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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

内容概要

书缘如情缘。所有的记忆，终将上升为美好。
◆ ◆ ◆ ◆ ◆ ◆
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里，我们曾如饥似渴。如今有书可读，而且书越来越多，我们反倒不怎么读了。正
如在禁欲的年代，爱情青涩但美好，到了这个开放的年代，我们却怎么都爱不起来了。于是，不如怀
念。就像怀念初恋一样，怀念那些年，我们与一本书的相遇，和相恋。
◆ ◆ ◆ ◆ ◆ ◆
这是一本关于阅读记忆的书。四十多位作者集体回忆与一本书相遇和相恋的故事，用他们真诚的文字
，传达那些年读书的记忆和情绪：有书可读的年代，终究是幸福的。他们用自己的阅读体验，最大程
度地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在这个不怎么读书的年代，对那些曾经广泛影响了一个时代、承载了读
书人青春与梦想的书，进行了一次盛大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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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凤岭，1980年生于山东，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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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揉碎在《诗经》里的爱情　　文／海桐　　开始认真地读《诗经》，是在高考之后的暑假，原因
说起来很惭愧——喜欢了很久的那个男孩在毕业纪念册上对我的评价是“诗情画意”，这四个字着实
让我神情恍惚了好一阵，为了对得起它，我毅然决定把曾经买来基本只装饰了书桌的《诗经》、唐诗
宋词背诵完。以为只要这样，就真正称得上“诗情画意”这个美妙的评价了。　　不管原因是怎么样
，结果我却是认真地着迷了。　　还记得抱着它刚开始的几天，读什么都觉得像是在写自己，什么“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写的真是神奇，我不曾
向外人道的那点小纠结、小惆怅竟在古人的说笑弹唱里一览无遗。越读便越发地引得我满脑袋多愁善
感、情情爱爱，只以为全世界的忧愁都被我包揽了，为我量身定制呢。也不知是不是这份心绪引得我
那一阵读它时尽绕过些不懂的句子，挑共鸣的来背。所以两个月下来，我发现我明显高估了自己的记
忆力，我并没能像开始决心的那样，背完整本《诗经》，能背下来的也仅是被我挑着反复读的那些爱
情绝唱。但自那后，《诗经》却变成了我的枕边书，我也养成了闲来便翻一翻它的习惯，文艺点说：
翻起它，总像是翻起了一种美好诗意的心情。虽然常常是拿它催眠了，虽然违背了初衷，却也是种收
获，不是吗？《诗经》翻得多了，渐渐也不再只挑共鸣的篇幅来读，加上阅读量的增大，那些纠结、
困惑的小心思逐渐消散，我竞开始慢慢地品读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境来。原来不只是
爱情，原来早在两三千年前，现在社会所有的人生百态以及现在我们所有人的各种喜怒哀乐、患得患
失、百转千回的情绪，就已被先人看得那般透彻，在那里均有迹可循，寥寥数句便是生活的共鸣，便
是治愈的良药，便是人生的缩影——那些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战争，关于离别的故事，在诗与
歌里慢慢品读，不失是一种美，不失是一种豁达与平和的境界。　　由《诗经》之后，读书便真正成
为一种习惯。这当然和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不无关系，和曾迷恋的那个人不无关系，和他爱读书的习
惯同样不无关系。　　话题有些扯远，回到最初的梦想。是的，17岁时，爱情是当成梦想的。　　多
年后，当有一天，我终于自我感觉良好地觉得自己已修炼得对得起“诗情画意”那四个字时，在我们
重新取得联系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个发现：抬眼看他的瞬间，竟是相识八年第一次仔细地看他。不禁
讪笑，少女年纪，都没认清对方的五官，怎就胡乱怀春。　　想想，学生时代，我们开始迷恋一个人
是从什么开始的呢？投篮时一个帅气的背影？一脸阳光的笑？还是骄人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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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里，我们曾如饥似渴。如今有书可读，而且书越来越多，我们反倒不怎么读了
。正如在禁欲的年代，爱情青涩但美好，到了这个开放的年代，我们却怎么都爱不起来了。于是，不
如怀念。就像怀念初恋一样，怀念那些年，我们与一本书的相遇，和相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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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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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有书可读的年代，终究是幸福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扉页上的这句话打动了我。
彼时，我刚从电影院里走出来没多久，脑子里都是冯小刚《一九四二》的场景，积郁难消。在影院隔
壁的书店里，看着一架架的精神食粮，忽然就原谅了现世的不满：也许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着种种令
人不如意的地方，但相比于那些朝不保夕、饿殍遍野的“一九四二”，我们毕竟还有饭可吃、有书可
读，应该知足了。   也许正是这样的知足，让《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里的四十多位作者打开了
尘封的记忆：幼年时的安徒生、少年的武侠梦、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诗经》、《红楼梦》、《第
