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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殊书屋销售排行榜

新书速递

■作者：什刹海书院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这本书从儒学、佛学、道学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入手，
从不同侧面阐释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弘扬了儒释道三教
圆融益世之精神，对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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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麦顶上小学二年级时迷上了《红
楼梦》，金陵十二钗判词中的伏笔令她
很感兴趣。

“不知道是不是受《红楼梦》影响，
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总觉得到头来不过
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刚聊起书，麦顶就提建议：“有人说
‘少不读红楼’，我觉得是对的，这书还
是不建议小孩子看。”

上高中时，麦顶每天在学校附近吃
午饭、晚饭，每个星期她有200元饭钱，

“我会拿出180元买书，剩下20元顿顿
吃炒面”。

这个秘密后来被她父亲发现了，
200元饭钱被减成150元、100元……但

她总能从中抠出一部分来买书。
“我早晨出门时顺手拿一个鸡蛋或
玉米，午饭钱就省了。”

那时候，麦顶迷上了张爱玲：“张
爱玲笔下的女人太美了，旗袍、珍珠
项链、小披肩、高跟鞋……不过，她写
的结局与我想象的不同，我干脆自己
写，写给自己看。”

一开始，麦顶在QQ空间日志中发
她写的小说，慢慢地，同学、朋友们会
问：“后来呢？”

高考后，有同学建议她在网上发
给更多的人看，于是，她上起点文学网
申请账号，连载自己的小说，从此开
始写作生涯。

■作者：裘山山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是鲁迅文学奖获得

者裘山山的非虚构新作。尺牍
记忆，穿起山河岁月；见字如面，
感悟世间亲情。书里有一个四
口之家镌刻在书信里的时代记
忆，配上老照片，立体地展现了
一段记录在书信中的家史，以点
带面地展现了一个时代。

翻翻手机通讯录，你有没有发现，其
中姓李的最多？

静静不才，以前一直以为，百家姓，应
该就是一百个姓吧。即便到现在，要背百
家姓，静静也只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多么无
知，是因为在《李姓与洛阳》一书中，看到
这组数据：中国自古至今出现过2.2万
多个姓氏，现在仍在使用的至少有3500
个，当今人口众多的大姓有300个，历史
上发源于洛阳及所辖市、县的姓氏有
180多个。按照最新排序，按人口多少
排名前5的姓分别是李、王、张、刘、陈，
这5个姓的人口共计3.5亿多。

作为外行，静静一点儿也不想质疑

上述数据的真实性，书中内容均有出处，
还是很可信的。静静不禁想到自己的手
机通讯录，其中确实是姓李的最多呀！

根据本书记载，李姓的远祖，可追溯
到4000多年前“五帝”时代的高阳氏颛
顼（音同“专需”）。

据《史记》记载，颛顼是黄帝的孙子，
住在今河南濮阳西南，为“五帝”中的第
二帝。至“五帝”中的第四个唐尧时代，
李姓的血缘先祖为皋陶。皋陶为尧帝的
大理官，获姓嬴。皋陶的子孙一直做大
理官，到夏朝时，其子孙以官名氏，为

“理”氏。商末，“理”改为“李”，至今有
3100多年历史。

注意啊，大理可不是现在云南的大

理，大理是个官名，即掌管刑狱之官。从
前，狄仁杰和包拯上班的那个大理寺，就
是中国古代掌管刑狱的中央审判机关。

写到这儿，静静顺手翻了一下《现代
汉语词典》，寺这个字有四个意思，其中
第一个意思就是古代官署名，举例即“大
理寺”，第二个意思才是庙宇，而它的最
后一个意思则是姓。姓寺的人，静静还
没听说过。

《李姓与洛阳》由徐金星、崔聚成、李
子焉合著，书中内容丰富，比如洛阳与李
姓名人、洛阳与李姓成语典故、洛阳与李
姓家训……就算不搞研究，就算不姓李，
没事儿翻翻，也怪有意思的。

普通人，读闲书，不就图个乐吗？

静静读书

不管姓不姓李，这书瞧着都有趣
□记者 杨文静

晒书房 洛阳写手书之缘

读民国，写民国
太爱张爱玲笔下的万种风情，
她读着读着也写了起来

美术欣赏 中华书局
天生是英雄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分钟读懂一本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馋是一枝花 作家出版社
宇宙之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的荆轲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成问题的问题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活出人生的意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方与圆 江西美术出版社

有的人看书杂，麦顶看书却比
较专，她特别喜欢的作家屈指可
数，除了张爱玲、张恨水，就是林语
堂、苏童、余华、曹禺、梁实秋。

“前辈建议我读一些风格不
同的作品，我尝试过，但还是更
喜欢这些。”上述几位作家的书，
麦顶放在书桌上，几乎每个星期
都要翻一翻。她不光看书，还把影
视剧作品拿出来边看边研究，看了
一遍又一遍，她是真的很喜欢。

“人的通病是不知足，我很知
足，比起民国时期那种对现实无可
奈何、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

的人生，我现在的生活幸福得简直不
真实。”

如果你也想读读这些书，麦顶推荐：
张爱玲的《多少恨》《色戒》，苏童的《红

粉》，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和林语堂的《武则
天传》。

虽是业余时间搞创作，王麦顶的作品却真
不少，除了《上海那年微雨 一半被风吹去》，还有

长篇小说《上海一九三七》《大清御厨》《替嫁丫鬟》，
短篇小说《滚滚红尘》《春日迟迟》《红蔷白薇》《灰姑娘的

水晶鞋》《民国老上海往事》等。

□记者 杨文静 文/图

早就知道，洛阳有个90后叫王麦顶，写民国小
说，在网上挺火。后来，看了她的文字，感觉像深
秋的风、初冬的雨，有点儿凄冷，有点儿悲凉。及
至见到这个人，却觉得很不一样，她说：“把所有不
平静的东西都写进书里，我这个人就是平静的。”

最爱张爱玲1

2 去上海，“看”民国

对比书中人生，现实很美好3

张爱玲笔下的结局，跟麦顶想象
的哪里不同呢？麦顶说：“张爱玲写的
结局还不够惨。我后来看了张恨水的
《金粉世家》，特别喜欢最后那种物是
人非的感觉。人都有这样的毛病——
拥有的时候不知珍惜，失去以后后悔
莫及，所以有悲惨的结局，我觉得是顺
理成章的。”

为了写好自己喜欢的结局，麦
顶看了很多民国作家的书和很多有
关民国的书。“我觉得好奇怪，好像只
有上海在民国时期认真‘活’过。”她

无数次登上K736次列车，去上海
寻找民国痕迹。在她的作品《上
海那年微雨 一半被风吹去》
中，门牌号、地址、建筑、主角
以外的人物等，都是真实存
在的。

“沉浸在张爱玲的
书里，沉浸在书里
的民国时期，我
觉得很幸福。”
她说。

王麦顶在想像书店选书看王麦顶在想像书店选书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