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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夏天 送你秋天第一份书单
8月底，酷热渐渐散去，空气中终于有了丝丝凉意，一年中最舒服的时节即将来临，当然，和沁人的

秋风一起来到的，还有本月的书单。

秋风美景加上好书，想想都心情舒畅。如果你对书有选择困难症，如果你时间有限，只想读几本最

值得看的书，那不妨按照这个书单来挑选吧——

《欢迎来到人间》是毕飞宇

时隔十五年推出的最新长篇小

说。小说讲述了“非典”结束后

的夏天，第一医院的泌尿外科连

续出现了六例死亡案例。主刀

的外科医生傅睿在遭遇第七例

病人田菲的死亡后，陷入了现实

和精神的双重危机。围绕着生

与死，整个世界带着荒诞而不可

控的命运惯性倾泻而下……

毕飞宇拿起小说的“手术

刀”，剖开我们的内心世界，观照

现实中每个人的两套生活：一套

装满别人，一套隐于自我。他的

书写清晰冷静，通过“痒”、蚊子

等异质感受来表达烦乱的内心

世界，同时从更宏阔的视角展开

对患者、进城小护士、老院长、

“贤妻”等多重身份视角的打量，

多角度编织医生傅睿的形象。

本书对医疗细节的书写扎

实有据，对不同主体心理状态与

生存境遇的体察细腻深入，关注

以“治病救人”为职责的医生本

身难以言明的病态，是毕飞宇又

一次有力的写作试验。

《欢迎来到人间》
作 者：毕飞宇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越新书《必须写下我们：

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出版，书中

收录了她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

十年来的访谈、座谈和非虚构写

作尝试。《必须写下我们》这个书

名霸气、也任性。评论家潘凯雄

说，世上虽然确有一些“必须”的

事儿，但具体到“写”这件事儿，

又有多少是“必须”的呢？即便

是“被写作改变的人生”也未必

“必须”，但吴越偏要如此“任

性”，倘没有足够的底气与理性

确是会有些风险的。

作为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

赛的一等奖得主，在吴越的“同

门生”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张

悦然和郭敬明，于是她以一名文

学编辑的触角，记录了他们：班

宇、双雪涛、索南才让、张悦然这

些她的同代人是一类，“老外”及

金庸等港台作家是一类，叶永

烈、陈村、金宇澄、苏童这些“腕

儿”们，她也照写不误。

写下他们时，作为观察者、

评论者和采访者，吴越的三种不

同角色都鲜明而又清晰。

苏轼对赤壁的书写留下了

千古不尽的余音，北宋以来，有

大量的文学、绘画、书法、戏剧作

品不断形塑这一文化记忆，成为

中国文化史中具有独特魅力与

记忆的一大表现主题。

不同的作品如何表现同一

个主题？看似偶然的遗世画作、

间隔久远的艺术代际之间，是否

存在内在关联？北京大学哲学

系美学专业博士、中国艺术研究

院艺术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王一

楠的新著《同绘赤壁：与苏轼有

关的图像记忆》以存世的百幅图

像为线索，从艺术史、文学史、思

想史融合的角度，梳理赤壁图像

的发展脉络，阐明与图像相关的

人文记忆。在关注形式差异与

相似的交锋之时，本书意在阐明

内在于图像中的古今共感的生

命意识，探索立足中国艺术传统

的图式研究模式。

《同绘赤壁：
与苏轼有关的图像记忆》

作 者：王一楠 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这是陈保平和陈丹燕夫妇

合作的又一部非虚构作品，也是

一部上海著名的建筑武康大楼

的居民口述。有人说，一个人的

故事是故事，一千人的故事就是

历史。武康大楼的名字是 1953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时定的，

之前它叫“万国储蓄会诺曼底公

寓”，地处法租界，这幢大楼的产

权曾在孔祥熙名下，而宋庆龄在

这里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陈保平陈丹燕呈现的武康

大楼居民口述史，跟想象中的武

康大楼居民的生活很不一样，不

豪华也不戏剧化，也没有时代变

更大浪潮中的那种波澜起伏。

这种预料之外的平淡是真实的

吗？这或许正是扎根于上海写

作的陈丹燕写这本书的意义所

在。

《蚌壳与珍珠:
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
作 者：陈保平 陈丹燕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打开张惠雯的新作《在北