一次亲密接触》、《悟空传》、《平凡的世界》、《挪威的森林》，从时光里一一打捞起。每一个名
字、每一本书都成了记忆的地标。虽然有许多书是已经一名不文的畅销书，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曾经
如此强烈地打动过我们，好像人生的初恋，刻骨铭心。也许是因为这最初的心动太过强烈，我发现书
中的四十多位作者，虽然人生的经历并无多少传奇，但她们如今却几乎都从事着与文字密切相关的工
作。这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也是命运对热爱阅读者的馈赠。对于这四十多位作者来说，生命中最重要
的阅读，大多源于少年时期。最懵懂的年龄里，她们经由书本开始了情感启蒙，用着最微妙最细腻的
感情，去尝试理解这个世界，体验人生。书中有好几位作者都提到自己当年因为青春悸动，而喜欢上
《诗经》、《红楼梦》、《挪威的森林》等书。这样的悸动，也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当年我就曾经深
深地迷恋《平凡的世界》中的女主人公田晓霞，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有一位这样的女友。在那些情
感启蒙之外，我还曾经苦苦地寻找智识启蒙的书。“人生是什么？理想是什么？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
过？”这类似于保尔柯察金似的诘问，如今看来很幼稚，但却曾经实实在在地缠绕过许多少年的心。
就像书中许多作者一样，这种迷惘困惑的苦闷，我也是通过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瓦尔登湖
》来缓解的，用一位作者的话来说，就是“总得有一个精神的出口”。翻读这本书的时候，常常会想
到自己少年时挑灯夜读，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光。也许正是因为少年时的阅读，让我有了一些行走世间
的勇气。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反刍当年读过的书，“让我们的精神时不时眺望一下我们生活的这
个世界，或许能使我们几近干涸的灵魂得到意想不到的慰藉。”于愿足矣。 
2、以下是读完全书后，个人的一点浅见。读书，还是一件仁者见仁的事。早早地读到这本书，和预
期中得相比较，是有些失望的。首先是对于书名的失望。我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用意，一定要将书名
从九把刀的小说中脱胎出来。是商业考虑吗？个人认为，在现今、特别是文艺界，我们对于“山寨”
这个词有着过度的敏感与抵触。既然编者选择了以时光为线索“顺流而下”，为何不“逆流而上”呢
？如此，取以“回眸”为主题的书名，兴许更好。其次是对于文字的失望。由于是多人写出的多篇文
章，客观地说，文字质量参差不齐。就我个人来看，如果我只是想了解他人读了哪些书、因为读书做
了哪些事、悟出了什么道理，那么本书无疑是佳选。但也许，不是所有读书的人都有与书刻骨铭心的
故事，也不是每一个故事都引人出离、代入。如果以故事作引，对书本的通感随之抛砖引玉，重点在
后而不在前，显然更好。基于这样的鉴赏角度，有不少珠玉始露光芒：首推《那一夜，我们读几米》
。没有曲折的故事，甚至没有一条清晰的时光轨迹线，但其间作者对爱情、孤独、成长的感悟无所不
包而且很是精到，缺乏相当阅历与感悟力的人是决计做不到的。不仅仅文章本身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文字本身也很值得琢磨、回味。这是我在其他作者的文字上感受不到的。其次有《还读不读童话》。
从孩童到成人，作者对于童话的看法从单纯的喜欢变为辩证的思考。到底怎样的世界才是好的世界？
还读不读童话？引人深思。还有《我放手离开的爱情》，喜欢这篇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它更像是出现在
茫茫“书事”里的“花事”，有盛放，有枯萎。有一点惊艳。其他如《在晨光中涤荡尘怀》《不朽父
子情》《爱恨梁羽生》等等，都算得上佳作，不一一列举了。总而言之，这是一本与书有关的故事书
，它的确激起了我对未读书目的兴趣——也许已飨编者初衷，只是我想读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故事
⋯⋯
3、前几天，接到书的编者发来的讯息，说希望我为这本新书《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写点东西
，没忍住哑然失笑了。似乎不太合适吧？我问他。因为我有一篇文章也被选入了这个评论集了，名字
就出现在目录里那三十多个作者的大名当中，成为他们中（作者）的一员。自己评自己写的书，哦，
是一小部分的书，这到底是为了说明我很“厉害”还是讽刺我的“万能”？    也许你们会说我敏感了
，都是文字嘛，写出来自然就是好的，为什么我如此在乎？如此纠结？也许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吧，
自从从事写作以来，我就很识相地认识到文字是不平等的，我只是书评人，是评论者中的一员，且属
于不太高级的那种。可能是我自己妄自菲薄了，太过仰慕作者，特别是虚构文学的作者，这是一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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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创造性的劳动，和发明家差不多，又像魔术师。即便当我已经看了非常非常多不怎么样的作品，也
写过不少比较严肃的批评文字。作为文字工作者，虽然我不怎么样，但我知道写作辛苦，至少不如外
表或被别人认为的那样光鲜，尊重同行是应该的，如果他们把我当成同行的话。    说到这里，想起一
件事。有一段时间，我准备把自己多年来存着的稿子修改整理，希望能编选成册，出版。结果当然是
没有结果。出版社连给个回复的机会都不给。千方百计找到个熟识的编辑，才得知，这样的书完全没
有出版价值，作者没名是意料之中的，让我震惊的是该编辑认为书评本身就如新闻一般一出来就是过
时的了。我深受打击，在家闷了好几天，找茬和所有家人发了脾气，幸好最后得知了《那些年，我们
一起读的书》的出版消息，没成为作者，成为作者之一也好，算个慰藉吧。    我受打击是因为首先我
的价值被连根否定了，把书评和新闻等同起来，新书宣传期一过书评就成了过期新闻，没用了。我知
道原因，人都认为书评是个副产品，它是依附于作品的，那么书评人就是依附于作者的，没有作者就
没有书评人，没有作品书评人就没饭吃，敢情书评人和寄生虫就没啥区别了。其次，听了这话，我脑
