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好书先睹为快

《演员的自我修养》

作者：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虽然市场上的版本很多， 但是

此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版

本重出江湖无疑是向经典致敬的最

佳范式。 人生如戏， 请给我好一点

儿的演技。 这是 《喜剧之王》 中周

星驰坦诚致敬的经典之作 。 不久

前， 一些关于演员表演能力的综艺

节目的火爆， 将演技这个话题， 再

次置于大众关注的聚光灯下。

《演员的自我修养》 以日记的

体裁写就， 记叙了戏剧学校师生的

课堂对话和实践。 作为享誉世界的

表演体系之一， 斯氏体系包含很多

非常实用的影视剧 、 戏剧表演技

巧， 如今成为世界各地培养演员非

常重要的教学方法， 是我国中央戏

剧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

学院等表演专业教学的基础理论 ，

被视为演员的必修课。 北京人艺 、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上海人民艺术

剧院等中国的优秀艺术团体也深受

斯氏表演体系的影响， 将现实主义

演剧方法运用到舞台实践之中。

《暮色将至： 伟大作家的最后
时刻》

作者： 凯蒂·洛芙
书名 “The Violet Hour” 出

自 T.S.艾略特的长诗 《荒原 》， 意

为 “暮色苍茫的时刻”， 用以形容

人弥留之际， 如同紫色暮霭恢弘瑰

丽。 该书作者凯蒂·洛芙被誉为与

乔治·奥威尔比肩的 “散文写作的

典范”， 书中记录下苏珊·桑塔格 、

厄普代克等六位世界级作家生命最

后的时刻。

《烟霞丘壑： 中国古代画家和
他们的世界》

作者： 尚刚
中国古代绘画精妙之极， 也丰

富之极。 该书篇幅短小， 但暗含画

史脉络， 深具辞书绵密。 清华美院

教授尚刚 ， 多年来深耕绘画史领

域， 在好友、 评论家李庆西之提议

下， 用轻松的笔法、 隽永的文字 ，

将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生活的世界

做了简洁的勾勒 ， 全书分 26 题 ，

是一部别样的中国古代绘画史。

《肉食者不鄙：汪曾祺谈吃大全》

作者： 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

文人， 诗书画兼精， 同时他还是一

个对饮食有着很高鉴赏力的美食

家， 写过大量与美食有关的文章 。

《肉食者不鄙 ： 汪曾祺谈吃大全 》

收集汪曾祺先生所有的美食随笔 ，

分 “肉食者不鄙 ” “素食者的故

事” “故乡的味道” “四方食事 ”

“吃喝也有文化” 五部分 ， 将汪老

的美食体验、 吃喝历史和趣闻， 以

及对美食文化的精辟理解融为一

体。 都说知味不易， 说味更难。 在

汪曾祺鲜活的文字下， 芳香扑鼻的

文字折射的不仅是汪老妙趣横生的

人生态度， 也折射了博大精深的中

国文化。

《一寸灰》

作者： 毛尖
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人们常

常渴望轰轰烈烈的恋爱 ， 但毛尖

说， 爱情不是罗曼蒂克， “爱情是

一寸灰。” 它最终向生活的洪流让

步 ， 在暮色里是心底的一寸灰 。

《一寸灰 》 集结了著名专栏作家 、

影评人毛尖近年发表的 68 篇随笔。

电影评论、 文学评论、 生活随笔等

兼而有之， 随手一翻即见生趣。

读好书 ， 是人类构筑精
神之塔的重要途径 。 每年夏
天 ， 书迷们都会在 8 月初就
开始盼望着一场盛大的阅读
盛宴———上海书展 。 今年 8

月 15 日至 21 日 ， 作者 、 出
版人 、 读者的热情照例将在
书展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和
全市 100 个分会场汇聚成汪
洋 ， 在书展现场能不能发现
一些能与内心产生碰撞与共
鸣的好书 ， 并随之展开一场
未知的精神之旅 ， 是许多读
者们最为关心的事。

