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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荐读

月薪过万月薪过万
你仍有可能老无所依你仍有可能老无所依

设立国家阅读节设立国家阅读节，，值得期待值得期待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前任会长，著名武侠小说
家刘兆玄，继2014年凭借小说《王道剑》重出江湖
后，首度尝试以抗战为背景写作历史传奇。该书
以作者故乡湖南衡阳为背景，以家族记忆为蓝
图、父母亲为人物原型，糅合历史事件写就，捕捉
中国军民血战八年保家卫国的光荣历史，以女性
为主体观照战争阴影下个体命运的浮沉，展现一
个空军将领后代的家国情怀。

喋血孤城的英雄史诗喋血孤城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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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智利圣何塞矿井的33名矿工被
困700米井下，在经历破纪录的69天艰苦等待
后，最终奇迹般获救。全世界媒体蜂拥至此报道
此事，但很多发生在井下的故事并不被人知晓。
该书是普利策奖得主、著名记者赫克托?托巴尔
的最新力作。他独家探访获救矿工，并了解他们
的故事，追寻让人们在这一危险地区坚持工作的
强大精神。

解密智利矿难救援奇迹解密智利矿难救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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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该
书通过戴燕教授对何兆武、李学勤、章培恒、王水
照、裘锡圭等11位老一辈中外学人的访谈，让读
者了解抗战时代学人们的思考与抉择。这些学
人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各自的专业
领域，他们又是如何思考历史与未来？在这个意
义上说，该书也是前辈学人的一部“心史”。

讲述前辈学人的讲述前辈学人的““心史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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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两会期
间建议，将孔子诞辰日9月28日设立为国家阅读节，与
每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相呼应，在全世界普遍形
成的推动阅读态势中，展现出中国特色。

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许多人不爱读
书，有的成年人把读书与工作对立起来，总以工作忙为
由不读书；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人也不爱读书，沉
迷于手机游戏中不能自拔。在此背景下，设立国家阅
读节十分必要，因为它有利于增强国民的阅读意识，从
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
围，推动全民阅读的进程，值得期待。

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量还很低。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去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
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远低于法国20本、美国21
本、日本40本、以色列64本等。究其根源，关键是这些
国家通过立法保障全民阅读。如美国的《卓越阅读
法》、日本的《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等。我国
应该借鉴他山之石，设立国家阅读节，从法定节假日的

高度来呼唤人们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推进全民阅
读再上新台阶。

当今时代，新事物、新知识、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
穷，这对人的健康成长、成熟、成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就需要每个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管是什
么时候、干什么事情，都应该主动地去读书、学习，并把
读书、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水
平与素质，提升做人的精神境界和荣誉感。毕竟，个人
文化素质提高一小步，整个民族素质就会提高一大步。

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健全全民阅读服务体系，针
对不同群体，除提供阅读服务外，还应该加大考核力
度，鼓励各地把全民阅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建立全民阅读工作协调机制，促进各地全民阅读活
动有条不紊地开展，并能取得实效。同时，国家应尽快
出台全民阅读法律法规，鼓励采取政府购买、项目补
贴、以奖代补、发放购书券等办法，吸引和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全民阅读活动，推动和保障全民阅读活动蓬勃
开展。 （路可玫）

品读有声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所谓的老年期，是一生中
所付出的辛劳努力获得回报的时期，能够得惠于家人和
亲友的关系网，把余生投入到旅行和兴趣爱好里，富足而
温暖地走向人生的终点。但是，不得不说现实和这种印
象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日本社会学家藤田孝典常年
工作在服务老人的社团，据他多年的观察，贫困的脚步不
仅已接近眼下的老年人，那些在未来将要进入晚年的人，
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在新作《下游老人》中，藤田孝典把
这种无法维持一般生活水平，被迫过着社会底层生活的
老年人，称为下游老人。

请想象一下，一大清早，在朦朦胧胧中醒来。借着窗帘
的缝隙里照进的晨光，散乱着的衣物，满地尘埃的、不到十
平方米大的一间屋子一览无遗。因为身体沉重，不能自由
起身，你花了十五分钟，才从沾满污垢的棉被中爬起来洗
脸，从锅子里盛一些昨天剩下的饭，吃了少许，又服下多种
药物。因为身有宿疾，药是不能断的。但是，由于药费很

高，没法经常去医院，只能把买来的药减半服用。
这并不是脑海里凭空构想出来的情节，过着这种

生活的老年人，是真实存在的。
“我还有存款啊，我肯定没问题。”《下游老人》作者藤

田孝典在书中提出，抱着这样想法的大多数人都有沦为
“下游”的危险。有着平均、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和所谓
的“白领”劳动者们，也不能例外。在岗位上即便是平均
年收入在400万日元（合计约24万元人民币）左右的人
群，也有相当大的危险在晚年堕入“下游”。突发重大疾
病或事故，子女啃老，中老年离婚，罹患老年痴呆症，养老
机构价格高昂等都成为老年人从“普通”沉沦到“下游”因
素。

藤田孝典认为，“下游老人”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老
年人面临的问题，而是关乎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问
题。如果继续对此不闻不问，不仅有父母子女两代全
被拖垮的危险性，尊敬老者、尊重他人的传统价值观也
有崩溃之虞，而且还会抑制社会主流人群的消费，给经
济前景造成恶劣影响，也难免会成为加速少子化的一
个要因。

藤田孝典常年工作在扶助贫困老人福利团体，在
《下游老人》中，他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及数据统计，除分
析了老人们是如何失去体面生活的，更进一步提出预
防和解决方案。他认为充实自己的个人社群，也是预
防“下游”化的手段之一。“人际关系的贫富”决定了老
年人的幸福程度。即便日子过得穷，但是只要人缘好，
朋友会带饭带菜，会在活动中心一起谈天、跳舞，经常
可以碰到快乐的场面。这样的老年人，对他的援助就
会比较顺利，不容易陷于贫困；即便陷入贫困，性命攸
关的危险程度也低。

截至目前，《下游老人》在日本的销量已经突破20
万册，并长居日本亚马逊销售榜榜首。此次中文版的
上市，不仅为尚未步入晚年的中青年们提供了预防方
案，也为中国社会面临的老龄化提供了参考借鉴。

（封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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