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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日誌》

内容概要

《閱讀日誌》主要內容簡介：閱讀是一件安逸、孤獨、緩慢而感性的事。層迭堆砌的書卷，映現出眼
下的混亂世局、勾起行將消滅的往事塵煙，教人陷入沉思長考，處於夢寐之中。曼古埃爾，這位悠游
于圖書館中的唐璜，挑選了《人魔島》、《唐吉訶德》、《枕草子》等十二本自身特別喜愛的書籍，
在遠赴異鄉的旅途過程中，隨筆記下閱讀時的所思所感，文中夾雜著教人入迷的生活雜事，完美地將
閱讀與生活融合在一起；讓熱愛閱讀的人們，體驗閱讀與生活交融的迷人丰姿。繼暢銷著作《閱讀地
圖》、《意象地圖》後，曼古埃爾以書卷、旅行、生活這密不可分的閱讀三元素，引頜讀者走進交織
著感性與理性的閱讀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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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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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日誌》

书籍目录

譯者序序第一部莫雷的發明人魔島金姆墓畔回憶錄四簽名有澤親和力柳林中的風聲第二部唐吉訶德韃
靼荒漠枕草子浮現巴拉斯庫巴斯身後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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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日誌》

章节摘录

版權頁：我的書，除了自有其秘密的記號外，許多也還有我的簽名，寫著我第一次讀的時間和地點，
頁緣也有鬼畫符，寫著我的批註。這是標示所有權的反射動作，其它行業的人也有：像建築師，從伽
尼葉在巴黎歌劇院的圓頂簽下名字開始，，便都會在自己建的屋宇上面留下簽名：卡瑪鳩的制鹽戶，
也會在他們製成的［鹽之花］的盒蓋子上面，簽下自己名字，木匠在成品完工之時，一樣會在木頭縫
裹塞一張小紙頭，寫下他們的名字和製成的日期。替我們做書架的那位村裹的木匠，夏洛特跟我們說
過他的事。這位先生湊巧就叫杜布瓦，右手少了四根手指頭。這是因為他有一次鋸木板時，木板朝鋸
齒滑了過去。鄰居發現他時，他正流血不止，昏倒在工廠的地板上。鄰居送他到醫院，但忘了撿起切
掉的手指頭。待杜布瓦先生回到工廠，只找著了一根。他撿起來，放在家裡的架子上，每逢有客人來
，就指給客人看，還滿懷陰森的喜悅。但有一天，他發現他那僅存的一根手指頭也不見了：他猜是被
肚子餓的老鼠給叼走了。杜布瓦先生是盡忠職守的人，因此把這件事的始末，寫在一張小紙頭上面，
塞進事發時他正在做的那件傢俱的木頭縫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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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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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日誌》

精彩短评

1、在边度有书读完之后，还是忍不住买回来了。
2、廣博的識見繪出動人的智慧圖象，雖說是閱讀隨筆，卻更值得一讀！
3、苏州诚品购入，蛮有意思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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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日誌》