子里的很多往事被勾起来了，其中不少和作者对我的指责和不屑有关。这些指责包括，认为我没有认
真读他们的作品，把他们写作的意思理解错了，片面地猜测了他们的写作意图，等等等等。总之是因
为我没有忠实地当他们的传声筒。估计他们的心态是，指着你给他们做宣传，又不过把你当个二传手
，你只是他们向读者推广作品的媒介，你能有什么翻天的本事，孙悟空能翻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吗？    
知道最变态的人的心态是什么吗？就是我这样的。一方面热爱写作，也热写评论文章，一方面又觉得
自己写的东西贱，至少被别人认为下贱。一方面我崇拜着作者，认为他们的劳动有价值，一方面又不
甘于被作者瞧不上，觉得这是奇耻大辱。有句话说得好，要么你就流芳百世，要么就遗臭万年，你不
能不香不臭不好不坏。要么你向前狂奔，要么就躺下来休息，你不能蹲着。我现在就是蹲着。蹲着的
人是不会上下通气的。    果真，就在这不通气儿的当，我同时变成作者和评者了，矛盾最终指向了我
自己。当我审视这两种身份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评论他们，或者给他们下定义。也许，以
后我会写小说，真的，我连笔名都想好了。这个笔名一定要让所有人都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有当过“
书评人”的“污点”。可是，幻想虽然美好，现实却是残酷的。我热爱当书评人，热爱做文本分析，
热爱对别人的文章指指点点，报以最真诚的表扬和批评，提出最中肯的意见。我抱着最大的热情却破
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并以此来观照我自己，乐此不疲。即便我成了这本书的作者，但我的身份仍然是
书评人，我仍然在解读作品，我还有众多作者偶像呢，比如鲁迅，谷崎润一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
斯基等等，我可以昂首挺胸地大声向全世界宣布姐姐我就是他们的粉丝你想怎么样？！    要找到一个
终生的事业不容易不是吗？    想起以往的种种无奈，和眉间似有似乎的皱纹。要知道我皱眉是很难看
的，不要说没有西施捧心的娇弱，连东施效颦的痴心都体现不出来，它只能如实地表现出它应该有且
仅有的苦闷。突然有举起手在空中和所有人言和的冲动，即便所有人只是所有的空气。人要学着解放
自己。拿到样书的那天，书是寄到我工作的学校的。两个同事，一个是体育老师，一个是数学老师，
兴奋地拿走了其中两本让我签名，我当即厚颜无耻地签了，哈哈，只要是我写的文字，有啥不好意思
的？    哎，如果我时时刻刻都能那么理直气壮就好咯⋯⋯
4、那些年，我们还是学生，能看一本课外书，是奢侈；能去解读课本之外的故事，是勇气。可是，
在奢侈与勇气之间，我们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偷阅的刺激！现在，可以明目张胆的去看，去读，
可是，心情却没了，想去期待一个午后的阳光，捧本书，一年365天，有多少个这样的午后，可供你选
择？惟此回忆，那些年，我们的读书岁月。
5、2012，是个回忆之年。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开始，各种怀念，风起云涌。围绕“那些
年”，有好多东西值得回忆。比如书，比如电影，比如老物件。所以有了这本《那些年，我们一起读
的书》。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日益逼近，这个时候人们反倒气定神闲，丝毫没有了几年前的那种恐
慌。又或许，回忆便是人们冥冥中应对世界末日的集体无意识？总之，必须赋予这本书一个意义。那
些年，我们都有读过的书。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里，我们曾如饥似渴。如今有书可读，而且书越来越多
，我们反倒不怎么读了。正如在禁欲的年代，爱情青涩但美好，到了这个开放的年代，我们却怎么都
爱不起来了。于是，不如怀念。就像怀念初恋一样，怀念那些年，我们与一本书的相遇，和相恋。此
生未完成，总有一本书或深或浅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这本书里的作者，他们用自己的阅读体验，最
大程度地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在这个不怎么读书的年代，对那些曾经广泛影响了一个时代、承载
了读书人青春与梦想的书，进行了一次盛大的回忆。这种记忆里装的不是知识，而是情绪——对于过
去、对于读书、对于青春的美好情绪。作为一本跑题的书评，如果被当成高考作文，差不多都得打零
分。但是我们看过多少零分作文，无不是才华横溢者的真知灼见。在这个书评泛滥的年代，大多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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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都如叔本华所说，不过是书评作者“与作者和出版者结盟，助其抢夺读者的时间和金钱”。我们
找不到“诚实、可靠的，无法被贿赂收买，兼备稀有的知识和更加稀有的判断力”的书评执笔者，但
总能找到“诚实、可靠”的阅读记忆。不诚实的书评是欺骗读者，不诚实的记忆，欺骗的是自己。幸
运的是，这本书的四十多位作者，都很诚实可靠。需要说明的是，这四十多位作者的文章在书中的排
序，主要是根据他们“那些年”所读之书成书或初版（中文版）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因为记忆总
要有个逻辑，时间之河缓缓流淌，我们或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姑且顺流而下，一一尝透。编
者在约稿函中这样说过：我们采用您的文章的前提是，读完您关于一本书的阅读记忆，我们能有所触
动，并且假如我们没读过您所提到的那本书，也能够对它产生强烈的阅读冲动，至于有没有触动和冲
动，我们绝对不会触动了装没触动，冲动了装没冲动。现在，我终于可以说：我触动了，也冲动了。
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被一种强烈的情绪所感染：阅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编者201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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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12页