方》，辽阔、冷冽的新英格兰画卷

扑面而来，大洋彼岸是漫漫长

冬，与此伴随的，是定居于此的

华人中产令人嗟叹的人生故

事。张惠雯是一名中产妈妈、家

庭“主妇”，也是一位严肃的写作

者。她的笔下，有美国人所说的

家庭主妇生活，这些日常生活可

见女性作家在中短篇小说创作

中能够抵达的细微和幽深。

“女性主义”和“孤独感”是

能够描述张惠雯小说作品的两

个关键词。女性不管是在美国

还是中国还是欧洲，面临的问题

是一样的，如何从家庭关系中保

持自己的完整性、解放自己，在

哪里都是同样的。

本书写出了北方式的勇气，

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如何在一个

并不公平，充满了千疮百孔的世

界中，通过艰难的选择来维护个

人的独立和自由，这是一个老问

题了，却值得一次次书写。

《在北方》
作 者：张惠雯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国有 2000多个县，此前

调研显示，中国有50%的学生在

县城学校上学。而网络媒体中

讨论更多的是来自城市的教育，

中产阶层“鸡娃”“内卷”和育儿

焦虑。相比之下，县城里的学生

往往是被忽略的。

中国空间站首位载荷专家、

北航教授桂海潮，“从县城走向

宇宙的航天员”的传奇被津津乐

道。像桂海潮一样，在过去人口

大规模流动的 20年，中国有很

多“县中的孩子”，依靠当时县城

的教育考入大城市的 985、211；
也有很多“县中的孩子”，中学毕

业后进入大城市的工厂流水线

或者送起外卖。

2021年两会提出振兴县域

教育。北京大学副教授林小英

试图用纪录片式的分镜头细致

呈现了县域教育的生态，深度剖

析了中国“以县为主”基础教育

管理体制所面临困境的根源及

其后果，详解县域教育何以在今

天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问题式的

存在。

《县中的孩子：
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作 者：林小英 出版社：世纪文景/雅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奥利弗・萨克斯是神经病

学专家，曾是纽约大学医学院教

授，同时也是科普作家，著有《错

把妻子当帽子》《火星上的人类

学家》《最初的爱，最后的故事》

《钨舅舅》等。

《意识的河流》中，他探讨了

演化论、植物学、化学、神经科学

和艺术。同时，他把这些学科知

识与故事、体验结合，以优美的

散文讲述出来。比如我们的记

忆是出现偏差的，达尔文发表

《物种起源》后的 20年人生在做

什么。无论是生活中的科学，还

是科学史的趣闻，他都引用各种

故事，讲得趣味盎然。

萨克斯用优美的文学形式，

让人的生活、成长经历与科学知

识无缝结合，令人感叹：原来，科

学也可以这么美丽、浪漫。

《意识的河流》
作 者：[英]奥利弗·萨克斯 出版社：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四川诗人赵晓梦的新

诗集。“如果少那么一点/麻雀的

生活/或许会更精彩”“你用脚步

丈量生活作风/让自己成为自

己”“人性的弱点经不起核酸三

天两检”“凝视久了，马也能包容

草的所有委屈/也能抽走每个人

做梦的梯子”“人世如此辽阔/恰
好是脚下有草”“酒逢知己千杯

少，咱哥们再干一个”。

诗人赵晓梦离杜甫草堂的

诗意很近。他既是那个在岁月

的夹缝里感时花溅泪的人，也是

那个时而有激情吟唱的人。向

阳与望月，是“晓梦”的两面，他

也是庄生晓梦迷蝴蝶的那只翩

跹的蝴蝶，因为他是一只“在超

市，看名字，看价格，看微信”都

可以入诗的诗蝴蝶。

一部《十年灯》，纪录的是一

个有梦有家人有爱有事业的男

人的十年，也是写诗的十年，快

意与惆怅，豪情与深情，都在他

的生命之中，也在他的诗中。

《十年灯》
作 者：赵晓梦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必须写下我们：
被写作改变的人生》
作 者：吴 越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