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任何一家书店，你都会看到满满的
关于心灵成长的书。比如，《你的孤独，虽败
犹荣》《生命中最美好的事都是免费的》《因
为痛，所以叫青春》⋯⋯在从事建筑设计行
业的刘小芳的书架上，这种类型的书也占据
着不小的地方。“尤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
喜欢翻看几页，让头脑放空，然后，找到重新
出发的动力。”她的减压方式，也代表了当下
的一种流行。

随心态而变脸

随着人们在不同时期呈现出
的不同心态，励志图书的主题词在
发生着变化

说到底，心灵成长类图书也算是励志图
书的一种。而励志图书的热卖已经不是一
天两天的事情了，十余年来，依然热力不减，
始终是各大实体书店、网上书店畅销书中最
稳定的一个版块。

“‘励志’一直是许多文艺作品的主题元
素，不少备受关注的国产影片都是靠着励志
元素火起来的。作为文化消费品，图书自然
也离不开励志两个字。只是，随着人们在不
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心态，励志图书的主题
词在发生着变化，读者的思想也更加成熟
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顾雷告诉记者。

著名作家刘墉曾经用一个很形象的比
喻来说明读者思想的成熟。“过去写励志图
书，相当于端给读者一盘菜，全部切好炒好，
读者只要一口口吃就好了。现在不同了，读
者会自己加盐、加胡椒，会自己切菜。”

励志图书资深读者刘小芳，则深刻地
感受到了励志图书在选题立意上的变化。

“最初看到的励志图书多是介于经管和励
志之间的，比如《谁动了我的奶酪》，这也是
我看的第一本励志图书。故事虽然简单，
就是两只小老鼠在争取和分配自己的奶
酪，但契合了人们想争取利益并保护好既
得利益的心理，着实火了一把，我身边的朋
友几乎人手一本。然后，随着我国经济的
进一步崛起，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在
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效率实现成功。于
是，励志图书又迎合这种心态，开始广泛教
授人们如何‘成功’。我不喜欢这一时期的
励志图书，说得好像读几本书、随随便便就
能成功一样，它容易让人忽视通往成功道
路上的许多关键因素。直到近几年，心灵
成长类图书出现后，我才又开始关注励志
图书这个版块。”

而对于受众阅读已经由外向内、更加关
注精神领域提升的趋向，顾雷认为，仍然是
反映了时代的主要矛盾。

当 实 现 了 财 富 积 累 之 后 ，许 多 人 发
现，幸福和金钱之间并不是完全成正比的
关系。而且，越难解决的问题，往往越和
金 钱 无 关 ，越 直 指 人 们 的 内 心 世 界 。 于
是，“正能量”“负能量”之类的词语流行起
来；于是，人们对所谓的“情绪病”投入了
更大的关注。“再加上，社会飞速发展，父
辈祖辈积累的生存经验已不足以安抚年
轻一辈在工作生活中出现的浮躁情绪，年
轻人迫切需要寻求另一种渠道为自己的
困惑‘求医问诊’。所以，我们在选取出版
话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倾向提供‘情绪
按摩’和精神指引的内容，图书作者也很

快地转向了这个阵地。”在顾雷看来，心灵
成长类图书的畅销，也说明大部分人觉得
自己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凭借外力来推动
自己成长。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关乎心灵成
长的内容如今甚至还杂糅进入其他图书类
型，成为能否登上畅销榜单的关键因素之一。

蜜糖还是砒霜

真正形成口碑的、经得起大众
考验的，才会成为畅销品

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叫“汝之蜜糖，彼
之砒霜”。心灵成长类图书虽然正红火，却
也经历着读者“不是最好，就是最坏”的极
端评价。

董璐璐是刘小芳的同事，与刘小芳的热
忱不同，她对心灵成长类图书却并不“感
冒”。“其中的很多说法看似很有道理，读完
好像让人豁然开朗。但仔细想想，都是些
广泛适用、大而化之的通用性文字，又好像
什么都没说，似懂非懂。总之，就是‘不明
觉厉’。”

或许，刘小芳属于自认为内心不够强大
的那一类人，而董璐璐的内心又足够强大，
所以，才对同一类图书有了截然不同的认
知。但是，出现如此极端的评价，与读者的
不同性格、阅读习惯、人生际遇有关，也与心
灵成长类图书自身的发展直接相关。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心理健康，希望
找到生活更幸福的方法，这种意识上的进步
是件好事，却也被许多投机取巧的书商当做

了肥肉，有没有能力都想咬上两口。于是，
一旦有一本书走红了，马上就会有许多类似
的图书蜂拥而上，其中不少作者都是在那里
冒充专家、指手画脚，无限度炒作概念，将别
人书中的内容大段大段地搬到自己书中。
有网友曾经发帖，点破自己一年读 300 本书
的奥秘：“很多书雷同内容太多，翻翻目录就
知道讲了什么，这本书也就算读过了，根本
用不了多长时间。”其中，应该不乏心灵成长
类图书。