本报记者 陈熙涵

相关链接

这个世界， 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

的速度发展， 人工智能的出现将彻底

颠覆某些职业的构成， 曾经安全的工

作， 如今存在极大风险， 曾经存在风

险的工作， 如今却变得安全。 在近一

两年里， 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与社会

研究渐成显学， 相关出版物也成了图

书市场的一片 “蓝海”。

美国学者泰勒·皮尔逊通过长年

对职业发展的研究以及对全球数百位

企业家的访问， 出版了新著 《未来工

作 ： 智能时代的竞争力法则 》 一书 ，

书中的主要观点包括： 在职业的发展

过程中， 缺乏变化的系统普遍存在隐

蔽风险 。 变革将颠覆传统工作的定

义， 然而 “大多数人” 对该领域的认

识仍是一片盲区： 习惯性忽视和隐蔽

风险， 无法认识工作性质的改变， 将

使人与机会失之交臂。

未来正来， 需要怎样的准备才足

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 也有人说 ：

“在迈入不可知的未来前， 我们手中最

好先握有一张虽不完整却有粗略雏形

的地图， 一路摸索一路更正修改， 总

比完全摸不着方向来得好。” 这一定程

度上解释了多少年来， 关于未来趋势

性的著作长盛不衰的原因： 没有人希

望被时代甩在身后。

2016 年 6 月,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社

会思想家、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去

世， 但是他生前赫赫有名的 “未来三

部曲” 却不断重印。 尽管托夫勒谨慎

避免使用 “趋势” 和 “预测” 这类词

汇， 来对未来进行判断。 但事实证明，

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与变化， 是托夫

勒提前了 20 多年就在著作中 ， 通过

一个个案例揭示了的。 他的 《第三次

浪潮》 在中国引起的轰动是远远超过

任何一部社科类畅销书的。 此次书展

上， 托夫勒 “未来三部曲” 中的 《权

力的转移》 以崭新面目重版。 在这本

气势恢宏的作品中， 托夫勒深入而精

辟地阐述知识经济的作用， 宣告了知

识力量的崛起， 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

宣言。

近年来， 大众经济学图书风靡出

版市场， 并在图书市场上掀起了一股

“大众经济学” 热潮。 这一现象的出现

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经济学存在于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都在行为