        书名：《爱的教育》
读者：徐开垒（浙江宁波人）
阅读时间：20世纪30年代，十来岁时
途径：公民课沈宁龄老师推荐，由课上讲故事到推荐阅读
我在翰香小学三年级和同学们一起读了这一本课外书，我们课堂里的秩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爱”
增加了相互间的关心。

2、《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117页

        我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波普尔成了一位＂速朽＂的明星（刘擎语）？生前如此显赫，拥
有白金汉宫的爵士和勋爵的头衔，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会员，英国学术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去世前拥有20所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但是现在呢，几乎已经被人遗
忘了，

3、《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27页

        图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读者：黑马（60后，作家）
途径：时代因素

P031文学是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的东西，用时髦的话说作品的诞生意味着作者的死亡，因为你永远不
知道你的作品会以怎样的方式感动哪个时代怎样的人的哪一根神经。⋯⋯奥斯特洛夫斯基永远不会想
到，他的书这样折腾了至少两代中国人的心灵。

4、《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100页

        我最喜欢《红楼梦》，《飘》，百看不厌

5、《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32页

        图书：《飘》
读者：夏颦（疑为70后）
阅读时间：20世纪90年代
途径：笔友推荐

6、《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34页

        有点儿意思哈

7、《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22页

        图书：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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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间：小学五年级+12年
每本书都是一座地标，每当在琐碎生活的丛林中遍寻不到出路和来路时，它们总能恰到好处地派来一
辆公车，接你回到那些熟悉地方。

