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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收录了胡续冬在 2003—
2005年间旅居巴西时写下的有关这个
国度的 150余篇随笔，共 22万字。全书
分为六辑：第一辑“里约，里约”写巴西
的自然风光、节日风俗等；第二辑“我的
巴西厨房”写巴西特有的物产、美食；第
三辑“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你是巴西人”
写作者在巴西结交的朋友，他见证的奇
人奇事；第四辑“深入黑窟‘上帝之城’”
聚焦于对巴西社会现象的观察；第五辑
“关于伊巴奈玛女孩的一切”主要写巴
西的文化艺术、知识分子群体；新版还
增加了第六辑“重返巴西”，包含作者
2014 年和 2018 年重返巴西时写下的四
篇文章。

作者语言紧凑、精炼、戏谑，有十足的
个人风格，以轻松的方式让中国读者了解
了巴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个人在
旅程中的体验与洞见，也有人文、地理、历
史、民俗方面的丰富知识，是极为精彩的
文化随笔集。正文前有沈友友、朱靖江、
尹丽川、子非鱼撰写的四篇序言，书末除
了作者后记外增加了作者遗孀阿子写下
的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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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著者十余年来从事老上海银器
历史文化研究与展陈策划。此书以古代
上海银器开篇，以近代上海银器为论述
重点。近代上海银器历史文化研究，采
取先总后分再总的论述逻辑。总论近代
上海银器及产业历史与概貌，分述老上
海银器首饰产业链中之使用消费、生产
供应背后的上海人、上海事。附录
1906—1948 年上海银楼、外国首饰店名
录，为学者深入研究老上海银器历史文化
提供线索。

本书研究成果填补了上海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金银细工制作技艺”背后
诸多城市记忆空白。书中既有全貌勾勒，
又有诸多具体案例与细节描述，通篇采用
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图文并
茂、雅俗共赏，使银器视角中的上海城市
记忆更加丰富，更加立体。

几乎所有的正史，都是以帝王将相为
主角。受此影响，今人的史学研究作品，亦
多围绕王朝兴衰、宫廷斗争、功臣名将展
开。而占据绝对数量的平民大众，往往仅
以背景板的姿态呈现。

本书以关中地区的西岐之地为主要
研究对象，以乾隆年间的《岐山县志》等西
府地方志为主，兼采其他明清文献档案，
通过对明清地方志的细读深挖，以及由圣
旨、奏疏、笔记、家谱、碑刻诸文献的爬梳，
将隐没在文献中、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打
捞出来，由州县之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斯
文代表的生员、富甲一方的绅商、辛勤稼
穑的齐民、坚守贞节的节妇烈女……对明
末清初的州县民众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
的群像描绘。通过对他们生活与命运的
剖析，尝试还原君主专政时期普通州县平
民的生存状态。

不是你摔倒就会有人扶你；不是你困
难就会有人帮你；不是你委屈就会有人关
心你……路要自己走，苦要自己吃，事要自
己扛，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调整心
态让自己足够强大，靠自己，为自己的人生
兜底才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底气。

本书作者晴山从自我觉醒、自我驱动、
自我挑战、放下期待、拒绝内耗5个维度出
发，讲述了普通女性如何从迷茫、顺从中觉
醒，真正地意识到自我的力量。这些真实
故事将为身处困境中的我们提供破局的方
法，活出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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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的力量》一书由有20年精神心理领
域丰富经验的专科医院院长泉谷闲示所著。
书中，作者破除了抑郁的诸多认知误区，以独
特的视角带领我们去读懂抑郁“背后”的声音。

抑郁症患者是意志力强大的人。书中
“得了抑郁症是因为内心脆弱吗？”“反复迟
到、无故缺勤是因为缺乏责任感吗？”这样贴
近灵魂的发问让我重新考量对抑郁症的僵
化认知。作者先以图示简洁地阐明大脑与
身心的关系：人体由负责理性控制的大脑、承
载情感和欲望的内心，以及由直觉促发的身
体三部分构成；大脑与内心之间有个“盖子”，
内心与身体为同盟者。接着，讲述抑郁的致
病机理：当理性的大脑长期关闭与内心沟通
的“盖子”，屏蔽内心的声音，人便会陷入抑郁
状态，此时，长期被压制的内心会求助于它的
友军——身体进行“罢工”，于是人们就出现了
抑郁躯体化症状。作者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告
诉我们：容易得抑郁症的人恰恰是那些有着强
大意志力的人，而非精神力量薄弱之人；身体
抗拒去上班也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旨在
提醒大脑要倾听内心的声音。