更有甚者，为了在跟风而出的一堆图书
中“拔得头筹”，不惜哗众取宠，与已有知名
图书的观点“对着干”。你说不抱怨有助成
长，我就说抱怨利于健康；你说美好的事都
是免费的，我偏说要幸福必须付出代价⋯⋯
搞得读者头晕目眩，不知该信哪方观点好。

付江是某文摘类大众期刊的编辑，日常
也会处理一些讨论心灵成长类图书的文
章。“我本人是很少看这类书的，比较赞同有
些来稿中的观点。那就是，心灵成长类的书
告诉你遇事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心态好，
一切才能好起来；但还有一部分人是不满足
于现状的，他们希望通过给社会挑毛病、改
变社会，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自然不会
对向内挖潜的心灵成长类图书太感兴趣。”
付江觉得，上述两类阅读需求没有好坏之
分，只是不同的选择罢了。况且，读书就像
交朋友，找朋友要找最匹配、最能谈得来的
人，找书也要找能和你的心灵交谈的，只要
契合自己的心灵，便是可以入手的书。

作为一名出版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编辑康健认为，究竟是砒霜还是蜜糖，经过
市场检验后便会见分晓。“目前基本上是读
者有什么样的需求，市场上就会迅速出现什

么样的产品，但能否站稳脚跟，归根究底还
是靠品质说话的。胡编乱造、品质低劣的图
书，会对读者心智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最
终是会被市场遗弃的。真正形成口碑的、经
得起大众考验的，才会成为畅销品。”

阅读并且行动

只阅读不行动，可能开始时会
感觉受到激励或很有决心，合上书
本不久又忘记了

对于心灵成长类图书，只是阅读并不能
让你走得更远，行动更重要。

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薇十分
赞同上述观点。她说，她会谨慎地向学生推
荐这类图书，同时还会推荐阅读方法。“心灵
成长类图书往往是在用感性、‘治愈系’的情
绪化语言，传递‘体悟’‘感受’等缥缈的内
容，青年人的鉴别能力相对较低，容易完全
接受书中传递的价值观，并以此规划自己的
人生道路。”张薇觉得，这会产生两个问题。
全盘接受，会替代思考的力量，不利于独立
思考能力的形成；只阅读不行动，可能开始
时会感觉受到激励或很有决心，合上书本不
久又忘记了。

“所以，心灵成长类图书的正确打开方
式，可以是边阅读边尝试着重做一些笔记，
记下遇到的问题、自己的新主意和新见解。
然后，再根据这些内容，写下每周或每月的
行动步骤，真正将心理所获变成行动所得。”
张薇说。

当然，出版方和读者的态度也正在变得
更加理性。

出版方更加强调内容的科学性和专业
性，注重推出精品。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细
节可以改进。

比如，选择作者时，应该优选在这一选
题上有积淀的人，既能保障成书质量，又方
便在市场上赢得口碑，《致未来的你——给
女孩的十五封信》就是个成功的例子。这本
书的责编——青岛出版社少儿出版中心编
辑孙芳曾经表示，确定选题方向后，出版社
便开始找作者，最终选定以写“心灵成长小
说”见长的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才有了这
样一本能放在女孩枕边、走进女孩心里、去
和她轻轻对话的一本书。

比如，可以抬高出版门槛，从多个方面同
时把关。“除审核政治问题、版式、文字外，还
要严把每本书的质量，设置查重软件，规定超
过多大的比例重复就不能出版。”顾雷说。

读者对心灵成长类图书的认知在更新，
阅读品位在提升。大多数读者开始带着批
判性思维来阅读这类图书，也开始思考书中
所提供的内容是否合理、是否适用于自己，
时间久了，自然会对出版风向产生影响，出
现“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

罗伊·马丁纳在《改变，从心开始：学会
情绪平衡的方法》中写道：“每当我们觉得某
些事不能再为我们效劳，而开始考虑新的行
动或途径时，第一步就是要回归静默，联结
内心的感觉⋯⋯在转换的阶段，我们需要对
自己有耐心一点，并欣然接受转换到另一个
层次时所觉察到的不安感。”

心灵成长类图书正在出版社和读者的
共同推动下成长，我们要做的也是有耐心
一点。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充满天真热情
的时代，我们都曾经天真而热情地相信许多
宏大的话语，我们迷醉在许多新鲜的事物中
无法自拔。那时的激情几乎是难以抗拒的。
我当时还是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看几乎每
个月都在“突破禁区”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听
几乎每天都有的慷慨激昂的讲演，看引发争
论的电影和话剧，感受着一种热烈而自由的
空气。

