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上的小向导》
刘黎琼 著

译林出版社

雅鲁藏布江的孩子、14 岁

的门巴族少年达瓦遇到了一群

“奇怪”的人。他们风餐露宿，

用脚步丈量着青藏高原这块土

地……本书采用门巴族少年的

视角，以第一人称讲述 20 个世

纪七八十年代我国首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考的故事。一代科学

家为实现“青藏科考空白必须

由中国人填补”的夙愿，历尽艰

辛，跋涉考察。

全书由亲历者审阅把关，

以真实发生的故事折射出中国

科学家的英雄群像，同时展现

出了他们不畏艰险、忘我奉献

的品质。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产煤，

是座不折不扣的“煤城”，也是

座有矿区、火车、寒冷的冬季、

酒和血性的东北城市。这里有

在学校约架的少年，一声不响

坐火车去松花江的冰面上躺着

的少年，想成为侠客的少年。

许多年后，少年们被现实

困在了不同的地方。从双鸭山

跑到北京，却只能绕着小区开

车的出租车司机；要在生命结

束前赶回家乡的迟暮老人。一

些小人物，一些记忆里割舍不

去的片段，一些曾经的幻影，被

生活慢慢磨碎揉搓，塑成遥远

陌生的形状，站在我们面前。

《沉默时，请大声朗读情书》
梁彦增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醉在中国》
[美]德力·桑德豪斯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制造亚洲》
宋念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小小的一口啜饮开始，

德力踏上了寻觅中国美酒的旅

程。在走遍大江南北、品饮各

地名酒的同时，他也拜访了当

地的酿酒师、考古学家、经销商

和资深酒友，在酿酒车间、市井

小馆、隐秘酒吧和诗歌故事里

发现中国九千年酒饮文化的各

个侧面，以及酒中蕴藏着的中

国人的精神与情怀。

本书从一个外来者的视

角，呈现了白酒背后鲜为人知

的故事、历史和文化，展现了白

酒作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是如何雕塑中国人的

精神图景的。

新书推荐G

我们生活在这片名为“亚

洲”的地域上，你是否有过这样

的疑问：亚欧大陆明明是一体

的，为什么分成亚、欧两大洲？

分界的依据又是什么？

清华大学教授宋念申告诉

我们：古地图是探索亚洲形成

史和反思现代性的关键一环。

在这本书中，他借由百余幅珍

贵的古地图材料，描摹了亚洲

在地图上出现、发展、变化、定

型的过程，同时观察了这一过

程中的各种权力结构——资本

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

土国家——在地图上的呈现与

表达。 （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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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俊宇 吴丽蓉

农民工陈直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终

于出版了。

陈直的心情是激动的。“我很感谢，也很高

兴。”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陈直说。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俊认为，使

得本书在此刻出版更具意义的是它的译者

陈直——这一译本无论在学术意义上还是

在社会意义上，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独特

事件，它赋予“哲学”一个更为宽广的想象

空间。

陈直 1990 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一个农

村，高中学历。2008 年底，他开始关注哲学

方面的内容和问题。他曾去往广东、浙江、

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得最多的是制造业

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

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

持阅读和思考。

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

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直感到满足，反

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

学时的憧憬；想到当时对理解的渴望，他渴

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

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

造一个全新的自我。

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

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

中。于是，陈直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

有一次，他读到了理查德·波尔特在

1999 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导论》，发现这本

书比较通俗易懂，而其内容也不乏深度。

2021年 4月，他开始翻译这本书。当时他在

工厂上班，每天都需要工作 12 个小时。他

住在 10人间的工厂宿舍里，没有桌子，甚至

连插座都没有。他只能带着电脑去附近的

图书馆翻译，翻译完后就把译文贴在网上。

2021年 11月，一篇媒体的报道，让陈直

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此后，他离开工

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后，成为一名

期刊编辑和排版员。“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

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

情’。”陈直说。

2022 年起，陈直对全书译文做了几次

较为细致的校对。这期间，还有大学老师、

出版社编辑以及一些网友为他提供了校对

上的帮助。

今年 5月，陈直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铸刻文化丨艺文志）出版。

这版《海德格尔导论》中译本得到了著

名哲学教授陈嘉映的认可：“坊间有不少篇

幅长短不一的文著介绍海德格尔的哲学，而

这一本仍然值得推荐……作者不是全面铺

开来介绍海德格尔的主要论题，而是引导读

者进入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本书的译者

也很认真，对译文反复推敲修订，并写了不

少译者注来辅助读者阅读。”

