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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孩子应该阅读的图
书，不少家长可能会脱口而出

“四大名著”或者《安徒生童
话》，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书可挑选，什么样的书又更适
合孩子当前的年龄，相信不少
人会为此感到困惑。

事实确实如此。在我国，
这些年每年出版的图书有近
40 万种，其中少儿读物约 4
万种，长销的书还有数十万
种。在这样浩如烟海的图书
中，究竟哪些书最适合不同年
龄段的孩子阅读，确实是让人
头疼的问题。

在阅读重要性已经成为
社会共识的当下，如何科学地
选择图书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人们需要一份系统、权威、科
学和公正的阅读书单，而这也
是《中国人阅读书目》编写人
员编撰这套丛书的初衷。目
前，该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分别
针对幼儿、小学生、初中生和
高中生的四本基础阅读书目，
每本书目介绍了 100 本适合
此年龄段群体阅读的图书。

对于该书目的特点，该
丛书副主编朱寅年强调了其
基础性。“所谓基础阅读书
单，是指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最应当阅读的 100 本书，这
是最低的阅读量。”朱寅年向

《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
“这些书在层次和主题结构
上比较均衡，可以增强孩子
的基础知识和阅读素养。在
此书目的基础上，不同的孩
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
延伸阅读。所以，除了推荐理
由、故事概要和阅读建议外，
我们还对有些书增加了延伸

阅读的推荐。”
正由于是为孩子提供打基础的阅读书

目，所以编写者更为谨慎，要保证其科学性和
系统性。为此，该丛书编写委员会邀请了百余

位来自科学、文学和人文等领域的专家共同
参与，历时三年，在经过十几次修改后终于完
成了这份书目。

“最初觉得做书单应该很简单，但一旦按
照各种原则去做的时候，发现还是挺难的，特
别是这种基础书目。”朱寅年介绍说，在成书
的过程中，参与的专家多次开会讨论。书目出
来后，他们还不断地向研制组之外的专家征
求意见，最后还举行专家论证会。

“我们还与腾讯网进行合作，将初步编写
的书目公布在网络上，让大家投票，每次都收
回十几万份数据进行分析。”朱寅年介绍说，

“此外，我们还进行实际考察，找一些不同地
区和层次的学校，让学生试读。如果某本书只
有一些阅读素养较好的孩子能阅读和理解，
也是不行的，我们要推荐的是适合大多数孩
子的书。”

除了区分年龄段外，编写者还注重主题
结构的均衡。“这些书分为科学、文学和人文
三大类，每一类中还要再选主题，包括爱、感
恩、责任和勇敢以及环保、科学意识和科学精
神等重要的主题是必须要有的。每一类主题
都有一到两本最好的、最适合该年龄段群体
的图书推荐给大家。可以说，‘营养价值’比较
均衡。”朱寅年介绍说。

在书目研制过程中，除了基本的理念和原
则不变外，编写者根据不同年龄段群体的特点，
也会有不同的侧重。“以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来
说，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推荐作品所体现的核心
价值观，要追求至真、至善和至美。”朱寅年说
道，“同时，在选择图书时，我们要既尊重孩子的
兴趣又强调书目的引导性，既尊重市场的选择
又强调作品的经典性，既关注作品的趣味性又
强调作品中形而上的思考，既凸显本民族的文
化传统又要强调孩子作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现
代观念，既强调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又尊重孩
子的自由自主选择。”

“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孩子，这些书不能违
反对教育规律和孩子的心理状态，我们重视
孩子在其中的参与度，目的是要使孩子与老
师、家长共同走进阅读中去。”朱寅年希望，通
过列举出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书目，并注
重孩子成长过程中书目的衔接，这套《中国人
阅读书目》能够形成一张网，让孩子能在合适
的阶段读到最合适的书，“把最美妙的图书给
最美好的年纪”。

编辑荐书

阅读分享

今年下半年，美国科幻电影《猩球崛起：黎
明之战》曾在中国掀起了一轮观影狂潮。这部承
接 2011 年《猩球崛起》的续集之作在赢得一片
赞誉的同时，也再次掀起了猩猩与人类一较高
低的讨论。

