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会有百科全书》

知识需要“凝视”而非“速食”
在信息如潮水般涌来的数

字时代，碎片化的信息取代了深
度阅读，我们似乎正在逐渐遗忘
知识曾经的模样。《为什么会有
百科全书》一书中，以百科全书
为线索，串联起跨越千年的知识
传承史，勾勒出知识载体的演变
轨迹，让人们在阅读中重新审视
知识的本质与价值。

记者吴璇

壹度书话

《鲸的文化史》
作者：［法］米歇尔·帕斯图罗
译者：王珏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法国历史学家帕斯图罗从动
物的角度展现历史，一张交织着传
说、神话，缀满了形象与符号象征
的大网逐渐地展现出来，近百幅彩
图，高清再现鲸在历史中的丰富形
象，生动地探讨鲸的前世今生。

《最后一个梦》
作者：［西］佩德罗·阿莫多瓦
译者：吴娴敏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西班牙电影导演阿
莫多瓦创作的十二个故事，有些浓
缩了阿莫多瓦日后某部电影的叙
述雏形，有的则创造出贯穿几部电
影的主人公，《最后一个梦》记录了
在母亲去世后，阿莫多瓦体会到的
心理失落，这也是以此为全书命名
的原因：纪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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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一只猫》
作者：孙冬著/朱蕊绘/孙冬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如何成为一只猫》中，猫既
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也是人类社会
的隐喻。通过与猫的相处，作者揭
示了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困惑，读者
也得以通过猫的视角，探索人类的
情感与社会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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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还对百科全书的幕后
故事进行了深入挖掘，为我们
揭开了知识生产的神秘面纱。

作者采用别具一格的字
母顺序编排方式，让每个章节
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故
事。其中，令人动容的如彼
得·马克·罗杰特的故事。这
位医生在繁忙的行医间隙，坚
持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条
目。在长期的积累中，孕育出
了著名的《分类辞典》。他的
经历让我们看到，知识的创造
往往源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即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也
能绽放出智慧的光芒。

除了罗杰特，书中还刻画
了众多知识精英与出版先驱的
鲜活形象。他们或是伏案疾书
的学者，或是严谨考据的编辑，
或是大胆创新的出版人。这些
看似平凡的身影，共同构建起
知识生产的庞大网络。

书中提到，作者在网络平
台上以不可思议的低价购得
曾价值连城的《大英百科全
书》，这个场景很有象征意
义，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
的问题：在海量信息唾手可
得的网络时代，我们为何还
要阅读百科全书？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给出
了诗意而深刻的答案：知识需
要“凝视”而非“速食”。他认
为，网络世界的碎片化信息虽
然便捷，但往往如过眼云烟，难
以构建完整的认知体系。而百
科全书严谨的编纂逻辑、系统
性的知识架构，要求我们放慢
脚步，静下心来，在深度阅读中
触摸知识的温度，在系统思考
中把握真理的脉络。

尽管百科全书也存在错误
与局限，但其背后体现的是人
类对真理的敬畏与追求。从手
抄本到印刷书，从纸质百科到
数字百科，知识的载体在变，但
人类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
追求从未改变。

翻开这本书，你可以跟随
作者细腻而生动的笔触，穿梭
于不同文明的时空维度。

你可以看到，公元前一世
纪，古罗马学者普林尼在泛黄
的羊皮卷上书写《自然史》，他
穷尽毕生精力，将天文地理、动
植物学等知识编纂成册。在那
个没有印刷术的年代，每一个
字符都饱含着人们对世界的好
奇与探索的执着。

你还可以看到，明代永乐
帝敕修的《永乐大典》以“统论
古今，汇纳万象”的宏大格
局，将华夏大地上下数千年
的知识精华汇聚其中。两万
余卷的鸿篇巨制，展现了中
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昌盛，更
体现了东方文明对知识系统
性整理的卓越追求。

而在18世纪，《大英百科
全书》开启了现代百科全书的
辉煌时代。它的推销员们背着
沉甸甸的书本，行走在欧洲的
大街小巷，让知识走出贵族的
书房，走进寻常百姓家。

这些历史片段让我们清晰
地看到，百科全书不仅是知识
的载体，更以独特的方式推动
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在读书这件事上，我是个随
心所欲的“探险家”，坚信书怎么
读都有趣。就拿读《红楼梦》来
说，初次翻开它时，我像个懵懂的
孩子闯进了大观园，被那些华丽
的诗词和复杂的人物关系迷得晕
头转向。但我没被难住，直接跳
着读起了宝黛初见、刘姥姥进大
观园这些有趣的情节，那画面感
十足，比看电视剧还过瘾。林黛
玉那娇弱又聪慧的模样，刘姥姥
在大观园闹出的笑话，都让我忍
俊不禁。

后来再读，我又换了种方式，
跟着书中人物的视角去体验。从
贾宝玉的视角看，他生活在温柔
富贵乡，却对封建礼教有着叛逆

的心思，我仿佛能感受到他对自
由和真爱的渴望；从王熙凤的视
角出发，她精明能干，把贾府上下
打理得井井有条，却也在权力和
利益的漩涡里越陷越深，我也理
解了她的无奈与挣扎。

有时候，我还会和朋友一起
读同一本书，然后像两个“评论
家”一样，分享自己的看法。我们
争论着贾宝玉到底爱不爱薛宝
钗，林黛玉的小性子是不是太过
分，在激烈的讨论中，那些书中人
物仿佛都活了过来，成了我们身
边真实存在的朋友。

读书就像一场奇妙的冒险，
没有固定的路线，没有标准答
案。不管是一口气读完一本酣畅

淋漓的小说，还是慢悠悠地品味
一本诗集；不管是从第一页开始
按部就班地读，还是随机翻开一
页邂逅惊喜，都能收获独特的乐
趣。甚至，囤着一本还没来得及
读的书，光是看着它摆在书架上，
心里都充满了对未知故事的期
待，就像藏着一份神秘的宝藏，等
着我随时去开启 。

（《书怎么读都有趣》，［日］青
山南 著，马文赫 译，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出版）

读书就像一场奇妙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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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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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怎么读都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