理查德·波尔特是美国辛辛那提市泽维

尔大学哲学教授、海德格尔研究专家，撰写、

编辑了多部关于海德格尔的著作，其《海德

格尔导论》被认为是英语世界的海德格尔研

究名著。值得一提的是，波尔特教授为此中

译本写了序言，还根据海德格尔研究的最新

发现，增补了内容，并更新了参考文献。

本书译文也参考了之前中文世界对海

德格尔著作的各种翻译，并通过大量译注予

以细致的说明，方便普通读者更深入地理解

海德格尔哲学的各种概念。

一部英语世界的海德格尔研究名著，其

中译本诞生于每天要工作 12个小时的流水

线工人之手，这一事件着实深具意味：面对

技术统治的世界，陈直证明了选择的自由始

终存在；思考即抵抗，而海德格尔一直让我

们思考如何思考。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斯拉沃

热·齐泽克在其新书《自由：一种无法治愈的

疾病》中，提到陈直翻译《海德格尔导论》这

件事，并写道：“我们应该庆祝像陈直这样的

奇迹——他们证明了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学

科，哲学可以突然中断我们日常生活的进

程，让我们产生困惑……今天，我们应该说：

让一百个陈直研究哲学——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找到摆脱我们不幸困境的出路。”

“我认为，哲学是一种转变人生存方式

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地’转变人

之生存的内容。我依然会继续从事对哲学

的思考和阅读。当然，如果从事哲学著作的

翻译或者研究工作指的是我的社会性身份，

可能有比较大的变数。唯一不变的是如海

德格尔所说的‘对思考的虔诚’。”陈直对《工

人日报》记者说。

农民工陈直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日前出版，哲学家齐泽克曾说“应该庆祝像陈直这样的奇迹”

唯一不变的是“对思考的虔诚”

关明

据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统计，从1921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可以查到姓名的牺牲的革命者达 370多万

人。还有一种说法提到，为了新中国的成立，约

有2000万名先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中的

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

“一寸河山一寸血，一怀热土一怀魂。”回

顾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

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正如

毛泽东所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

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

这样的大事。”

共和国不会忘记先烈们的丰功伟绩。在艰

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无数革命者怀着坚定的革

命理想和信念，蹈锋饮血，前赴后继，为中国革

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先辈和英

烈，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红军、八

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将士，也包括中国工

运史上的先驱。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

群众组织，中国工运事业是党领导下工人阶级

的壮丽事业，中国工运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工会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

系，同根同脉、同宗同源，并且一开始就在党的

领导之下团结奋斗。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

《先行者：工运先烈启示录》，对中国工运历史进

行整体性回顾，选取在中国工运历史长河中具

有代表性的51位人物，结合轰轰烈烈的工人运

动，讲述了中国工运历史的重要实践和无数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著名历史学家克

罗齐的名言，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

当下，重温工运先烈的奋斗事迹，有助于寻根问

道、正本清源，有助于总结经验、厘清困惑，有助

于找寻初心、激励使命，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

这些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什么要全

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这些宏大叙事通过每一位工运先烈生动、

鲜活、具体的微观视角，变得更加清晰。透过百

年的历史风云，回味当年的初心使命，可以汲取

历史的养分，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让我们对今天进行的伟

大事业更多一分自信，更增加一分前行的动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2022
年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 100周年，2025
年即将迎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百

