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读书·汇思
2023年7月2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晨辉 编辑：葛艳茹 美术编辑：卞锐

E-mail:53644327@qq.com

重
磅品 荐

张静芳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汪

家明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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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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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的独特魅力

《中国戏七讲》

李楯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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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奇妙世界

《亲爱的数学：在无限的边缘超越》

【英】戴维·达林、阿格尼乔·班纳吉著

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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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梦想引领一生

《最后的演讲》

【美】兰迪·波许 、杰弗里·扎斯洛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23年6月

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人机交互及设计学教授
兰迪，于2008年 7月因胰腺癌并发症去世，年仅47
岁。逝世前几个月，他曾进行了一场轰动全美的“最后
的演讲”。这本书就是这位人机交互研究先驱，面对不
可知的未来，留给大众最后的馈赠。

在这本书里，兰迪告诉我们，不要只是“过一
生”，而是要用梦想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感恩、真诚、
助人圆梦的心态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执著、无惧、乐
观的态度来引领你的一生。如果你做到了这些，人
的一生就不会再有遗憾。李开复在给这本书作序时
写道：“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兰迪的孩子一样，用梦
想引领他们的一生。”

在这本书里，清华教授带领读者探寻戏曲背后中国
人的心灵世界，从中国戏的可听、可看处讲起，将二十七
出好戏解读得淋漓尽致，尽显古典戏曲独特魅力，并通
过上百幅彩色图片，视觉还原“戏里戏外”多彩世界。
作者认为，戏是诗、词之后“最中国”的抒情方式，蕴含

着中国人特有的认知、思维、记忆、表达和交流、互动的方
式。本真意义上的中国戏，要从中国戏（以京剧、昆曲为代
表）的可追寻处（可听、可看处）讲起，而非停留在文学史和
戏曲史中以文字钩沉；要突破舞台上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戏
剧理论范式，用戏曲自有的语汇去理解它的独特之处；要
突破艺术和娱乐的狭义层面，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广阔空
间理解它何以成为中国人生命的组成部分。

本书作者戴维·达林和他的天才学生阿格尼乔·
班纳吉认为，数学是通往奇妙思维世界的钥匙，它可
以帮助我们突破现实世界中思维的枷锁，用出乎意
料的方式重新看待我们所熟悉的世界。

他们从现实世界的问题入手，选择数学领
域里的一些典型主题，如四维空间、分形、悖论、
拓扑等，将几百年来的数学家接力探索的发展
历程融入其中。他们运用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
事例、大量形象的比喻和轻松有趣的语言，尽量
减少方程和运算公式的出现，展现了数学有趣、
古怪与魅力的一面，提供了一次充满惊奇的智
性之旅。

这是作者新近完成的一部诗
集，多为短诗，连题目都没有。按照
诗人自己的说法，这些作品叫禅
诗。禅诗不是一个新概念，在中国
诗歌史上早已有之。这些禅诗是作
者对传统禅诗写作的一种延续和创
新，也是他在诗歌艺术探索上的一
种有益尝试。

禅诗在题材上极为广泛，篇幅
短小，其核心是要有禅意。所谓禅
意，其实就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
具有出世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
出世不等于厌世、逃避。在很多时
候，出世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深入
世界的方式。
在艺术表达上，邱华栋的禅诗借

鉴了传统禅诗的一些艺术手法，也有
自己的独到摸索。这些诗篇幅短小，
点到为止，不把自己所体会到的体
验、思考、感悟全部说出来。比如“茶
满了/茶杯空了，留有余香/茶又满
了”，具体的“茶满”和空杯的“余香”
相互交织，形成了诗人对不同的“满”
的状态的理解；“强风吹起时/飞得最
高的，是垃圾”，这样的诗既有传统意
味，更有现代意味。仅仅两三行，或
者三五行，诗人就写出了对某些现象
的思考，甚至蕴含了对人生、现实的
思考，读起来余韵悠长。

这些诗注意留白，追求含蓄蕴
藉的美学张力，有时只点出现象或
事实本身，而自己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则融合其中。比如“楼
兰，无楼，无兰/一片废墟。我无
言”，借助对“楼兰”二字的解读，想
到了“楼”“兰”——这些由地名生发
出来的意象既体现了一种艺术上的
机智，又都是对精神的思考，于是面
对“一片废墟”时，“我无言”成为作
者的真实感受；“梁武帝问：我对面
坐着的，是谁？/达摩说：不认识！”
现实生活中，不能认识自己的人其
实大有人在，有的是不自知，有的是
忘我，二者的境界其实相差很大。
这些作品写的好像都是外在的物象
或者事件，但组合在一起，实际上写
的是人，而这些现象背后的、作品中
最关键的信息，其实都是隐藏起来
的，需要读者反复阅读、思考。
诗人关注的主要是来自当下的

