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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者从教育的角度对选编
的老舍、季羡林、史铁生、铁凝、袁隆
平等名家回忆母亲的散文辑结成
书，并对每篇文章从教育的角度进
行了点评。文章或质朴素雅，或诚
挚温暖，凝聚了名家们对母亲的深
情回忆，对母亲智慧的温情感悟，给
读者以文学美的体验。每读一篇，
都仿佛能回忆起为人子女与母亲在
一起的点点滴滴，也道出了母亲对
自己的启蒙与影响、关爱与威严，从
而让读者们真切地体悟到母爱的温
暖、质朴与无私。全书突出了母爱
的教育意义，引导父母和读者领会
教育的本质以及母爱教育的意义。
本书既是一本散文佳作，也是教育
家与各界大家就母亲教育问题进行
的一场暖心“对话”。

梁晓声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版

《母亲》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
者梁晓声感人肺腑之作。作者在小
说中记叙了母亲在极其艰难的生活
条件下，勤劳节俭，保持善良、纯正的
品格，以身作则，在做人、做事方面给
儿女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表现了慈
母对子女的深情，以及孩子对母亲的
敬爱之情。同时，作者以母亲为缩
影，描述了中国社会的起伏变迁，多
层次描写了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
小说语言朴实，字里行间充满了感人
至深的意境，在严肃的同时，作者巧
妙的文笔又让文章时不时充满幽默
氛围。作品体现了中国人对家的看
重，也含有父母为子女无条件付出的
精神，具备极其强烈的人文关怀。作
品入选国家统编版语文课本，有着积
极而深远的教育意义。

零露 著
作家出版社2023年3月版

成功的人生需以勇气和耐性
为前提，成功的家庭教育也是如
此。要得到一个懂事、自信、智
慧、友善、感恩的孩子，这样美好
的愿望激励着两位妈妈长达十余
年的通信。这100封相隔万里的
通信，讲述的是来自两个孩子成
长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以及两位妈
妈从中得到的启示，不仅使我们
看到了闪着理性之光的母爱，生
活中的琐事还时时让她们回忆起
她们的父母曾经给予家庭的种种
温情，那些记忆，满载智慧与甜
蜜。这双倍的母爱是家庭教育的
又一道彩虹，相信这样的合力对
每个家庭成员都会产生更绵长的
影响力。

《青蒿·母亲》

胡铮良 著
现代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青蒿·母亲》通过描写一位母
亲坎坷的大半生经历，真实地再现
了一位虽然备受磨难但仍然执着、
有韧性、充满爱心的母亲形象，这位
母亲形象富有生动的个性，又有广
泛的代表性、概括性；并且我们透过
这位母亲的坎坷人生经历，窥见到
了上个世纪中后期至本世纪初期中
国社会的生动状貌和变迁发展的历
史。《青蒿·母亲》描写的历史横跨中
国的现代和当代，从作品的描写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变化发展的鲜活图景和生动画卷，
作品让我们重温了中国现当代的社
会发展史、前进史。既真实又真切,
有历史感，同时又生动形象。

《母亲》

《母亲的学问》

《母爱可依》

■ 陈泽楠

近日，清华大学哲学系夏莹教授的《为什么出
发？——马克思和他的时代》新书见面会暨访谈会在厦
门举行。厦门大学林密教授、林育川教授作为对谈嘉宾
出席，几位教授聚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问题，结
合历史与当代现实的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与分享。

《为什么出发？——马克思和他的时代》一书以通俗
化的写作方式，对马克思经典文献进行趣味化的解读，并
将马克思的个人生活经历与时代背景融入对马克思思想
的表述中。

马克思的哲学成为分析时代的路标

本书是夏莹教授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所
撰写的“趣读马克思”系列的第二部。夏莹教授提到，从
第一部到第二部出版的这四年间，她的生活发生了许多
变化。自2020年始，夏莹教授逐渐适应了融媒体的教
学，线上线下成为工作常态；人们进一步地、全面地依赖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成了人们进出公共场所的通行证；
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浪潮在新冠疫情下遭遇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保持距离”不仅成为保障个人身体健康
的基本信条，更逐渐成为国际外交关系中的一个备选
项；人们对“生命”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由此产生了关乎个人的诸多问题。夏莹教授提到，当面
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现实问题时，单一学科的
研究与分析视角显得太过单薄和片面，在这时，对于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阅读给予了她突破学科界限来思
考这个时代的力量。夏莹教授在书中写道：“在马克思
的经典文献当中我们或许并不能完全找到对一系列复
杂问题分析的现成答案，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及他运
用这一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对其所处时代的审视，却为
我们指引了一条当今时代的理论道路。”

本书所涉及的基本文献涵盖了马克思第一次触及
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全过程：从起始于1845年的《神圣
家族》到完成于1852年左右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其中涵盖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
形态·费尔巴哈章》《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
一系列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最富影响力的文献。思想逐
趋成熟的马克思如何完成自身的思想革命成为贯穿本
书的一个线索。