很多人会问，猩猩是否真的如电影里那样
有思想，是否同人一样有复杂的情感共鸣等等。
在荷兰动物学家弗朗斯·
德瓦尔的著作《共情时代》
里，你也许会找到答案。

黑猩猩也有共情

“共情”由美国心理学
家罗杰斯提出，英文对应
单词是 Empathy，是指一种
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
解其感受的能力。研究认
为，人类也包括很多动物，
能够感知他者、能够携手
合作、能够援助弱者、能够
相濡以沫等皆因为共情机
制的存在。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
授韩世辉解释什么是“共
情”时说：“当我们看到有
人摔倒、被刺等情景时，心
理会出现不适，会对对方
的遭遇 感到 同 情 甚 至 难
过。需要指出的是，共情通
常是在人与人交往中发生
的一种积极的感觉能力，
是一种 正能 量 的 感 同 身
受。”

韩世辉介绍，弗朗斯·
德瓦尔的《共情时代》是从
生物学 上解读 “共情 ”。
1975 年，还是博士生的德
瓦尔在荷兰的阿纳姆皇家
博格斯动物园开展了他的
第一个大项目：研究动物
园里的黑猩猩群体。这个项目延续了整整六年，
其结果不但奠定了他未来的研究方向，也完全
改变了人们对黑猩猩的固有印象。

作为第一个把动物当成有意识和情感的生
物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共情时代》的诞生，即是
德瓦尔试图为共情“正名”，让人们关注共情并
非人类所特有。德瓦尔在观察黑猩猩的过程中
发现，猩猩也会互相安慰。他认为要安慰他人，
就需要了解他人的情绪，也就是共情。后来，德
瓦尔又注意到动物中的利他行为———当考虑到
通过拉动一条链子得到食物会让同伴遭电击，
恒河猴宁肯让自己饿好几天。他认为“这应该是
人类道德的开始”。

“德瓦尔认为，人类的道德源于关注他人和
对社会规则的理解，而灵长类动物在这类较低
水平上的表现，应该就是人类道德的源头了。”
韩世辉说，“在书里德瓦尔也提到，黑猩猩们有
严格的社会规范，它们很小的时候就被强令学
习，偶尔做错了，会被咬掉一个手指或脚趾以示
惩罚；有‘互惠’和‘公平’意识，能记得那些施恩

的‘好人’和作恶的‘坏
蛋’。而这几样加起来，便
足以构成一个和谐美好的
黑猩猩社会。”

《共情时代》里德瓦尔
延续了其成名作 《黑猩猩
的政治》 里用研究和权威
说话的特点。书中他的观
点不是凭空偶得，而是基
于 大 量 的 科 学 实 验 和 观
察，所以读者读起来可以
不用担心理论上的空洞，
只需对照提到的实验以及
真实观察，便可了解他的
思想。

共情与道德

如今 65 岁的弗朗斯·
德瓦尔是美国埃默里大学
心理学系灵长类行为学教
授。

阅读《共情时代》也有
助于读者重新审视对于社
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私的基
因的认识。

韩世辉指出，生活中
不少人会发现，有的孩子
会主动去安慰哭泣的小伙
伴，扶起摔倒的小朋友，会
主 动 和 他 人 分 享 贴 画 零
食，有的则不会。这种行为
上表现出的个体差异真实
而令人惊叹，追溯原因，共

情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共情是有很强的社会性的，或者说共情的

“触发”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同样是看到有人受
伤，如果你认识他，甚至是你的家人和朋友，你
的共情就很强烈。”韩世辉进一步补充说，“这也
就是为什么医生一般不会为家人、朋友做手术，
因为他们共情太强烈，会影响行为和判断。”

“德瓦尔主张道德是进化的产物。”韩世辉
说，“不过除了情感基础，道德还受社会压力和
自己判断能力的影响。无论怎样，共情作为人类
众多情感当中的一个，在教育、道德、法律等复
杂社会问题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共情里的‘理
解与分享’也是和谐与幸福生活的基础。”

韩世辉谈《共情时代》：

共情从哪儿来
姻本报记者 王俊宁

一群古生物学家的“旅行”
姻本报记者 胡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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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博尔赫斯在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了
一系列有关他的生平与创作的对话活动。1980
年春，他作为帕登教授重返印第安纳，度过了一
个月的时光。他还访问了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
一路上边走边谈。本书为这两次美国之行中接受
访谈的记录结集，共 11篇对话，涉及博尔赫斯对
时代、宗教、哲学、文学和写作的诸多观点。