不要去鼓励抑郁症患者。作者认为，鼓励
会加强理性大脑对身心的控制，使问题更复
杂。因为很多患者的头脑认为“如果不能控制

自己的内心和身体，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人就会失去价值。”如果受到鼓励的患者仍然
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动，会加重内心的羞愧
感，陷入严重的自我厌恶中。有时，鼓励还会
造成抑郁症患者陷入自杀的风险中。此外，
也不要劝他们出门和运动，因为他们不是体
力不足，而是心力不足。人与人或自然之间
互动时需要打开心理屏障，但处于抑郁状态
的人由于身心能量匮乏，不足以打开此屏障，
只有通过“闭门”这样的物理屏障来代替心理
屏障。读着书中诚挚的话语，我体会到有时
“逃避”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积极应对策略。
实际上，陷入严重抑郁的人有时连打个电话

都需要很多勇气。这让我想起曾奇峰老师说过
的很治愈的话，大意是：每天的饭是你自己吃的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放弃“战胜抑郁”是走出抑郁的良方。在

面对疾病时，我们常讲要“战胜疾病”，而作者
却说要“放弃‘战胜抑郁’”。因为，“战胜”一
词将疾病放在了与我们“二元对立”的敌人位
置上，但实际上，抑郁情绪来源于我们自身，
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因此，作者提出一
个动人的观点：“让它（抑郁）离开最好的方式
是深深地拥抱它。”只有走进抑郁，倾听抑郁借
由症状传达的“背后”的声音才是接纳并走出
抑郁的良方。作者说，“昼夜颠倒”的生活背后
可能藏有特定的意义，人并不是非要“做事”才
是有价值的，不完美的自己也是可以存在的。
作者倡导抑郁者顺从本心、活在当下、享受无
所事事的时光，放弃自我苛责。这种深刻而共
情的理解透着人本主义的光辉，让我有拨云见
日之感。

读罢，我不仅对抑郁症有了深入理解，还学
会了以一颗科学、平等的心去看待世界的多面
性。书中的话语犹如一场秋雨涤荡着我的心灵，
让我回味良久。

《活出想

要的人生》，

红孩著，江苏

凤凰文艺出

版社2024年

8月出版。

推荐理由：乡村振兴要眼里有农

民。本书为“华中乡土派”代表、乡村

问题知名学者、中国好书获得者贺雪

峰新作，系统解读乡村振兴与共同富

裕若干问题，从田野调查中理解中国

乡村，照见中国农民的现实、困境和梦

想。乡村问题知名学者贺雪峰坚持实

地调研数年，通过大量案例与一手材

料，直指乡村振兴实践中出现的各种

认知误区及存在问题，构成了主流的、

自上而下视角的重要补充，致力于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三农”之根为农民，乡村振兴必

须要将服务农民放在首位，任何脱离

了服务农民的“三农”工作都是要不

得的。本书聚焦城乡差距和城乡差

异、全国市场和区域差异、县域经济、

乡村养老四个方面，对农民和农村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作为《乡村的视角：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若干问题解读》的策划和责任编辑，一直想写
一篇责编手记，记录编辑过程的收获，但因为
感触很多，反而迟迟无法下笔。本人出身农
村，现在北京定居，以往回看人生的道路，总是
更关注个人的努力和选择，但透过这本书，看
到一代代农民的现实、困境和梦想，而这一切
的背后都深深篆刻着“国家”两个字。对祖国
的热爱和感激，也因着这样的看见油然而生。

这些感受是作者文本带来的，散见在字里
行间。好的图书就像璞玉，最终的呈现历经了
层层打磨和加工，这也正是编辑力融入的过程。

选题策划：赋能乡村振兴，出版社和作

者一拍即合

乡村振兴是国之大计，是国家力量自上
而下的规划，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这几年间，这一战略给中国带来哪些
变化？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取得哪些成绩，
又有哪些探索误区？调查研究赋能乡村振
兴，推出一本相关主题的图书，既契合时代发
展需要又能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这是选题
策划的初衷。

选题的方向有了，作者在哪里？

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是“华中
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田野的灵
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其研究风格在
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作品也受到了广泛
好评。贺雪峰教授无疑是本选题的最佳作者，
那么如何能让他愿意把图书放到大有书局出
版呢？

