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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中华文化十五讲》
冯天瑜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和“十四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长篇
儿童小说《银骆驼》，以
主人公汉族男孩浩博和
蒙古族老牧民拉克申在
戈壁滩的相遇为开篇，
回顾了一段尘封已久的
军民共建航天基地的往
事，也揭开了拉克申长
年累月带着白骆驼在戈
壁滩上寻找“银骆驼”的
秘密。

《银骆驼》
赵华 著
万卷出版公司

本书汇集了冯天瑜
先生的学术成果精粹。
书中全面概述了中华文
化的奠基、人文传统的
特质、中华文化发展的
基础与脉络等宏观问
题，立意深远，内容翔
实。该书以宏大的构
思、丰富的内容，描绘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又多
姿多彩的生动图卷，全
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生
成机制和现代转型的发
展进程。

《中国绘画源流》
陈履生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 者 从 远 古 到 现
代，从流派到思潮，从画
家到作品，于中国绘画
的历史长河中溯流追
源，用简明生动的语言
描绘了中国绘画艺术曲
折而丰富的历史发展进
程，并配以200多幅传世
经典之作的高清图片，
将绵延万年的风雅传
承，勾勒为一幅中国绘
画史全景图。

本书收录了史铁
生、汪曾祺、季羡林、
梁实秋、丰子恺、林徽
因等14位知名作家的
散文作品。作家们在
书中谈闲暇、谈美食、
谈草木、谈世间、谈远
方、谈亲朋、谈生活、
谈人生、谈哲理，他们
的体验和感悟将让读
者收获内心的治愈和
感动。

从前途一片光明的公司高管，到陪伴早产女
儿康复的全职妈妈；从需要他人给予力量的求助
者，到 500万粉丝的自媒体大V……命运不断给
大 J设置难题，她却用温柔而有韧性的坚持，重新
主导了自己的人生。她是大 J，她和女儿小D的
真实经历《我们这一年》网站阅读量达到 2 亿。
她出版的育儿类图书全网销量300万册。而新书

《一半命运设定，一半我来决定》一经上市，就登
上了当当网新书热卖榜榜首。这是她第一次不
是以育儿博主的身份，而是以大 J的身份来讲述
她的真实经历，揭示自己光鲜标签下的迷茫、胶
着、纠结、焦虑，以及她选择的“尽全力，不后悔”
的人生。

“一半一半”思维应对职场和家庭问题
不管是在新作中，还是面对读者，她都非常

坦诚地“暴露”自己曾经的绝望、焦虑和失意，同
时也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她逆袭命运的成功秘籍：
接受命运不可掌控的一半，不在其中纠结内耗，
全力以赴去争取可掌控的一半，用“一半一半”的
积极思维实现事业提升、心态自洽的幸福人生。

2006 年本科毕业的她进入一家世界 500 强
公司成为一名管理培训生，后来，顺利通过选拔
成为市场部经理。之后，成为当时公司最年轻的
女性经理被外派。而此时，她的人生轨迹却突然
发生变化——女儿 28周早产且患有脑损伤。于
是，她选择成为一名全职妈妈。机缘巧合之下，
她走上了亲子教育博主之路。

大 J坦白自己曾陷入过无休止的追问，但是
她很快意识到日夜哭泣并不能改变任何结果。

于是她开始只专注自己可控的事情——陪伴并
确认女儿每一次的康复训练是否到位。不瞻前
顾后，也不关注即时效果。在这样的心态下，经
历 1000多天的康复训练，大 J和女儿小D共同实
现了医学界的奇迹。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大 J建
立了一种非常积极的“一半一半”思维方式——
不可控的事情不纠结，可控的事情尽全力。

关于职场，可以用“一半一半”思维避免自己
陷入内耗。大 J说：“工作中不可改变的一半，是
硬性要求的任务，但可以努力改变的一半就是可
以想办法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最关键的部分，最终
身心健康地完成任务。”大 J强调，在普遍焦虑的
职场，拥有“平稳心态”的打工人不仅能承担更重
要的工作，也能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