现象、个人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思
考、感悟，和现实结合得较为紧密，其
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禅诗内涵。
“好话不可说尽/福气不可都来”，“闪
电再快，也能被我的目光追赶/雷声
再响，而闪电已将它遗忘”，“真相/在
石头缝里沉默/青苔/是醒目的线
索”……这些诗篇写的似乎都是大家
熟悉的事物或现象，但诗人真正目的
是写人生，尤其是他自己所感悟、认
可的人生态度，这些感悟、态度在很
多时候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关涉现
实、关涉人心、关涉精神、关涉境界，
甚至最终关涉人的命运，需要我们慢
慢揣摩，尤其是要结合他人经验、个
人经历进行揣摩，才能从中获得深度
思考和有效启迪。

这套书在潜移默化中，传达了一个现代观
念：追求金钱是改善生活的基本需要，获得财富
是劳动的应得报酬。凭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合
法经营、赢得口碑、创立品牌，赚到的每一个铜
板都是干净锃亮、值得钦佩的。中华匠人做出
品牌，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解决就业、满足消
费需要，而且合理纳税、造福社会。创业者获得
名利，也是对企业家勇于冒险、敢于创业、勤于
发展的奖赏。

拿《火锅王》这一册来举例，主人公王德春原
本是拉车的苦力，他的人品赢得了一位老太监的
赞赏，指点他从一个粥铺起步，卖棒子面粥和贴
饼子。虽然做的是粗食，但是食材工艺一点也不
马虎，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获得了最初的财富
积累。之后，老太监又引导他跟郭全福郭大厨合
作开了一家火锅店，并且着力提高餐厅的档次，
改良火锅，提高肉和调料的水平，最终坐上了京
城涮肉馆的头把交椅。对王德春来说，经营小买
卖是生存的基本需要，当他逐渐扩展自己的企
业，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餐饮，用自己的能
力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获得财富的基础是诚实守信、合理合法，

但是壮大还需有发展的头脑。《火锅王》里讲清
了三重人物关系：第一是企业内部要团结懂技
术的合伙人、与之分享利润，王德春并不懂做
火锅，他大方地让出股份给厨师，由此保障核
心竞争力；第二是面对消费者要提供最好的服
务、最佳的品质，并且不断创新；第三是在企业
发展中，需要投资人、广告策划人、市场调研
员、行业意见领袖、商业引领者等人的认可和
点拨，为了简化人物关系，这几个身份都合并

在老太监一人身上。
一家店的创富能力是有限的，服务的人也是

有限的，在《大茶庄》里，茶庄的第一家店成熟之
后，开了多家分号。自产茶叶不能满足需求，又
遍访各地的高人，合作建茶作坊，保证源源不断
的高品质的茶叶供应，还能形成口味上的差异。
这仿佛就是当代连锁店的雏形啊。

要心怀敬畏，不忘初心才是立身之本。《大
鞋匠》里年轻人华安拜师一个盲人，他眼睛虽然

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想着山水画般的故土，纳出
了漂亮的鞋底，一个做鞋的人，不仅要有真功
夫，心里还要装着真善美。华安出名之后，大家
叫他“京城鞋王”，他却说“什么这王那王，把鞋
做好了才是王道”。

曾经有年轻人给报纸去信，提出自己的人
生疑问：是要追求自我实现，还是奉献社会？
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追求自我价值，并不是
以财富论成功，而是用为社会增进福祉的方式
来实现。

财富的秘密就是——精益求精的追求、锲
而不舍的精神、高尚朴素的职业道德，“成事”的
品质。通过阅读《中华匠人精神传奇故事图画
书》，读者会领悟到：财商是一种综合的能力，反
映了一个人如何看待自身的价值、如何把自己
的长处通过适当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自己事业
发展的同时又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财富
像流水一样，品德和品质是源头，造福社会的目
标是方向，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奔涌向前的动力，
这样就将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在一
起。正如《大药房》所讲的一句古训：“修合无人
见，存心有天知。”

■ 他把生命融进书里
上世纪60年代初，范用出版了俄罗斯出版家

绥青的传记，并给这本书取名“为书籍的一生”。
这六个字，何尝不是他自己心灵的写照。这个镇
江“洋浮桥”边长大的男孩，从小就在家对门的印
刷铺子里玩，识得字后就总往书店跑。他在年少
时遇到几位很好的老师，引导他读书与思考。15
岁时，他成了出版社的一名练习生，从此便终生
和书生活在一起，为一本又一本好书的出版和传
播竭尽心智。

也是因着对书共同的热爱，本书作者汪家明
与范用成为忘年之交。为了写这部传记，汪家明
查阅了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所存与范用有关的
书稿档案，收集了大量详细具体的史料；同时参考
了许多友人的缅怀文章，都是当事人最可信的实
录；此前在编辑范用收藏的一千八百多封书信（已
出版四卷本《范用存牍》）时，更是见到许多珍贵的
资料。于是，在作者温文而扎实的书写中，历史的
复杂面如实地铺展开来，范用先生的外在言行和
思想见地也自然而然地显现在读者面前。