大有书局成立的时间短，品牌建设处在
上升期，给出的出版条件也不具备市场竞争
力。但相较于一般出版社，大有书局具有独

特的品牌优势——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主管主办的中央级出版社，自觉服务
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图书产品能够更有
效地辐射全国各级党校，为党教育培训党员
领导干部贡献力量。贺雪峰教授曾说过，“侠
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仅仅
关注个人成功，仅仅局限自我，是说不过去
的。”“为民发声”一直是他的夙愿。而“发声”
这个动作，隐含着一个“听者”，人民的声音发
给谁听？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无疑是重要且
特殊的读者群。

关注党和国家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
题，是大有书局创立基因衍生的重要特质；为
民发声、发民之声，是作者人民情怀孕育的学
者风骨——而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内在精神上的契合，让大有书局
和作者绕过细枝末节的考量，很快达成了出版
意向。

内容加工：立足于书稿和读者的加减法

共同富裕是目标，乡村振兴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方法；锚定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乡村
振兴，会有更广袤的视野。围绕“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两个抓手，贺雪峰教授提供了
初稿。
从拿到初稿到正式进入初审，编辑对书稿

的审阅和评估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编辑
会对书稿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会和作者有更多
碰撞和沟通。

贺雪峰教授在提供稿件的时候直言，书稿
由近几年发表的文章集结而成。由于这些文
章最初单篇发表，每篇都有其逻辑性的需要，
集结成图书后，就会有个别内容前后重复的
问题，他授权给编辑进行内容删减。编辑在
审稿的过程中发现有观点重复、案例重复等
情况，这需要做减法。减法，不是简单的一删
了之，重复的地方是否都要删除？还是有的
应该予以保留？是删除个别句子、段落，还是
删除一小节甚至一整篇？这些都需要细细考
量，既要保证整体的统一性，又不能破坏局部
的逻辑性。

除了减法，还需要做加法。作者视野宏
大，对政策的解读兼顾时间性和空间性；语言
质朴简洁，可以把国家大政方针通俗、简洁、

清晰地表达出来；调查深入细致，考量的维度较
多，可以带领读者多角度看待中国乡村的发展
和走向。基于调查得出的结论，也经常让人耳
目一新，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让编辑印象深刻
的是关于“贫富差距”的论述。我们都认为缩小
贫富差距社会才会更加公平，但贺雪峰教授根
据调查研究指出，目前数据上贫富差距的扩大，
可能反而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出人意
料又言之成理。本书稿除了有政策解读，有实
践探索分析，有对误区的指证，更是包含对个体
命运的观照。那么，本书的读者群是否可以从
相关领域的专家、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拓展到大众读者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
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
大农民奋斗。”让农民能够读懂政策，明白发生
在自己身上的巨大变革，可以有效推动他们投
身于振兴大业。为了满足这部分读者的阅读需
求，需要让“学术”更好懂，需要降低阅读门槛，
甚至让读者随手翻开几页，不需要读上下文，就
知道本节是在讲什么、得出什么结论。为了达
到这一效果，编辑向作者提出结构和标题优化
的方案。结构优化一是结构调整，重新架构框
架，让整本书浑然一体；二是结构细化，增补四
级标题使文本更易于阅读和理解。标题优化包
括修改润色原有标题，增加阅读趣味，也包括从
内文中提炼四级标题，使阅读更轻松。这一方
案获得了作者的肯定。

除了加加减减，有些内容，保持不变更为
适宜，例如作者质朴的文风、具体观点的表达
等。其中，关于乡村养老的相关内容是否收录
书中，编辑和作者进行了几次沟通讨论。编辑
的意见是，这部分看起来与主题关系不大，内
容游离于主线，建议删除。作者的意见是，乡
村养老是中国应对老龄化比较重要的内容，它
的背后和乡村振兴的进展及共同富裕目标的
达成不仅可以说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非常
重要。编辑充分阅读书稿后，赞同作者的观
点，保留了相关内容。

图书的出版过程，是思想凝结为作品的过程，
也是伴随着遗憾的过程，因为方案可以很多，选择
却只能有一个。同时，也是编辑学习和遗憾和解
的过程——就像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国与民正在进
行的乡村振兴探索，可能有不完美和不理想，但一
直在追寻目标的路途上不断前进。