中有意无意地运用经济学原理进行选

择和取舍。 因此， 有出版人认为， 经

济学不应被束之高阁， 不应停留在经

济学家头脑里的抽象概念和公式， 而

应该去广泛地向大众普及， 从而使人

们能够用经济学的理论去从事消费 、

经济实践和理解生活。

现有的大部分经济学普及型著

作， 大都是以作者为中心。 作者怎么

写， 读者就怎么看。 但 《薛兆丰经济

学讲义》 的出现却改变了产业链， 该

书最初源于一档在线经济学课堂 “薛

兆丰的经济学课 ”， 当时不仅有超过

26 万学生在线听课， 一年间收听者的

留言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7000 万

字。 先听书， 再出书的模式， 很可能

成为此类读物的一种生产方式， 事实

上有更多的教授、 学者已进入了这个

领域， 成为经济学大众传播的内容制

造者。

本次上海书展期间， 读者还将有

机会看到享誉世界的金牌编剧、剧作教

练、畅销书《故事》的作者罗伯特·麦基

的新书《故事经济学》。 “让他们去讲道

理 ， 我们来说故事 ” 是麦基的名言 。

在书里 ， 他通过将可口可乐与红牛 、

IBM、 谷歌 、 苹果等将故事方案转化

为行动的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分析 ，

试图使读者了解如何正确将故事的拉

动力融入市场营销、 品牌、 广告和销

售环节中， 通过解析这些代表行业最

前沿的巨头的改变， 促使在即将来临

的新科技变革中， 让掌握了故事技巧

的营销人员成为塑造品牌故事的关键

人物。 罗伯特·麦基的编剧课， 曾成功

培养出 50 多位奥斯卡、 艾美奖和托尼

奖的获奖者， 他的 《故事经济学》 详

细解析了许多商业成功案例之所以能

在情感上与用户建立起联系， 与讲故

事的技巧是密切相关的。

过去 20 年发生了许多重大改变，

如今再没人会抱怨在书店找不到大众

经济学读物。 近年来， 最畅销的经济

学普及读物来自史蒂芬·列维特与史蒂

芬·都伯纳所著的 《魔鬼经济学 》 系

列。 它虽然提供了十分愉悦的阅读体

验， 然而 《魔鬼经济学》 只是一系列

奇妙并且具启发性的轶事和辑录， 并

不能被视作理解经济学的一种指引 ，

而新书 《反常识经济学》 则以令人信

服的逻辑， 对经济学作出了一番 “另

类” 解读。

经济学的 “另类” 传播法背后， 是日益走进日常生活的经济学

每年的上海书展， 文学作品都是

重头戏， 既会云集一批海外名家著作

中译本， 其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 普

利策奖、 布克国际奖、 龚古尔文学奖

等国际知名奖项得主的作品， 也有大

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

20 世纪杰出的小说家、 文体家弗

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三部文学讲稿新

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 作为

“纳博科夫全集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 可以看作为

已故作家文学价值观的较为全面的一

次展现。 纳博科夫曾于上世纪四五十

年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开设文

学课程。 为此， 他精心撰写讲稿， 后

经整理和编辑出版。 其中， 《文学讲

稿》 专注于欧美作家， 对简·奥斯丁、

狄更斯、 福楼拜、 斯蒂文森、 普鲁斯

特、 卡夫卡等七位大师的七部名著进

行了深入的解析与探讨。 《俄罗斯文

学讲稿》 则聚焦俄罗斯的六位重要作

家果戈理、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

基、 托尔斯泰、 契诃夫和高尔基， 以

此绘出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光

谱。 作家写作品评论往往有着与职业

评论家完全不同的特点。 纳博科夫的

评论文字， 从细节处着手， 更倾向于

贴近文本本身进行作品分析。

近年来， 《见字如面》 《信中国》

乃至国外的 Letters Live 等电视节目反

响热烈， 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

的集体回望。 不少人认为， 相比微信，

邮递书信虽然更缓慢， 但也更有仪式

感、 更真挚， 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

替代的温情。 西班牙女作家安赫莱斯·多

尼亚特的 《高山上的小邮局》 此时的引

进出版， 正是恰到时机地回应了这股热

潮， 并极有可能成为书展上关注度极

高的一部外国当代小说。 有人甚至将它

与 《追风筝的人》 媲美———和 12 年前

同样由文景出版的 《追风筝的人》 相

似， 《高山上的小邮局》 讲述的故事，

也与一个难以释怀的赎罪愿望有关。 在

小说中， 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 邮

政总局通知她即将调任马德里， 萨拉的

邻居， 80 岁的老太太罗莎， 想要留住

村里最后的邮差， 而这件事促使她将心

头萦绕多年的心愿付诸行动： 给 60 年

前绝交的好友去一封信， 请求她的原

谅， 与此同时她还期待收信人能把书信

接龙继续下去……

本次书展上， 由 IP 热重新进入大

众视野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 张北海

的 《侠隐》 其实在 2007 年就已出版。

这个老北京青年侠士为寻师门血案元

凶， 深入古都胡同巷陌的故事， 因电

影的热映又一次重版翻红。 新版新增

了后记及张北海的 “答客问”。 小说对

老北京的描写细节精确 ， 味道醇厚 ，

被赞有 “贴骨到肉的质感 ”。 与 《侠

隐》 命运相似的， 还有热播网剧 《沙

海》 的同名原著小说， 此次书展推出

典藏本， 该书出自 《盗墓笔记》 的作

者南派三叔之手。

在外国文学方面， 村上春树的短

篇小说集 《萤》 则是又一电影带热文

学的例子 。 《萤 》 创作于 1982 年至

1984 年之间， 收有五个短篇， 具有极

强的村上特色。 其中， 《萤》 是写实

的， 为现实主义风格； 《跳舞的小人》

和 《三个德国幻想》 是写虚的， 颇有

现代主义以至后现代主义色彩； 《烧

仓房》 和 《盲柳与睡女》 介于二者之