本书为博尔赫斯、巴恩斯通、西川三位诗人
一次跨越时空和语言的诗艺合作。西川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译介博尔赫斯，20 年后重校精译，修
订新版。编者巴恩斯通 30 年后新作“后记”，重新
评价博尔赫斯的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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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网易
视频《哈佛大学公开课：立大志》系列的主讲人之
一，她还是《纽约客》特约撰稿人，本书正是作者
在《纽约客》专栏文章集结而成。

作者学识渊博，善于旁征博引，本书涉及文
学、哲学、电影等领域，人物众多，但条理始终清
晰。大发现时代、进化论和太空时代的出现，让人
们对生命的看法变得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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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动注入绘画，是刘小东十年来艺术创作
的逻辑原点。2004年以来，刘小东奔赴世界各地，
从三峡到和田，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他把绘画
变成由创意、现场实施、展览流通组成的全过程。

本书包含艺术史家巫鸿对刘小东艺术道路
的全景综述及访谈“睁大眼睛看现实”，并首次系
统整理刘小东 1998～2014 年间 17 本笔记本的
全部文字内容，反映出艺术家观察世界和艺术创
作方法的持续性变化，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
材料与历史原境。全书包含图片 150 余幅，其中
作品近 60幅。 栏目主持：喜平

去过阿里札达的人说，那里的霞光是最美丽
的，霞光中的土林是最迷人的。而对古生物学家
而言，土林中的动物化石是最珍贵的。

不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副所长邓涛根据最新一次札达考察记录写成
的《西行札达———发现冰期动物的高原始祖》（下
文简称《西行札达》）有些特别。这里记叙了一群
古生物学家别开生面的一场旅行，沿途除了有古
生物化石，有藏羚羊、岩羊以及古格王国的远古
遗存，还有霞光中披着僧袍的修行者以及飘扬着
的天籁梵音。

这个也许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地方，
正是《西行札达》想要讲给你听的。

“土林”魔力

20 世纪 70 年代，科学家在青藏高原上的几
个盆地找到了一些动物化石。2001 年，科学家沿
着前辈的足迹进行新一轮的考察。2006 年以后，
终于将目光锁定在了札达这个神奇的地方。

札达，意为“下游有草的地方”。它的南缘就
是喜马拉雅山，几百万年前，山脉迅速抬升，分化
也越来越强烈，因此，札达的湖盆里堆了很厚的
沉积物。

邓涛说，相较于大湖盆，从边缘到中间沉积
物是倾斜的，小湖盆的沉积物堆积是水平的。

直到有一天，象泉河从盆地穿过，切开了重
重地层，形成大面积的露头和优良坡面。方圆近
几百平方公里的札达盆地，满眼望去，都是高低
错落、形态各异的“土林”。

得天独厚的地层保存条件，让札达盆地也成
为了古生物化石的富集区。团队相继发现了最
原始的披毛犀和雪豹，还有札达三趾马、雪山豹
鬣狗。

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也让他们找到了第四
纪冰期动物群、现代青藏高原动物群和北极动物
群最初的起源地。

邓涛以为，“正是这些发现，吸引着我们一次
又一次回到那里”。

感受变迁

然而，每一次出发又总是矛盾重重。
高原反应常常让人夜不能寐，更让团队担忧

的就是感冒问题。一旦诱发肺水肿，需要及时治
疗，更重要的是，好不容易计划的行程，随时可能
终止。

好在，原给人走到世界尽头的感觉，已经被
相对更便利的生活设施所替代。

搭帐篷、打手电，住车马店，一个月不洗澡的
日子，难得再遇见。如今，有网络、有热水，卫生

条件也提升了，此外，从拉萨到阿里已经大路宽
广，阿里甚至有了自己的机场。

每一次到来，这座神圣的高原总有新的变化
在等着他们。有些变化，似乎也让邓涛感到一丝
丝担忧。

“日喀则市内的变化大极了，越来越像一座
内地的县城，没有什么特点。”但转念间，他还是
释然的，“城市的变化让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我们依然看得到他们的
坚持。”

他们的坚持

信仰让这个地方的文化与自然始终安然相
处着。

透过书中的照片可以发现，喜马拉雅鼠兔是
生活在那里的一群萌物，它们常常在公路上蹦
窜。邓涛说，车队的藏族司机为此极其小心，生怕
轧到他们。

有一次，司机看到一只受伤的鼠兔无法跳过
一个坎，就把车停下来，帮助他们越过障碍，通过
马路。还有一回，由于司机的误判，不小心轧死
了一只鼠兔，他的内疚之情，大大超出了队员的
想象。