分享 读悦

《乡村的视角：乡村振兴与共

同富裕若干问题解读》，贺雪峰著，

大有书局2024年1月出版。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年轻人如同在汹涌
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小舟，一边追逐着梦想的灯
塔，一边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从职场的激
烈竞争到生活的琐碎烦恼，从社交网络上的纷
繁信息到现实中的孤独感，年轻人的情绪就像
一个复杂的调色盘，时而明亮，时而灰暗。面
对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困扰，如何破圈重生呢？

红孩曾说，“人生就像一次漂流，不管你愿
意不愿意，最终你都要被推进生活的旋涡。”其
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掌舵航帆，重要的是，我们
所谓的生命彼岸，不过是一趟自我认知和觉醒
的旅途。“上岸”的地方，就在此岸。

你为什么不悲伤

在红孩的《活出想要的人生》这部作品中，
我们跟随着作者的笔触，一同经历了他身边人
的生死。这是一段沉重且深刻的旅程。

当生命中的至爱之人离去，当熟悉的面孔
永远消失在时光的长河中，悲伤似乎是一种自
然而然的反应。它如汹涌的潮水般袭来，让人
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之中。对于红孩来说，
悲伤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他明白，
生命是一场短暂而珍贵的旅程，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使命和归宿。身边人的离去，让他更加珍
惜当下的时光，更加努力地去生活。他将悲伤
转化为动力，用文字记录下生命的点滴，用作
品传递着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

红孩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对生死的思
考。他回忆起与逝去之人的点点滴滴，那些温
暖的回忆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照亮了他前行的
道路。他没有让悲伤占据自己的心灵，而是选
择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他相信，生命虽
然短暂，但爱与记忆却可以永恒。

这种对生死的豁达态度，并非一蹴而就。
它是红孩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磨难后，逐渐
领悟到的人生智慧。他知道，悲伤只会让人陷
入过去的痛苦中，无法自拔。而只有勇敢地面
对现实，积极地生活，才能让逝去的人在天堂
安息，让活着的人更加珍惜生命的美好。当我
们面对生死时，不要被悲伤所束缚，要学会从
中汲取力量，勇敢地前行。

随波逐流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有人说，人生的弯路兜兜绕绕，有太多的
声音牵绊着自己，更加无法选择。其实，红孩
的人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考的失败成为他

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那个关键的时
刻，他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坚定地遵从了
自己的内心。

对于许多人来说，中考失败可能意味着人
生的重大挫折，红孩却没有被失败打倒。他毅
然选择了进入农场的畜牧职业高中，继续追寻
自己的梦想。

在畜牧职业高中的日子里，红孩并没有放
弃对写作的热爱。他利用课余时间，不断地阅
读和写作，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尽管周
围的环境并不利于他的文学创作，但他始终坚
守着自己的内心，不为外界的干扰所动摇。

红孩的坚持并非盲目，而是源于他对自己
内心的深刻了解。他知道，写作是他的热爱，
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坚
定的信念，让他在困境中不断前行，最终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红孩也遇到了许多
困难和挫折。他的作品多次被拒稿，他的努力
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他并没有因此而
气馁，反而更加努力地去创作。他相信，只要自
己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面临失败的
困境。考试失利、工作不顺、感情受挫，等等，
这些都可能让我们感到沮丧和失落。当我们

面对失败时，要冷静地分析自己的情况，找出失
败的原因。然后，我们要坚定地遵从自己的内
心，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前方的道路
有多么艰难，我们都不能放弃。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在失败中成长，在挫折中前行，最终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

如何真正“上岸”

在《活出想要的人生》中，红孩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为我们揭示了如何真正“上岸”。“上岸”并非
意味着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而是在不断努力和
追求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首先，明确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是实现“上岸”
的关键。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热爱，明
确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
生的道路上有方向地前进。梦想是人生的灯塔，
它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黑暗中不会
迷失方向。当我们有了明确的梦想和目标后，我
们就会充满动力，不断地努力去实现它。

其次，勇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是实现“上岸”的
必经之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困难和挫折。我们要明白，困难和挫折是人生
的常态，我们不能因为它们而停止前进的步伐。

最后，保持积极的心态是实现“上岸”的重要
保障。积极的心态能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
在挫折中找到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
的心态，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们每个人
都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当我们面
对这些困难和挫折时，我们要坚定地遵从自己的
内心，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真正“上岸”，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