提到新书的创作历程，夏莹教授回忆道，在文化表
达与文化消费更为碎片化的时代浪潮之下，如何既顺应
时代的潮流又表达厚重的思想内容，是她在创作时常思
索的问题。她提到，时代的非确定性确实可能给人们带
来各种担忧，但这本小书走向大众的历程，正是时代的
非确定性能够转化为创造力的证明。在新书见面会上，
三位教授聚焦于马克思思想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因为爱情，我们真正成了人”

主持人崔居然提到，这本书让她的朋友改变了对于
爱情的看法。以往大家总是认为沉溺于爱情是“恋爱
脑”的表现，但夏莹教授在本书第二章提到马克思的爱
情观与大众所认为的爱情似乎有所不同。在此话题中，
三位教授讨论了马克思的爱情观，阐述了马克思与燕妮
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并以此作为话题展开。夏莹教
授提到，马克思始终尝试从现实生活本身出发，而不是
从人头脑中的概念出发，来推演这个新的时代所特有的
特征、走向及其未来，在爱情问题上也是如此。爱情对
于马克思来说，并非是一种依附他人或者“恋爱脑”的表
现，而是我们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在哲学上，马克思的

爱情观与鲍威尔的爱情观的对立正是两种哲学原则的
对立。在其中，爱情突破了德国思辨哲学中将对象视为
自我之异化的圆圈式思维，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与自我
异化并无丝毫关联的独立的、现实的人。

夏莹教授说：“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出
我们来自何处，却无法未卜先知地说出我们将走向何方，
而这正是人的真实生活的写照。爱情的力量就在于此，
它将我们从超验的幻想中拉出来，让我们发现了自己鲜
活而有限的那一面。”在书中，夏莹教授以马克思的爱情
观为切入点，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了趣味化的阐释。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有观众提出《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的“幽灵”比
喻让人不解。夏莹教授提到，“幽灵”这个概念是一个值
得讨论的点，这里的“幽灵”源于德语的“Gespenst”，关
于这个词翻译的不同版本几乎贯穿了中国革命发展的
各个阶段。由早期的“鬼”“妖”到后来的“幽灵”，这个词
翻译改变的过程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到马克思思想在中
国被逐渐接纳的过程。夏莹教授指出，“幽灵”这个词用
哲学家的话来说是一个存在着的非存在物，是可见者的
非可见者，用通俗的话来说，正是借助于幽灵，那被幽灵
化的原本已经不可见的东西现在显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推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未来指
向的社会思潮，原先是不可见的，却以幽灵化的方式被
欧洲大陆上各种旧有的势力看见了。“幽灵”与各种旧势
力的斗争正是未来人与当时旧时代的人的一场战争。

夏莹教授进而探讨了当时资本主义与旧势力的关
系问题。她指出，一种理论在今天之所以能够打动人，
一定是作者所处的时代触到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关切
性。而在那个时代所提到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
散了”是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时代特殊性的阐述。其
中，一个方面是“不平等”的转变，旧时代的阶级不平等
转化为了商品不平等，过去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关系转
化为了物与物的依赖性关系。资本的到来消除了“王侯
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
赚取货币获得一定社会地位。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商品
耐用属性被解构的问题，机器大生产带来了复制与大批
量生产，将一些要素迅速流行化，这就促成迭代式追赶
式消费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商品坚固耐用的属
性被解构了。夏莹教授由此提到，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
所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审视世界的“历史性”视角，在这一
视角下，“过去”总会带着它全部的内涵参与到思想对

“当下”和“未来”的分析当中。
除此之外，还有观众针对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

义社会形态进行发问。关于这个问题，夏莹教授说：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提到在共产主义
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
着整个生产，我们可以做到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
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人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兴
趣每天干不一样的事，这是较为著名的有关共产主义
社会的‘白描’。这个‘白描’在今天仍然很有吸引力，
但也告诉我们，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还有可努
力的空间。”

最后，林密教授与林育川教授谈到，夏莹教授用深
入浅出、灵动有趣的方式讲述马克思的思想，在通俗易
懂的同时具备深厚的哲学底蕴和严谨的学术规范，是推
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积极尝试。本次活动中，三位教
授与观众在思想上的互动与探讨，共同形成了一场走进
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思想之旅。

近日，清华大学哲学

系夏莹教授的《为什么出

发？——马克思和他的

时代》新书见面会暨访谈

会在厦门举行。该书紧

承《青年马克思是怎样炼

成的？》，是夏莹教授“趣

读马克思”系列的第二部

作品。夏莹教授以趣味

化的方式带领读者理解

马克思经典

文献，展现马

克思思想演

进过程中的

重大变革，在

原汁原味的

解读中呈现

马克思思想

的丰富性。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贺雅慧

近日，青年作家苏更生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
直播间，以“‘爱’连接我们纵横交错的世界”为主
题，为读者带来新书《女人的秘密生活》创作分享，
并与作家笛安、淡豹一起展开文学对谈，一同走近
漂浮于都市中的新一代独立女性。