余年来，中国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工

人阶级不懈奋斗，谱写了壮丽的工运篇章。“历

史越久远越清晰。”今天，唯有不忘先烈，方可

告慰历史；唯有不忘初心，方可赢得民心；唯有

不忘过去，方可赢得未来；唯有常思常悟，方可

善作善成。

重温工运先烈事迹，让历史告诉未来
——读《先行者：工运先烈启示录》

《当西游记遇见科学》出版

换一个角度学经典
本报讯（记者吴丽蓉）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

里，十万八千里有多远？猪八戒的兵器是九齿钉耙，你知道

它是从何而来的吗？真假美猴王就像一对双胞胎让人难以

分辨，为什么会出现双胞胎呢？芭蕉叶能做出铁扇公主的

芭蕉扇吗？……

《西游记》几乎是每个孩子都熟悉和喜欢的神话故事，伴

随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但如果换个角度来解读这部

经典，会发现里面藏着很多和科学相关的有意思的知识。由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当西游记遇见科学》，就是这样一

本写给孩子们看的书。

这本书精选从猴王出世到取得真经成正果共 40 个人们

耳熟能详的故事，合理改编成更适合孩子阅读的版本，并在每

个故事中提出 3 个科学问题，涵盖 120 个科学主题、超过 200
个科学知识点、500多张高清图，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对科学知

识进行梳理和讲解。

对于《西游记》中的部分复杂问题，这本书则进行了课题

式深度探究，以科学思维分级讲解。在解读科学主题的过程

中穿插“知识+”板块，围绕同一主题带来更多扩展内容。通

过阅读这本书，孩子们可以实现跨学科主题学习，将语文、天

文、物理、化学、历史等学科知识串联起来，不断完善知识体

系，深化科学思维。

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征认为，人

类的想象力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实际生活经验中

的所见、所闻、所感，阅读《当西游记遇见科学》，从体验神话故

事的妙趣到感受科学探究的乐趣，这样的体验是一场精彩的

头脑旅行。

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直，从 2021年 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这本书近

日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

阅 读 提 示

周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滚滚洪流中，如

何引领民族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再铸辉煌，

责任与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一个群体身上——

作家唐大麟把手中的笔触对准了这个闪耀着

人性光环的精英队伍，历时 3年写出了《石油

石化院士访谈录》（石油工业出版社）。在这

部新著的字里行间，凝聚了 32位院士的汗水

与智慧、责任与坚守、奋斗与进取，以及科学

家矢志求索的荣耀与梦想。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科学家精神”进行

了纪实式叙述，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哲理

性解析，对“科学家初心”进行了访谈样本的

深度挖掘。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首次详

尽披露了石油石化战线上，一代代科学家为

了国家荣誉和民族能源战略安全走过的 75
年奋斗征程，堪称一部石油战线经典礼赞。

书中共纳入我国石油战线 32 位科学泰

斗的访谈，按照院士们当选的时间顺序排列，

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7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4 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1 人。作者在访

谈之前下了一番苦功，对每位院士的特点做

了深入研究，精心设计了每一篇章的访谈话

题，既能确保每位院士能讲什么，又能满足读

者想感知什么。在书里，院士与读者是面对

面的“零距离”，他们讲得深入浅出，读者也可

以读得有滋有味。

通过对这些石油石化院士的采访，作者

记录了石油工业发展史上一段段弥足珍贵的

历史，见证了石油科学技术从跟踪模仿到自

主创新的过程，见证了我国石油工业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过程，见证了油气产业发展从

受制于人到自立自强的过程，也见证了石油

科学家精神孕育与形成的过程。

在这些院士身上，读者不仅能清晰地看

到其所秉承的石油精神、石化传统，更能看到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科学家精神。作者把这

32篇文章化为 32个乐章，化作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史诗中一首激越壮丽的交响曲。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自 2020 年
启动文化惠民工程以来，已建成19处
城市书房，免费对外开放，助力文化体
验廊道构建。东港区城市书房进一步
延伸公共文化服务触角，定期开展读
书沙龙、非遗体验、艺术手作、文化创
意产品展示等特色活动，目前已成为
打造“全民阅读·书香东港”的重要平
台和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的
重要文化保障。

图为读者近日在日照市东港区城
市书房樱花园馆阅读。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城市书房
品书香

“零距离”了解石油石化院士
——读《石油石化院士访谈录》

饮美酒探寻精神与情怀

看地图走进真实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