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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近七成受访者购买过励志书籍

周末荐读““心灵鸡汤心灵鸡汤””喝多了喝多了，，好事还是坏事好事还是坏事？？

中外文夹杂中外文夹杂，，这这““毛病毛病””不能惯不能惯
品读有声

无论是在微博、微信等网络环境中，还是在传统出
版领域，“心灵鸡汤”类的文字都受到许多读者的喜
爱。有人觉得，这些作品充满正能量，能激励自己不断
努力；也有人认为，“鸡汤喝多了”，未必是好事。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8.7％的受访者曾购买
过“心灵鸡汤”类的励志书籍，51.0％受访者喜欢“鸡汤
文学”，但42.3％受访者认为同类型书籍泛滥，缺乏新
鲜感。受访者中，00后占0.4％，90后占19.0％，80后占
53.6％，70后占19.6％，60后占5.9％，50后占1.3％。

89.7％受访者读过“心灵鸡汤”
“每天晚上睡觉前，基本都会读几篇‘心灵鸡汤’。”

在北京某高校读大二的乔明泽看来，“这些文章中往往
有很多生活哲理，很让人受用”。

“逛书店时，很容易被励志类书籍吸引。”深圳某互
联网公司员工张锐馨平时就喜欢读书，最近，她买了不
少“励志读本”。

调查显示，89.7％的受访者读过“心灵鸡汤”，其中
20.3％的受访者经常读，8.5％的受访者从未读过“心灵
鸡汤”。

有多少人愿意付费购买“心灵鸡汤”类的励志书籍
呢？数据表明，11.0％的受访者买过很多，57.7％的受
访者买过一些。还有28.0％的受访者从未买过，3.3％
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读一些‘心灵鸡汤’时，感觉文中说的仿佛就是我
自己。”张锐馨说，她最喜欢的励志类作家是李尚龙，

“他写的那本《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从标题到内容都
很戳心，反映了很多年轻人身上的问题”。

“我很喜欢刘同。”乔明泽说，“刚上大学时有段时
间非常迷茫，刚好读到他的《谁的青春不迷茫》，这本书
给了我很多鼓励，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规划。”

结果显示，50.2％的受访者认为“心灵鸡汤”能引发
读者共鸣；48.0％的受访者表示是生活压力大，给自己鼓
励；43.9％的受访者认为文笔优美；34.4％的受访者认为
文风温暖；27.9％的受访者表示能够给自己启迪和指导；
24.8％的受访者表示没时间阅读更长篇幅的文章。

42.3％受访者认为缺乏新鲜感
“励志类书籍就像快餐，吃起来过瘾，却没什么营

养。读得多了，会发现许多都是一个‘套路’。”在北京
理工大学读大三的张晨曦直言。

调查中，51.0％的受访者认为“鸡汤文学”传递正能
量，非常喜欢；42.3％的受访者认为同类型书籍泛滥，缺
乏新鲜感；39.4％的受访者认为“心灵鸡汤”过多会让人
感到矫情；30.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应势所趋，无可厚
非；26.3％的受访者认为“鸡汤文”大都缺乏深度，不适
合作为主要阅读类型。

人的兴趣各异，喜欢的书籍类型也不尽相同。调
查显示，除“心灵鸡汤”，读者喜爱的读物类别还有：历
史类（37.0％）、财经类（36.9％）、传记类（34.2％）、科普
类（31.2％）、“干货”类（27.6％）和漫画绘本（15.4％）等。

“我们的阅读不应该局限在某个类别，而应该广泛
涉猎。”张晨曦认为，只有对每个领域都有所认知，才能
知道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

本次调查中，67.8％的受访者平时阅读的主要目的
是增长知识、拓宽视野，56.4％的受访者目的是放松心
情，45.4％的受访者是为了获取最新资讯，34.5％的受
访者希望通过阅读了解专业性观点，还有21.7％的受
访者阅读的目的是消磨时间。