当代都市与悬浮其间的新时代女性

苏更生现居于北京，曾出版短篇小说集《猫可
以作证》、散文集《亲爱的，去生活》、长篇小说《向
着明亮那方》等，其作品深受广大青年读者喜爱。
《女人的秘密生活》是苏更生首发于《当代》杂志的
长篇小说，苏更生也因此作荣获《当代》文学拉力
赛2022年度青年作家。

正如《当代》杂志年度青年作家的授奖词所
说：“作者善于在当下生活中捕捉强烈而合情入
理的戏剧性，保证了小说的引人入胜，兼备灵动
微妙的美感，苏更生的写作具有明亮又务实的品
质，她不仅在意自己的发现和表达，同时也在意
读者能否从小说中获得重新看取日常的眼光，她
2022年发表于《当代》杂志的小说《女人的秘密
生活》鲜活呈现当代都市与悬浮其间的新时代女
性的经验，对于情感关系中古老又新鲜的命题进
行独特的开掘。”

本书的主人公是三位伴着新世纪的到来而
长大成人的“新都市女性”，她们是父亲去世后
才相认的同父异母三姐妹，却因为过早领受了
别离，而学会掩藏心中的秘密，钻进冷漠或精明
的盔甲，奔走在大都市上海的楼宇街巷间。一
段被迫共居同一屋檐下的生活，让内心渴望亲
情但又不懂得如何相处的她们，重新理解了珍
惜和选择。

淡豹认为，《女人的秘密生活》中常出现的一
个词是“都市丽人”，小说中书写了不同类型的丽
人三姐妹——无论是恨嫁、独立、隐痛，还是从事
职业的内心状态，都设置得很典型。三姐妹偶然
地开始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有恋爱，有成长，
有背叛与失而复得，又加以身世之谜与悬疑要素，
让故事更加丰满。笛安也在对谈中提到，《女人的
秘密生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三个人同住一屋檐
下必须要学会慢慢相处的生活。

“故事中像大姐这样的人，在很多人的生活里
都会遇到，她想嫁给有钱人，并为此付出很多努
力。苏更生把这个形象写得非常可爱，她的很多
行为，包括她的小算计都很有趣。二姐则是另一
类典型的当代都市女性，只身漂在上海，非常独
立，只是想奋斗。而小妹妹因为有抑郁症，最多时
间花在睡觉上，她的生活在某种情况下是停滞的、
被悬置的，这个人物令人喜爱是因为她在两个姐
姐之间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小说看似对其着
墨比较少，但她其实是一个旁观者，是中立的状
态。”如笛安所说，这样三种生活状态的人的并置，
让小说产生了许多戏剧性和张力。对于生活在当
代都市的年轻人而言，建立亲密关系变成越来越困难的事情，苏更生却在
《女人的秘密生活》一书中反其道而行之，让三位主人公最终建立起了一
种独特的亲密关系。

构建属于女性的情感共同体

苏更生在分享创作体验时谈到，她想写一个与众不同的关于女性情
谊的故事，想探索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当代女性到底能够创建什么
样的家。当下面临婚姻和事业，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一种不确定性，也都很
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或结果，包括她自己也是。苏更生表示，她其实也没
有找到答案，但她想创造的是一种可能性，在婚姻之外、事业之外，我们的
人生还有其他的自由吗？有其他的可能性吗？这正是她想通过这部小说
了解和探寻的。

淡豹也指出，《女人的秘密生活》这部作品讲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爱”，而是人对于家的渴望，或者是人对建立亲密关系的追求。尤其在当
下，人们似乎越来越把照顾当作一种负担，把要付出的情感劳动当成要耗
费巨大精力体力、耗费情绪的事情，所以“情绪价值”这个词变得很流行。

“也因此，好像人们越来越觉得需要很巨大的爱才能够相互照顾，而这本
书反过来告诉我们，人可以在相互照顾中产生爱，这种连接并不需要接受
生理上的血脉相连，也不需要先产生感情之后才能相互照顾，而是从每天
亲密的行为里产生连接。现在都市年轻人群对爱情有各种各样的恐惧，
可能在进入关系之前，先考虑自己是否会受到足够多的保护。小说里女
主人公一开始也都把爱情和婚姻分得很清楚，这其实也是用观念来指导
自己的生活。但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在于，你会看到人的感情和行动是在
反叛这些抽象观念的。”

如评论家行超所说，苏更生以最大的善意与温情构建起属于女性的
情感共同体，更是一个充满爱的乌托邦。如同小说所展示的，在现代都市
中，爱与和解可以冲淡现实的残酷，也是无数都市女性重塑自我的精神通
道。虽然小说内容上涉及不少重要的现实话题，但是作家显然并不追求
对人性、对城市生活等的批判，而是极力呈现出一种简单而朴素的美好，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样的美好已经无限接近于一则珍贵而纯净的现
代童话。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
《女人的秘密生活》首发分享会。
作者苏更生为读者分享创作体验，
并与作家笛安、淡豹一起展开文学
对谈，一同走近漂浮于都市中的新
一代独立女性。《女人的秘密生活》
是青年作家苏更生首发于《当代》
杂志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同父
异母的三姐妹因父亲的意外离世
相认，并在作为遗产的一套上海老
房子中同居生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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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与马克思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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