8、《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8页

        书名：《红楼梦》（精装竖排）
读者：米心（女）
阅读时间：1993年，高考后
书评主题：父女之情
《红楼梦》给我的影响，决不仅仅是到大学后可以增加点与文科生的谈资。这部书也算是对我各种情
感的启蒙教育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无论我在《红楼梦》里读到了什么，其实，它留给我的是爱的记
忆，是那个夏天里的象棋、沙发、电风扇、（火靠）大虾，是爸爸不露声色的爱。

9、《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106页

                这就是我的挪威森林，出去披头士的同名歌曲这样一个噱头，我更喜欢叫这本书“日本的草原
”。它开启了我人生的某个时期，也将终结之，这个时期里我恋爱，探索女人，慢慢成熟，体味孤独
，总有激情升起又退却，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抛出无数问题等待答复。这段时期，我们姑且称之为
——青春。

10、《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40页

        梭罗用质朴的声音、欢快自信的语调告诫我们，一亿人当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读
过《瓦尔登湖》才懂得何谓深邃纯净无杂质。有时我觉得它比蒙田的随笔、纪伯伦的先知更能使我感
悟，领略智慧之美。梭罗心中充满理想与激情，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信念，相信人的天性纯洁，
人可以返璞归真，达到完美境界，坚信只有在简朴的生活中才能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投身自然之中才
能寻找自我。

11、《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2页

        “书缘如情缘。所有的记忆，终将上升为美好。”

在国图邂逅这本书，打开目录就看见许多熟悉的书名，很多都是青春时期陪伴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也许很多对我还有我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给了我深远影响的书。

从书的目录往下看，这几乎就是一部成长史，也是一部青春纪念册。我看这本书时，刚开始以为是一
个作者写的，而且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看着很多书都和她品味相同，而且她在文字中表达的那些
怀念与当初对她精神世界的震动，都和我如此相似。

我再一次想起在一个地方看过的一段话，“好的作者就是那些把你心里的话全部表达出来，而且表达
的更好的人。”。邂逅一本好书就是这种非常满足的感觉，就像找到一个知音，在一段安静的时光里
静静地而又热烈地和他聊天。当一场酣畅淋漓的谈话告一段落，你从书本中抬起头来，目光穿过窗户
看着窗外不知何时已西斜的阳光，才惊觉已经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

深深的伸了个懒腰，慵懒而满足地靠坐在国图舒服的椅子里，静静地望着窗外发呆，任思绪飞扬，默
默地品味一场阅读的高潮过后的余韵。

Action：我也想梳理一下《那些年，我读过的书》（读书带给我的），那些陪着我度过对未来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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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无限憧憬的青葱年华的书，度过迷茫而不断在焦虑中探索自身和世界的意义的大学时代的书，那
些给了我无限力量和激励的让我脱离琐碎而平静的生活而去到一个作者营造的精彩纷呈的世界的书。
。。

部分目录

�1. 揉碎在《诗经》里的爱情 文/海桐
�2. 《红楼梦》与我的怀春时代 文/米心
�3. 第一本课外书：《爱的教育》 文/徐开垒
�4. 还读不读童话？ 文/楠十--《格林童话》
�5. 记忆城里的钉子户，贝克街221号 文/苏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6. 青春遭遇那场美丽的误读 文/黑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7. 随风而逝 文/夏颦--《飘》
�8. 我与《围城》 文/赵小斌
�9. 在晨光中涤荡尘怀——再读《瓦尔登湖》 文/苏文健
�10. 在《十万个为什么》中长大 文/唐草
�11. 十六岁读《天龙八部》 文/易木行
�12. 后知后觉爱三毛 文/正子--《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
�13. 谁偷走了我的未来 文/小米--《窗边的小豆豆》
�14. 那些年，我一直未读的书 文/西海固--《废都》、《平凡的世界》
�15. 阅读，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 文/别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
�16. 《穆斯林的葬礼》：厚厚的一段情 文/谢惠
�17. 如果回到一九六九，我是否也可以退出泥沼 文/李婧--《挪威的森林》
�18. 琼瑶，80后的美好记忆 文/方小丽--《新月格格》《一帘幽梦》《还珠格格》
�19. 汪国真。青春。我的文学之路。 文/毕守拙--《年轻的思绪-汪国真抒情诗抄》
�20. 沉浮如光。唯有夕阳斜。 文/子不语--《活着》
�21. 我的绿色导火索——王小波 文/陆奕--《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
�22. 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文/邹琪--痞子蔡《第一次亲密接触》
�23. 那一夜，我们读几米 文/徐李佳--几米《向左走，向右走》《月亮忘记了》《地下铁》
�24. 久别的薇安 文/高红雨--安妮宝贝《告别薇安》《清醒记》
�25. 那个想要飞奔的年纪 文/唐潇--《梦里花落知多少》悟空传》
�26. 我，她，《查令十字街84号》。 文/machileyan
�27. 看了《明朝》就明白 文/毛力--当时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28. 不是一路人，不读一类书 文/扭腰客--《沉重的肉身》
�29. 《三体》：从这里到永恒 文/严锋
�30. 《1Q84》。村上。陡峭的时间。 文/小米