关于家庭，大 J认为也可以用“一半一半”思
维，我们需要接受的一半是每个人都有发泄情绪
的需要，要允许伴侣表达出他的不满或者失望。
但是发泄情绪和解决问题是完全不同的目的。
我们需要掌控的一半就是主动找到解决各自“不
满”的方案。想清楚这一点，很多伤害性大却完
全无济于事的争吵在苗头时期就能够被“掐
灭”。这也是大 J无论是全职妈妈还是创业者时，
都能保持家庭幸福稳定的方法。

建议大学生要积累自己的“品牌故事”
作为一个二本院校的毕业生，大 J靠自己的努

力一路逆袭。被问及最想对现在的大学生说些什
么？大 J表示：“我当初进外企做管培生时，同期进
去的都是名校毕业生。我也问过HR,‘为什么选
中我？’他回答说：‘因为你的学习能力特别强。’我
以前做过前台，不管是做什么工作，我都把这份工
作做到最好，然后不断提升自己。如果跟现在的大
学生建议的话，我的第一个建议依然是：接受不能
改变的，关注自己能影响和改变的。因为大环境，
作为个人往往没办法把控，尤其AI出现后，人类很
多路径也发生改变了。永远不要看不起小事情，把
自己能做的小事做好，自己能不能在这些小事上让
自己增值一点点？这其实也是在积累好的履历。
我开始的工作是前台，但没有低级的工作，只有低
级的工作态度。第二个建议是，大学生要积累自己
的‘品牌故事’。很多大学毕业生面试时往往觉得
自己做的都是小事，不好意思说这些。但其实不要
顾虑这些，我自己以前应聘外企时，做的也都是小
事，但在这些小事里体现了我可迁移的能力，比如，
我会告诉面试官，我虽然做前台，但是我会调动所
有前台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我做了哪些这方面的工
作。我做制单员时，可以从中发现问题，优化流
程。在这些小事里发掘自己可迁移的能力，并形成
自己的‘品牌故事’。这个是需要练习的，我书里也
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孙珺)

不可控的事情不纠结
可控的事情尽全力

《我谨以此对抗孤独》
史铁生、汪曾祺等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经历人生百味，回到四季三餐
古往今来，懂吃会吃的人比比皆是，懂吃会

吃的还会写的人也不少，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有
清代的袁枚、曹雪芹，近现代的唐鲁孙、梁实秋、
汪曾祺、高阳等。这些写美食的文字，有的专注
于厨艺的精细，有的专注于氛围的吸引，常常让
人食指大动、口舌生津。

有人曾问《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晓卿，
怎样才能把美食拍得如此诱人？他说，除了一些
电视技巧之外，“拍摄《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在努
力地往汪老的方向上靠。在经历了人生百味之
后，回到日常的四季三餐，能够这样简朴、平淡，
才是最动人的。”

经历人生百味，回到四季三餐，简朴平淡最动
人。这正是汪曾祺美食文字的魅力所在。也是

《肉食者不鄙：汪曾祺谈吃大全》这本书的精髓。
翻遍这本书，没有见到任何名贵食材，有的

都是家常小菜、寻常小吃，却让人唇齿生香念念
不忘。这是因为，一来汪老是真爱吃，几乎没有
他不吃的东西，对吃充满好奇和热情，有孩童一
般的清澈；二来，在他心里，吃喝就是一种文化。
所以他认为“肉食者不鄙”。谈起食物背后的历
史掌故、风土人情、诗词歌赋，他都如数家珍。发
自内心的热爱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二者自然流

露，就让整本书生机勃勃、妙趣横生。而让普通
读者都能领会其妙并沉浸其中，功不可没的就是
汪曾祺独特的文学语言。

就拿书中收录的他的名篇《端午的鸭蛋》来
说，“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
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
鸭蛋！’……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
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
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
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
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看起来平
平常常，如果你读出声来，就会发现有非常舒展
的韵律，流畅中带着亲昵，似乎是一个朋友在对
你娓娓道来。再比如，他写云南的菌子，“有一种
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
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
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
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
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
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
西这么好吃？！”寥寥数语，从“这种东西也能吃”
到“这东西这么好吃”，活灵活现，最平常的文字
跳跃在他笔下焕发出最灵动的生机。 (孙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