻译的海德格尔《存在

与时间》，所写的《海德格尔哲学概

论》《〈存在与时间〉读本》和维特根

斯坦的《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读

本》，是包括当下学人、普通读者走

进两座哲学“高山”的必经之路。

此外，陈嘉映授课、著书、演

讲，吸引众多青年爱上哲学，爱上

思考，从事哲学。陈嘉映撰写的哲

学教材《语言哲学》，让无数学子受

益。他的哲学文章、思想随笔出版

成书，被广大热爱思考的非哲学专

业人士所热爱，比如《无法还原的

象》《从感觉开始》《哲学·科学·常

识》《说理》《白鸥三十载》《价值的

理由》《何为良好生活》等。

语言哲学、心智哲学是陈嘉映

近些年来哲学工作的重要领域。

科学与哲学，感知与理知，道德与

情感等，也是陈嘉映深度思考的概

念。陈嘉映曾在他的《感知·理知·
自我认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

判断，人类理性的工具化发展招致

了“理知时代的终结”。他写道：

“理知走得越远，感知的切身性或

丰富性就越稀薄，乃至最后完全失

去感性内容，变成了纯粹理知、无

感的理知。”

对当下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迅

猛发展的时代，陈嘉映也抱以忧

思，并提出当理知脱离了感知，当

“智能”取代了“智人”，当“数理”取

代了“道理”，当理性沦为了赤裸裸

的工具理性时，人类也许会面临更

多的挑战。

关于读书，陈嘉映提到这样一

个观点：“读书从来不只是为了吸收

信息，读书把我们领进作者的心智

世界,我们通过阅读与作者交谈，培

育自己的心智，而不只是搜寻信息。”

陈嘉映分享的书单以硬核、前

沿科学作品为主，但也有像《苏东

坡新传》这样的人文作品。

《复杂生命的起源》
[英]尼克·莱恩著严曦译
后浪&贵州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家尼克·莱恩从生物能量角度，交给了我们一

把有望解开生物起源之谜的钥匙。在这一本大胆、雄辩式的

作品里，生命的起源、人类的健康乃至生死，都可以从能量角

度重新发问。

《迷人的液体》
[英]马克·米奥多尼克著孙亚飞译

未读&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是一本介绍液体及其特性的材料学科普书，副标题是

“33种神奇又危险的流动物质和它们背后的科学故事”。作

者用专业的材料学知识为我们解读了日常生活里各种各样

的液体。在一次飞机旅行中，他看到了水、胶水到咖啡、葡萄

酒、液晶显示屏和洗手液等各种物质的碰撞。从钢笔和航空

煤油，到计算机的前沿研究，米奥多尼克运用他幽默风趣的

科学叙事，向读者展示了液体是如何迷人又危险。

《苏东坡新传》
李一冰著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跟林语堂发挥文采写苏东坡不一样，李一冰重点取材

东坡诗词，参考了百余种书目，以坚实的考订和热情的笔

触，用70万字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苏东坡。食蓼少

年、变法与党争、乌台诗案、黄州五年、飘泊江淮、风雨京华、

书斋内外、杭州去来、海外东坡等等，他写得极细致，紧扣诗

文与经历，交错分析。

《物理学的困惑》
[美]L·斯莫林著李泳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为什么物理学突然陷入了困境？我们能为它做些什

么？在斯莫林看来，一个主要问题出在弦理论：一个野心勃

勃的“万物之理”的蓝图，想要解释自然的所有粒子和力，解

释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弦理论凭它新奇的新粒子和平行宇

宙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也赢得了很多物理学家的心。但这

是理论的陷阱：弦理论没有一点曾被证实，也没人知道如何

去证实它。实际上，弦理论出现了无限多个形式，意味着没

有实验能否定它。

《中亚行纪》
[挪威]埃丽卡·法特兰著杨晓琼译

理想国&河南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穿越中亚国家的所见所闻。随着故事的进展，作者深

入当地社区，与当地人交流，展示了中亚民间文化的各个方面。书中贯穿着作者

对于人类学、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思考和探索。伴随着这些知识和体验，帮助读

者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了中亚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

《追寻记忆的痕迹》
埃里克·坎德尔著 喻柏雅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这是神经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的自传，副标题是新心智科学

的开创历程。坎德尔的职业生涯，恰逢现代科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时期。

在他进入医学院后不久，DNA分子结构被发现，给整个生物学界带来了革命性巨

变。在书中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神经科学这个学科从无到有的发展史——人

们如何开始用生物科学的方法研究学习和记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领域得

到了哪些发展，科学界又对未来怀有哪些愿景和期待。读者不仅可以了解神经科

学这一学科的动向，更能窥见最顶尖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思考路径，以及一个卓

越科学家的素质和襟怀。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德]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著周全译

译林出版社

这是德国政论大师级现代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晚年的著作，被誉为

“哈夫纳留给后世的遗产”。该书回顾了从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如何

创建德意志帝国，直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将国家带往毁灭之路的历史。哈夫纳

以时代见证者的身份口述这部遗产时，仿佛从远方透过望远镜一般，让人们对德

国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刘珈汐

哲学家陈嘉映：
读书是培育心智，而不只是搜寻信息

深读 2023年4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叶红 版式吕燕 校对毛凌波 13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中亚行纪》

《追寻记忆的痕迹》

《迷人的液体》

《复杂生命的起源》

《苏东坡新传》

《物理学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