还应该有《小王子》、《傲慢与偏见》、《简爱》

12、《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4页

        书名：《源氏物语》（丰子恺译本）
阅读时间：北师大大学一年级
阅读人：李婷晓
职业推测：编辑（“居然说他刚好几天前在书店看到《编书记》中收了一篇我的小文”）除了附庸风
雅，彼时大概也是暗恋着某个男人，诗言志，可诉衷情，愈觉得紫式部写出了女子心中无限缱绻，丰
子恺的翻译更是恰到好处，古雅绰约，细腻温柔，言语之美几乎掩盖了那花心公子对情爱对女人毫无
底线的占有⋯⋯如今想来，日人对情爱之事的放纵无底线近乎变态的陌生化，和他们对“美”（自然
之美情爱之美言语之美情境之美⋯⋯）的无尽追求异域风情，以及丰子恺卓越的翻译效果，搭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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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无知盲目和沸腾的青春热情，共同造就了那一场莫名澎湃的热爱。怀揣一个小硬皮本子，记满
了那花心大萝卜跟无数各种备份的女人们的淫词艳诗，毫不遮掩地品酌推崇⋯⋯

13、《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1页

        读某本书，可能起源只是一个关于自己的隐秘的情怀。海桐因为暗恋的情愫由情诗走入《诗经》
，继而读出其中人生的缩影。还记得抱着它刚开始的几天，读什么都觉得像是在写自己，什么“青青
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写的真是神奇，我不曾向外
人道的那点小纠结、小惆怅竟在古人的说笑弹唱里一览无遗。越读便越发地引得我满脑袋多愁善感、
情情爱爱，只以为全世界的忧愁都被我包揽了，为我量身定制呢。也不知是不是这份心绪引得我那一
阵读它时尽绕过些不懂的句子，挑共鸣的来背。所以两个月下来，我发现我明显高估了自己的记忆力
，我并没能像开始决心的那样，背完整本《诗经》，能背下来的也仅是被我挑着反复读的那些爱情绝
唱。但自那后，《诗经》却变成了我的枕边书，我也养成了闲来便翻一翻它的习惯，文艺点说：翻起
它，总像是翻起了一种美好诗意的心情。虽然常常是拿它催眠了，虽然违背了初衷，却也是种收获，
不是吗？

14、《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200页

        有书可读的年代，终究是幸福的。                

15、《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189页

                说到这里，惊觉村上居然已经是年过花甲之人了，他的时间曲线已经变得陡峭起来，而我竟还
没心没肺地把他当作渡边君。 

16、《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15页

        图书：安徒生童话
你含情脉脉地亲吻理想，理想却不停地放你的鸽子；你精神抖擞地拥抱生活，生活却把你一口吞没。
他的故事总是让你心里微微地发紧。备受歧视的丑小鸭，娇柔脆弱的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还
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海的女儿。你总能在他的笔下读到忧愁悲伤，世态炎凉。因为你，我开始喜欢
有缺陷的人。开始明白，完美从来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假设。而正是因为这些缺口，生命才显得丰盛和
完美。人的本性是脆弱的，但我希望一段人生走到最后，握在手里的，一定是你想要的。

17、《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的笔记-第138页

        真正的阅读不仅仅是从书本上读出别人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读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想或者与
别人的思想不谋而合，或者与别人的思想针锋相对。不谋而合的共鸣，产生阅读的快感；针锋相对更
是对判断力的考验，有可能是＂否定之否定＂，成为思辨认识上升的阶梯。无论是共鸣还是对抗，我
觉得阅读的意义都在于：通过阅读，找到自己思想与书本中观点的同与不同，通过辨认、甄别和思考
，逐步完善自我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没有思考的阅读，不是真正的阅读。如此说来，一个人一生
真正读过的书，其实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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