例如书中写到，上世纪70年代末，当改革开
放还在“序曲”阶段，范用就主持出版了三联书店
版《西行漫记》，其间经历了与斯诺夫人的辗转沟
通、编辑方案的反复斟酌，尽可能地保留了这部
经典译著的历史原貌。而这一出版愿望的源头，
可追溯至十几岁时他用半个月的工资购入的、几
十年来视若珍宝的1938年初版《西行漫记》。80
年代初期《傅雷家书》的问世，也是源于范用偶然
间得知有一批傅雷与傅聪的家书留存。此书的
出版曲折多舛，范用四处奔走、排除阻力、全方位
呵护，才催生了这部人文杰作。范用曾说，“我们
做出版工作的有一种责任：看到好的稿子，就应
该想办法让更多人看。”他对书的爱，是不由自主
的，全身心的，这种热爱的本质，其实就是爱文
化、爱思想、爱真理。
在《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中，我们看到范用的

个人经历如何与大时代中的大事件交织在一起，
理解了他的爱书、爱真理其来有自，然后又经由他
手中诞生的一本本书，让这种爱变得无远弗届。

■ 承前启后 内外都讲究
从1978年到1986年，这八年是范用作为出版

家、编辑家最为辉煌的时期。书中对这一时期书
人书事的记叙也让我们看到，老一辈文化人是如
何在范用这里找到他们的第二次文化生命。
1980年，杨绛先生曾为《干校六记》出版一事给

范用写信，行文中透出急切之情。范用很重视这部

书稿，在上书相关领导的报告中，范用写道：“我曾
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
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作‘历史的证
言’或‘历史的侧记’。”范用促成了此书在香港和内
地的出版，并在此后推出了一系列“实录”作品，包
括杨绛《将饮茶》、陈白尘《牛棚日记》、巴金《雪泥
集》、沙汀《睢水十年》等。此外，以《夏衍杂文随笔
集》起始的“杂文丛书”，以唐弢《晦庵书话》起始的
“书话书”系列，以朱自清《经典常谈》为代表的老版
书重印，乃至《寥寥集》《随想录》的出版，等等，都是
那段时期范用以极大的热忱与使命感不断“寻找”
的结果。可以说，范用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夏衍、
巴金、叶圣陶、陈白尘等一大批文化人的事业和他
们在新时期的文化事业连接了起来。

陈白尘曾在信中对范用说：“作家获得出版家
的爱护和支援，可算一大乐事！兄可谓作家的知
己。”范用爱书，爱作者，对作者真心实意地好。除
了帮助作者把书稿出版之外，他还要竭尽所能，做
出一本“美”的书，讲究用纸，讲究装帧设计。常人
无法想象范用拿到一本里外都美的好书时的快乐
心情，恨不得晚上睡觉也搂着。例如书中写到，对
于巴金先生历时八年所作《随想录》一书，范用可
说是精益求精。他亲自设计内文版式和封面，对
图版、插页等编排方案也是考虑得具体而细致。
巴金收到样书后十分激动，连称“真是第一流的纸
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
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
范用设计的书，讲究内容和形式的融洽，讲究

书卷气，讲究朴素高雅。“不看书稿，是设计不好封
面的。”“书籍要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
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都要通盘考
虑。”这两句话，大致概括了范用的设计理念。

本书中专章介绍了范用的设计作品与意
趣，当然，这种意趣也充溢在全书各个章节，与人
之秉性相关。从1938年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
起，范用就开始设计图书，直到晚年，成为真正继
承并发展了鲁迅时代装帧设计风格的书装艺术

家，影响了三联书店几十年来的设计风格，也影
响了中国书籍设计界。著名设计师宁成春回忆：
“我的书装设计的基本风格和理念都是在范老的
指导下形成的……凡是他策划或者他喜欢的书
稿，设计方案总是很难通过。有时候我画的方案
总是通不过，书又急着开印，范老就笑眯眯地哼着
小曲走来，一只手拿着小纸片，纸片上用软芯粗铅
笔画着他思考的方案，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
‘试着这样画一个’，‘把这个图改一下’……”宁成
春如今也已八十高龄，是广受尊重的设计大家。
此次，他把对范用的怀念、对范用装帧艺术的理解
也融入了《范用：为书籍的一生》的装帧设计之中。