间， 或虚或实， 虚实莫辨。 该书出版

后并不如村上的其他几部畅销作品 ，

一直不咸不淡地卖着。 然而， 随着韩

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 《燃烧》 在今年

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 电影的原著小

说 《烧仓房》 一下子成为了关注的焦

点。 李沧东自陈， “这是我等待了八

年的故事”， 最终成品在很大程度上做

到了村上原著风格和导演个人想法的

交互展现。

英国作家伊夫林·沃是一位在汉语

文学界被严重低估的作家。 在书展上，

他的那部有着深沉的怀旧意味和深厚

的历史感的小说 《故园风雨后》 将与

广大读者见面。 小说以一种缓慢的叙

述节奏描写了一个家族的分崩离析 ，

那种感觉与阅读 《红楼梦》 有些相似。

这也是伊夫林·沃最深沉、 最富有怀旧

意味的作品。 小说反映了英国贵族阶

层的世代荣光在 “二战” 前夕的消退

与幻灭。 2008 年 7 月， 根据该书改编

的同名电影在美国上映， 朱里安·杰拉

德执导， 艾玛·汤普森等主演， 获得极

大的成功。

一直深受关注的余秀华， 日前推

出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 《无端欢喜》。

诗人写散文， 散文的形式下仍旧是掩藏

不住的诗心。 余秀华的诗歌凝练， 散文

灵活， 其中有着对生命深刻的领悟、 千

帆过尽的从容、 天真天性中的顽强与坦

诚。 最打动人心的是作者对人生困境的

表达， 庄重有力， 哀而不伤。 其中多处

神来之笔， 充满着生命丰沛的灵气。

无论以什么形式被看见， 文学是不灭的灯

很多人最初被 《英国史 （全三

卷 ）》 吸引一定是因为颜值 。 这套英

国高水准历史学家与 BBC 精良制作的

结合的通俗性读物， 采用的是全彩图

印刷。 从某种意义上说， 英国是全球

现代化国家的先驱者， 要了解现代化

历程， 当然要读英国史。

目前国内能见到的英国通史， 大多

是出版时间非常早的经典著作。 《英国

史》 作者西蒙·沙玛与霍布斯鲍姆并称

英国历史学界双雄 ， 他运用了许多

BBC 才能获得的特殊资源， 引用了一

些最新的材料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和新看法。 西蒙·沙玛非常擅长讲故事，

曾编写、 主持过系列纪录片 《英国史》

《艺术的力量》 《美国的未来》 等。 该

书在保持通俗性的基础上， 将大量纪录

片无法容纳的有趣材料和细节做了一次

完整的展现， 同时加入了作者对英国历

史上极富戏剧性的重大事件如玫瑰战

争、 工业革命、 大英帝国的兴起和衰

落等的看法， 及对争议性人物如莎士

比亚、 牛顿、 达尔文、 伊丽莎白女王、

克伦威尔、 丘吉尔的剖析。 在西蒙·沙

玛恢宏而凝练的笔调下， 英国历史上

的人物和场景在历史幻灯中跳跃， 现

代文明先驱者的历程令人深思。

同样具有悠长历史及深厚底蕴的

中国古老文明， 一直是各类出版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宝藏。 此次书展，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新书 《观沧海 ：

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解

答了一个多年来存在争议的话题。 一

个由来已久的观点认为： 中国在明清

时代闭关锁国、 停滞不前， 逐渐落后

于世界发展的潮流； 欧洲尤其是西欧

却走出中世纪的阴霾， 疾驰于大洋浪

尖之上， 用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将

旧世界剖开 ， 将新世界连起 ， 从此 ，

东方从属于西方。

然而， 近 20 年来， 中外史学界对

以上观点展开了激烈反驳， 《观沧海：

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不

仅对此提出佐证， 并进而指出明清尤

其是晚明至清初的中国， 成船成船的

棉 、 丝 、 瓷在那个时候已跋涉重洋 、

转运四方， 在初显雏形的世界市场中

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提到海上丝

绸之路， 人们最为熟悉的便是 “郑和

下西洋” 的历史。 那么， 明代中后期，

中外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情况又如

何呢？ 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认识和研

究领域。 该书恰从 “郑和下西洋” 之

后的大航海时代入手， 为我们揭示这

一重要时段中， 中国与海外的航海贸

易史 ， 以及由此产生对全球的经济 、

文化影响。

从东方到西方， 古老文明在历史的幻灯中跳跃

未来正来， 需要怎样的准备才足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文学是影视作品不竭的灵感来源。 此次书展上， 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的电影 《燃烧》 （左图） 的原著小

说 《烧仓房》 将与读者见面。 而电影 《故园风雨后》 （上图） 的原著同名小说也将在书展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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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好书相遇，

展开一场未知的精神之旅

能不能发现一些能与内心产生碰撞与共鸣的书， 是许多参加上海书展的读者最为关心的事

《未来工作 :

智能时代的竞争力法则》

[美] 泰勒·皮尔逊 著

中信出版社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薛兆丰 著

中信出版社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山上的小邮局》

[西] 安赫莱斯·多尼亚特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观沧海：

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林梅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