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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扫描书

《四 象》
作 者：梁 鸿
出 版 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本书以“梁庄”为背景，塑造了

诞生于不同年代、有着不同身份的
四个人物。梁庄的河与河岸边茂
盛的植物，串起这四人的命运，最
终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作品中冬、
春、夏、秋四个季节的轮转，构成了
四个主要章节，意味着生命的诞生
和轮回，也象征着一个村庄的兴衰
往复，生生不息。

《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作 者：张肖肖
出 版 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5月
全书赏析了 24 首知名的诗

词，对作者的传奇经历进行了生动
有趣的叙述，刻画了众多形象鲜明
的文学家的形象，并揭示了在文字
背后沉默而丰腴的情感世界。

《游牧长城》
作 者：周 涛
出 版 社：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周涛的散文大多取材于大西

北的生活，草原、雪山，民族、历史，
无所不包。本书便是以长城为发
端，由表及里，写的是甘、陕、晋三省
的人事和过往，赞颂的却是生命的
坚韧和活力，是作者对自然万物与
人生诸事的思考和体悟。全书行文
气势雄浑，格调沉峻，笔力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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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宁波阅读马拉松”现
场，拿到新版的《断舍离》，由于比赛
心理作祟，仅用两个半小时草草阅
读，错失了仔细品读、深刻领悟的机
会。

回家重新捧起书来，才有了浅
浅的体悟。我觉得，“立足当下自
我，践行新陈代谢式美学思维”，才
是《断舍离》的真谛所在。

“断舍离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
个方面进行‘物品的断舍离’和‘观
念的断舍离’。只有两者同步，家务
清理工作顺利进行，思维方式也逐
步更新，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作者在《断舍离》中，从衣柜、壁橱到
客厅、餐厅，一一介绍了“断舍离”的
步骤：“认清现状”、“选择取舍”、“收
纳整理”，最后概括出“一放手，减压
力，笑容多”的道理。这就是我所理
解的“断舍离改变人生”的含义所
在。舍得便是获得，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我们能真正把握住“断舍离的
精髓‘出’”，那么就舍得丢弃家中多
年不用的杂物，扔掉柜内几年未穿

的衣服，删除手机上长久未碰的
APP，忘却心中的怨恨和烦扰，还自
己一个清洁安然的坦荡。

《断舍离》让我明白：活在当下，
不沉溺过去，不担忧未来。“通过处
理多余的杂物，来摆脱执念，恢复自
我，发展自我。”书中这句话让我产
生共振同鸣。“脱离心中执念，人生
轻盈前行，放下过去自己，邂逅崭新
自我”。作者让我们“整理”的不仅
仅是肉眼所看到的单纯“物品”，也
包括我们的心灵。

在我记忆中，华罗庚先生似乎
说过：“读一本书，要越读越薄。”人
生就是一部书，在多次反复阅读中，
要不断删除冗余信息，浓缩精华，才
能厚积薄发。是的，在生活中要学
会做物质的减法，精神的加法，筛掉
和摒弃生活与心灵中无用的垃圾，
保留和守护“身心健康”，善待健康
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心态，绽放愉悦
的心情，随时期待遇见崭新的自己。

（《断舍离》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版）

《中国哲学简史》原本是冯友兰
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
授时，向学生讲授中国哲学的英文
讲稿。作为一部哲学的入门读物，
《中国哲学简史》原本的目的也是向
外国介绍中国哲学，全文力求简明
易懂，又能向读者精准传达中国哲
学的精华之处。如今我们在阅读此
书时，也应当从这一角度对本书不
同于其他中国哲学著作的写作方式
加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
下，中国哲学应当如何走向世界，我
们应当如何从对中国哲学的文明回
溯中寻找它的出路、消除世人对它
的误解，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
题。冯友兰先生在这本书中提供了
一种解决思路，于我们而言具有很
高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当今世人对中国哲学最大的质
疑莫过于，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
西方意义上的“哲学”？黑格尔认为
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思想，那些被
视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关
注点往往都在道德伦理、国家政治
之上，而缺乏一种西方的纯思辨式
的逻辑论证与推理。事实上，在此
语境中，哲学作为一个外来名词，其
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西方的思想体
系。用西方的思想模式来评判与之
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体系，本身就存
在一层文化上的壁垒。这一层壁垒
又往往很难被打破，因为壁垒的双
方不仅仅是在思维内容上存在差
异，就连彼此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
不同。由于古汉语的特点，中国哲
学家往往喜欢用简洁优美的语言，
追求一份语言无法表述的话外之
音、言外之意。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中国哲学会更加注重个人内心的

“体悟”，强调一种神秘的“顿悟”式
的体验。而这种思考形式往往只会
在西方宗教当中出现。对于西方学
者而言，哲学思想往往需要借助严
谨的逻辑推理进行表达。哲学家们
需要使用清晰明了的语言，对自己
的观点进行充分阐述。在这种要求
下，西方哲学家们对语言优美性的
追求就会逐渐放低。除此之外，西
方思想观念中与生俱来的严谨性使
得他们将每一种不同的学科进行详

细分类，而中国文化则崇尚“大一
统”，追求文史哲各种层面的兼容并
包。在这样的思维习惯作用之下，
中西方哲学便逐渐演化到了如今彼
此迥异的局面。面对这样的文化壁
垒，冯友兰先生在向国外学界介绍
中国哲学时做出了一些尝试，即按
照西方哲学关注的主要内容与方
法，从中国文化中选取对应的部分，

“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
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
述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章，
绪论）。在这样的叙述视角下，会诞
生许多“前人之所未发”的新见解。
例如为了强调中国哲学中也拥有逻
辑思辨的成分，冯友兰先生加强了
对名家的关注和解读，并提出了名
家学说应当分为惠施之“合同异”、
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的观点等
等。然而这样的尝试也存在一些问
题，在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哲学之
时，为了使西方学者能够更好地理
解，中国哲学的重心可能会有所模
糊和偏移。当然，对于当时的学术
环境而言，冯友兰先生能做出这样
的突破已经是十分杰出的贡献了。

时至今日，中国哲学已走过了
几千年的岁月，在这段发展历程中，
始终贯穿其生命的思想主题究竟是
什么？在读完《中国哲学简史》以
后，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
人生。

从原始社会的神秘宗教仪式开
始，人们就企图为自己有限的生命
寻找一个超越性的存在意义。无论
是将生死寄托于天意，还是进行人
类思想的内在化转向、在自省中提
升自己的人生价值，皆体现了人们
摆脱有限追求无限的决心。然而我
们真的可以到达无限吗？我想答案
是否定的，所谓的无限必然也必须
成为只可接近而不可抵达的存在。
反观中国哲学史，众多思想家也早
已给出了相似的答案。

当然，《中国哲学简史》只是带
着我们触摸到了中国哲学的大门，
门后面仍有一个广袤的世界，留待
着大家进一步的探索与发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2017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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