■ 人文之光 人情之美
一部好的传记作品，总能立住一个独特、丰

富的人物形象。这本书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鲜
明、多面的范用。“他瘦瘦的，个儿不高。他做什
么都快，看书快，写字快，走路快，吃饭快，就是喝
起酒来，慢慢的……他喜欢音乐，经常欣赏有名
的乐曲。他也爱唱歌，总是拿着歌本坐在那里哼
歌。有时候还把唱的歌录下来，听听自己唱得好
不好。”这是范用外孙女小时候的一篇作文，作者
别出心裁地引用过来，我们读着真是明朗有趣。

书中时时可见到这样的亲历者文字，作者巧
妙地把它们织入叙事的纹理，描绘出一个活泼泼
的范用先生。比如写他吹口哨：“他先到锅炉房
打开水，然后到收发室，把送来的所有报刊都看
一遍。他看得非常快，看完后把总编室和其他由
他分管部门的报刊带走，一手提着暖瓶，一手抱
着报刊，一边上楼，一边哼着小曲或吹着口哨，脚
步很轻快，非常潇洒。”又比如写他筹备《读书》杂
志：“范先生跳起来：‘没什么好说的，翰伯你领头
把方向，陈原你博学聪明当主编，杂志放三联出，
我负责，我去立军令状！’”写他对书如数家珍：
“在闲聊中偶尔提到一本现在不太好找的旧版书
时，他每每就会眼睛一亮，说：‘我这里有一本！’
然后准确地走到书架某一位置，一伸手就取了出

来。”文字中都带着现场感，再配以书中穿插的两
百多幅老照片、书影、书信，读来酣畅可感。

范用喜欢交朋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书里
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范用与田家英、戈宝权、
陈白尘、李一氓、王世襄、启功、赵家璧、丁聪、叶
浅予、黄苗子等人的交往故事。他以一片真诚和
赤子之心，把作者变为朋友，把朋友变为作者。
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整个文化界的著名人士都
是范用的朋友。此言豪放，但在范用的“朋友时
光”中，我们确乎能感受到80年代文化界的气象，
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文之光、人情之美。

书中有三处写到“流泪”。第一处，写香港作
家罗孚1982年经历一大变故，一年后来到北京海
淀双榆树住下，一住十年。他在北京朋友不多，
也自觉不便去找朋友，某天却在三联偶遇范用。
“范用上来就拉住罗孚的手说：‘老罗，你住哪
里？在哪里？我一直在找你，找得好苦！’那种热
情，那种真诚，发自内心，让罗孚顿时老泪纵横。”
此次相遇，对罗孚影响至深。第二处，写叶至善
在一封信中给范用附了两首手写的歌谱，一首
《卜算子》，一首《荆轲》，是给旧诗词配上了西洋
曲子。范用大喜，马上按谱放声高歌，唱毕还给
叶至善回信详细谈了感想。叶至善阅信后直呼
“知音难遇”，高兴得流下了眼泪。第三处，写范
用晚年，他去看望弥留之际的楼适夷和韦君宜，
其时楼适夷已不省人事，韦君宜虽还认得范用，
却说不出话。“探视出来，在医院门口，他停下脚
步，拄着拐杖，泪如雨下……”三处“流泪”，让我
们看到风风火火、果敢干练的“范老板”之外，一
个至情至性的范先生。
“范先生倔强、固执，有时还有点怪脾气，但

他真实、真诚，至情至性，为书籍无求无悔奉献一
生，对读者、作者亲切细致，全心全意。他是一个
难得的纯粹的出版人。”《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也
难得地让我们有机会深深地走入范先生的人生
场域，感受他高贵的品质，并汲取力量，借以思考
我们自己的人生与道路。

范用（1923-2010）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出版家，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策划出版过许多重要的书籍与刊物。《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以“书”为线索，呈现了其

一生的出版风貌：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腥风血雨中的读书、做出版，到新时代波澜中的编书、出书、设计书，再到

晚年的写书、推广书，凡七十余年，历经坎坷，唯文化坚守不变。

书中披露了《读书》《新华文摘》等刊物的创办历程，《西行漫记》《随想录》《傅雷家书》《干校六记》等图书的诞

生始末，也叙写了范用与李公朴、陈白尘、田家英、启功、王世襄、罗孚、丁聪等师友的交往故事。值此范用先生一

百周年诞辰之际，该书的推出既是一种“温故”与纪念，更是意在启发与“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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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在自己的寓所
前被一名狂热歌迷枪杀，年仅四十岁。四十多年
后，他与小野洋子的爱情仍不断被剖析。

本书作者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喜悦和爱，他
们也反过来影响了作者的一生。通过对音乐天才
进行令人着迷的细腻专访，这本书生动地证明列
侬与小野洋子最好的艺术成就，就是他们的生
活。他们两个人传递的信息既复杂又简单：认识
你自己，学会独立思考。有能力时，帮助他人。四
十多年以来，这对世界级艺术夫妇，摇滚乐手和行
为艺术家，成了永恒的传奇。他们的爱在继续，他
们的精神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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