精彩书评

1、　　一九九八年是我职场生活里最困顿的一年，突然失去主管的信任，处处执肘刁难不说，暗箭
更是难防。深陷困顿之际，无计可施，所幸妻在一旁多给支持，否则还真怀疑自己能否支撑下去。刚
巧有个外调后山的机会，整顿当地的外勤单位，稳住后山岌岌可危的沉重任务。在权衡整体得失，与
妻详谈之后，决定极力争取，暂时远离复杂的职场生态，重新开启全新的职场生活。　　刚开始的前
半年，花了不少心力在训练及业务活动的整顿上，原本的业务主管失了人心，山头竞起，表面上的和
谐早掩饰不了底下的暗潮汹涌。不刻意的拥护原主管的威严，因势利导的维持着和各山头的关系，让
他们明白唯有全力冲刺，创造业积，才有发展的可能，否则只是当个小小的山头，永远不会有出头的
机会。其余的时间，就跟着在后山当记者的老同学四处游山玩水，依着他的人脉寻访后山丰沛的人文
风景，生活倒也因此丰富，心情也因此开朗起来。　　后来的半年我开始写日记，一是为了抒发困顿
的心情，一是想练笔。心情之所以困顿倒不为了职场，而是想起离开才出生不到半年的大儿子翔翔，
离开结婚才一年多的爱妻，思念不止。生活除了肩上沉重的任务，余暇时间里除了和老同学混在一起
，独自一人时没有太多事可做，除了读书，就是书写。一九九九年开始发行电子报，每周需要一定的
稿量，一人刊物所有的文章都得自己动手，不练笔，就不可能写出可观的视界。写日记的必要，因此
而来。　　生活日记可以随意的写，却不容易写出可观的气势，尤其是要写出具可读性的日记，更要
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不可。有时翻看当年写下的日记，除了回忆，除了自己，究竟又如何而可读，大概
也只是因为自己写的。市面上更多的日记出版，又具有什么意义？　　在读《阅读日志》后，才发觉
日记的写法其实还得涉及书写者的意图。Alberto Manguel不单只是沈缓写着阅读的心情，还在生活里
投入更多阅读的沈思，涉及生活的部份，随意的几笔突显了生活的多样。写到阅读，则更深刻的触及
感性的沈思与知性的堆栈，让人在阅读时时刻为了能否透过阿尔维托的沈思，跟着阿尔维托的脚步深
入每本书作者的内心世界，做一次知性的探访。和以往所读到的阅读日记不同的是，这次阿尔维托以
一个月一本书的徐缓阅读，延长了沈思的步调，每篇日记里也许并不是太长的思量，一个月所串连起
来的份量竟也是浩瀚的沈思录，因书而起的沈思。　　不像读单篇专论般沉重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日
记的形式有助于读者以轻松自在的心情慢慢进入阿尔维托的思维世界里，顺着阿尔维托的思路读书，
当然是一种理解的方式，或是时刻反思阿尔维托的解读，对照自己曾有的阅读经验（譬如我就设法在
阿尔维托的理解里重新回想当初读《爱的亲和力》时的心情，检验着到底自己的理解和阿尔维托之间
存在多少落差）。这种趣味当然涉及各个读者的阅读品味，阿尔维托所选写的这十二册书，究竟和自
己的选择又有多大对照的趣味。我就曾经想着阿尔维托读《枕草子》和我的经验是否存在文化隔阂，
也在阿尔维托所开列的推理书单里找寻手边能看到读到的简短资料。　　日记已经不再是私密的书写
，而是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原本该是沈闷孤单的阅读体会，如今却有机的在读者心中形成联结的渴望
。是附庸风雅的亦步亦趋，是坚实阅读体会的百般流连，我总设法在阿尔维托的笔触里理解选读的动
机，并试图找寻阅读的可能。更让人佩服的是宋伟航的翻译，有时比正文份量更重的译注，贴心的为
中文读者搜集相关的信息，竟成为另类的阅读指引。宋伟航把阿尔维托所选读的十二本书中文世界里
能找到的译本都详列出来，并比较了各版本之间的差别，适时做出阅读的建议。我就因为读完《阅读
日志》之后选买了大陆东方版三大册的《墓畔回忆录》及皇冠版的《鞑靼荒漠》，还希望在未来的一
年里能找到机会读完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联经版）及周作人与林文月分别译成的《枕草子
》。　　读《阅读日志》很适合在深夜安静的灯下，相对于阿尔维托的前作《阅读地图》，《阅读日
志》更显得轻巧可人，急徐不定的随性自在，阅读看起来不再那么枯躁无趣，索然无味。合上了书，
结束了场快意的邂逅，接续的是不断的渴望：书是一份思维的报告，生活是持续不断的时间之旅，免
除不了的是缘自于对书的钟情。我试着在我留下来的旧时日记里找寻有关阅读的片段，相形之下，就
更零碎了，少了深度，少了视界，少了该有的识见，只有浮泛的记载，俗不可耐而浅薄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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