“也许在普通人看来，他们的行为有些不可
思议。但正是这种对生灵的敬畏，使得他们即便
在生活最为困难的时候，也从不会主动伤害野生
动物。”邓涛说，因为他们，我们才有机会再看到
成群的藏羚羊、藏原羚。

更让邓涛感动的是，沿途所在村落依然坚持
用传统的石材和手工工艺建造家园。藏族的男
人们排好队型，用很小的工具一点一点夯实房
顶，好似遵守着某种节奏，嘴里还高唱着只属于
他们的歌曲，那声音就是天籁。

藏族的女人们，衣衫风吹日晒，变成了土
黄色，但从那依稀可见的花纹中，你却能看到
千年不变的美学传统。即便是家中为你斟茶的
一个普普通通的杯子，也是沿袭了他们一贯的
雕刻风格。

“透过《西行札达》，我们可以体会到，现代化
的发展并不必然要牺牲文化的传承和对自然的
保护。”邓涛认为。

我观察 我快乐

邓涛儿时的梦想，是到动物园去当熊猫饲养
员。

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一张古生物专业学生
在海滨潮间带生物实习的照片吸引了他，便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这个专业，从此投身山野。

直到现在，邓涛依然认为，做什么不重要，要
去做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次野外考察，都
让他觉得无比的快乐。

在《西行札达》中，各个队员的形象都被邓涛
记录了下来。也是通过这些描述，至少可以改变
人们对于古生物研究枯燥、无聊的印象。

按照邓涛的说法，队员们可以说个个“身怀
绝技”。

原来的地质地层是个连贯体，但由于地球变
化非常剧烈，地层被打乱得面目全非。“这就好
比一个瓷盘，摔坏了，还被人不断地踢上几脚。
而我们要找到蛛丝马迹，把他们完整复原，简直
跟破案侦查有一拼。”邓涛表示。

而除了本职工作，队员们有的精通植物，
有的对鸟类如数家珍，甚至只听声音便能辨别
品种，还有的对佛教艺术品具有很高的鉴赏能
力。

因此，一路上在象泉河边观鸟，在樟木镇观
赏植物，在古格王国的废墟中寻找几个世纪前的
壁画和造像……习惯于发现世界的他们，总是忍
不住要去探个究竟。

在邓涛看来，能够善于观察是他们的幸
运。“遗憾的是，观察并不是大多数人喜欢做的
一件事。”

人们对于知识的追求变得过于功利。但是，
认识自然也很重要。至少，走在观察的路上能让
你感受到快乐。通过《西行札达》，也许读者能够
体会，生活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

韩世辉 北京大学心
理学系教授。主要研究
感觉经验、文化经验、社
会组群关系和基因如何
影响人的社会认知（包
括自我面孔识别、自我
参照加工、痛觉共情、死
亡意识等）及神经机制。

《西 行札 达———发现 冰 期 动物 的 高 原 始
祖》，邓涛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年 9 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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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2500 年前，据说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
特说出了一句神秘莫测的话：“自然爱隐藏。”本
书作者以头戴面纱的女神伊西斯这一寓意形象
为线索，借鉴了古往今来思想家的工作，追溯了对
赫拉克利特这句箴言的各种解释。从这些五花八
门的解释和用法中逐渐发展出了两种对待自然
的对立态度：一种是普罗米修斯态度或实验探索
的态度，主张用技术揭开自然的面纱，揭示她的秘
密；另一种是俄耳甫斯态度或沉思的、诗意的态
度，认为像这样去掉地球的遮掩是一种严重的侵
犯和罪过。而从 18世纪末开始，伊西斯的面纱渐
渐不再指自然的秘密，而是指存在的神秘。

皮埃尔·阿多（1922～2010），法国哲学家、哲
学史家，他是福柯最欣赏的哲学家之一。他强调
古代哲学并非一套理论学说，而是一种与生命品
质密切相关的灵性修炼。本书是作者 40 多年思
考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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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阅读书目》（1~2 册），朱永新、王林主编，
新阅读研究所研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9
月出版

《中国人阅读书目》（3~4 册），朱永新、李希贵主
编，新阅读研究所、北京十一学校研制，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4 年 9 月出版

在《西行札达》中，各个队员的形象都被邓涛记录了下来。通过这些描述，也可以
改变人们对古生物研究枯燥、无聊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