“年轻人爱读励志类书籍不是坏事，但更重要的是
要培养孩子们对阅读的热爱，多读‘无用之书’，享受阅
读的乐趣。”河北唐山某中学老师孙景涛说。

（崔艳宇）

继《中国文学史》一年后，叶龙再次将钱穆
《中国通史》的讲稿整理出版。叶龙从22岁开始
一路追随老师，选修的每一门课都认真做了课堂
笔记，搬家十几次都不舍丢弃。而今他已是耄耋
之年，不忍“钱学”在自己手上遗失，遂将这些珍
贵的讲稿整理出版成册。该书不同于官方众手
编纂，也不同于“戏说”式民间写史，以“航拍”视
角审视中国民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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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钱穆的领略钱穆的““国史大纲国史大纲””

该书由《生活月刊》编著，邀请了当代中国文
艺界二十个领域100位富有个性和卓有成就的
代表人物，回望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与物件，讲
述此物与“我之为我”的独特故事。百位名家囊
括了当代文艺界的精英：谭盾、林怀民、李宗盛、
金宇澄、钱理群、黄永松、杨丽萍等，每一段故事
关切一场人生或独特的创作历程，充分呈现来自
生活的馈赠与生命的印记。

重拾重拾““惜物惜情惜物惜情””美好传统美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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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享誉欧美的日本漫画大师、《孤独的
美食家》作画者谷口治郎的代表作，以堪比小津
安二郎镜头的画笔描绘了日常的散步之乐和生
活之美。该书汇集了18篇散步故事，里面的主
人公是一位已届中年的男士。大多数的散步时
光里，他是一个人，但在路上遇到的人、看到的风
景，足以令散步这件事变得有趣起来。

大家应该usually（经常）见到这种情况，有些人总是不
好好说话，非要在汉语中穿插English（英文）单词，以彰显
自己的international（国际化），就像我现在写的这句。

烦不烦？烦！3月20日，《人民日报》刊文：不分场
合、不分层次过度使用外语词的情况不仅在自媒体上
越来越常见，主流媒体、正规出版物上也难以避免。这
篇报道借标题吐槽：“中外文夹杂，真让人犯晕。”

不可否认，语言是有生命的，吸收外来语也是语言
充满活力和生机的表现。但吸收，意味着要先“消化”、
本土化（就像“幽默”“咖啡”“蜜月”等词汇）；而不是盲
目堆砌、不分场合地胡乱“混搭”。

生活中，常遇到这样的朋友，在国外读过两年书，
回国多年好像还是“失忆”，说话非要夹杂一堆英文，似
乎这样才能表达得清；有的就更浮夸，觉得说话夹带英
语显得时尚，能够提升自己的“档次”和“品位”；甚至网
友感慨，在一些场合如果不说一点英文，你给人的感觉
就是不professional（专业）……不得不说，很多“混搭”都
是矫揉造作，其背后的心态更是让人不敢恭维。

当然，如果仅仅作为个人“癖好”，私底下“秀”一把
倒也无伤大雅；如果职业特殊，比如在外企，那其实也
可以理解。但如果在对语言规范化要求较高的场景
中，那“混搭”还是要少用、慎用，尤其报刊、电视等主流
大众媒体，更是不能“任性”。

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信息。不管是纸媒、电
视还是自媒体，发布内容都是为了传递信息、交流思想
文化等。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其语言应该尽量直白、
准确，就像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如果动不动就拽一
些洋词，则难免“呕哑嘲哳难为听”，说好听叫自说自
话，其实就是目无读者，也影响传播。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语言规范。报纸、电视等主流
媒体，其语言、文字使用更有示范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力。也因此，媒体责任重大，更应当以身垂范。对于当
前自媒体以及个别报纸、电视媒体的中外文夹杂的“毛
病”，其实真不能惯。让更多人对汉字多一份敬畏，对
外来词多一份审慎。 （夏振彬）

用画笔描绘日常生活之美用画笔描绘日常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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