我们在宿舍和课堂中进行着严肃而诚挚
的讨论，关于“人的解放”，关于改革，关于感
情和人生。这些讨论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幼稚
和天真的。但那种一丝不苟的热情和追寻思
想的坦率却是难得的。这里其实有一个矛盾
之处，许多热情和单纯其实来自于思想的不
成熟，而成熟的思想则往往带来冷静和复
杂。但我们常常既喜欢成熟的思想，又喜欢
热情和单纯。其实这两者是鱼与熊掌，不可
兼得。当时，学长黄子平曾经热烈地赞美过

“不成熟”的思想，他的一篇文章就起名为“通
往不成熟的道路”。我当时曾经钦佩过他的
激进，其实今天想来，他是认识到成熟和热情
的不可兼得，宁可选择不成熟的热情，反而是
一种看得清事情的明智。我们当时都怀着这
么一份不成熟的热情来面对这个新鲜的世界
和中国。当然，这里的危险之处是我们知道
自己有无限的热情，却并不知道自己不成熟，
以为自己的热情就是真理本身。这其实也说
明了那个年代的长处和缺陷。今天有些人谈
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来的时候往往有无尽的缅
怀，觉得我们今天热情不够了，却忽视了我们
当年不成熟的代价和问题。

当时偶然在北大图书馆看到的一本书却
改变了我对于热情的单纯信仰。我记得这是
大学三年级时的夏天。天气炎热，没有空调，
阳光直接射进大窗户，但图书馆外持续的蝉鸣
和偶尔刮来的微风以及阅览室几乎无限的安
静让人还是感到清爽。我拿起了朱自清先生
的《语文影及其他》，这是一本小册子，非常单
薄。我们熟悉的朱自清是毛主席著作中慷慨
的不食美国救济粮的爱国者，或是写作《背影》
和《荷塘月色》的感情真挚的散文大家。但这
本书里我却诧异地发现了另外一个朱自清。
一个成熟的思想者，一个对于语言的问题和矛
盾充满敏感的洞察者。这里的朱自清从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熟悉的语言习惯出发，从容地一
点一点揭示我们的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一点一
点地尝试揭开语言本身的微妙与复杂。当时
我看到这么几句的时候有点忍俊不禁：

有一回，一对未婚的中国夫妇到伦敦结

婚登记局里，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天上云沉沉

的，那位管事的老头儿却还笑着招呼说：“早

晨好！天儿不错，不是吗？”朋友们传述这个

故事，都当作笑话。鲁迅先生的《立论》也曾

用“今天天气哈哈哈”讽刺世故人的口吻。那

个老头儿和那种世故“客套”话，因为太“熟

套”了，有时就不免离了谱。但是从此可见谈

天气并不一定认真的谈天气，往往只是招呼，

只是应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话也罢，讽刺

也罢，哼哼总得哼哼的，所以我们不断的谈着

天气。天气虽然是个老题目，可是风云不测，

变化多端，未必就是个腐题目；照实际情形

看，它还是个好题目。（《撩天儿》）
这里的见识是从日常生活的语言出发，

精细地剖析其中的奥妙。我们自己习焉不察
或一口否定的东西，朱自清先生能够发现其
问题。他发现了问题却并不仅仅给予一种简
单的评价，而是洞见了日常生活的某种高度
的真实。这种真实让我们意识到语言与实
在、能指和所指间的实实在在的距离。语言
在表达实在的同时，也在遮蔽它。或者说，现
实只有通过语言来呈现，但一旦经过了语言
的覆盖，我们也就再也无法接触到那个现实
了。朱自清先生讨论“聊天”，纵论“很好”拆
解“说话”与“沉默”的微妙的互相依存互相联
系的情状，无不处处见出细致的体察和深入
的理解。其中有《不知道》一篇，对于各种“不
知道”的用法有最详尽的剖析，有点像最近有
人用拉姆斯菲尔德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一
堆复杂的修辞来表述的“不知道”谱成了曲的
笑话，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尝没有这样的问题。

《语文影及其他》从语言出发，却将我们
天真的幻想打得粉碎。语言都有问题，依靠
语言来生存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值得思考的。
这些都和我在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相互矛
盾，却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和视界。让我可
能思考语言和现实的复杂的关系，让我能够
看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
他并没有对人生悲观失望，发现了人生的困
境却并不对于人生绝望，而是让人投入到其
中，却仍然有间离和超脱的机智。这些东西
是如此地刺激我。朱自清先生给我的启悟在
于让我去发现不能对于世界有天真的看法，
却依然该保持着探究和关切的热情。

后来我终于买了一本《语文影及其他》，
经常放在我的床头，不断重读。它不断地提
醒我不成熟的危险，但同时又告诉我对于世
界保持热情的重要。我记住了朱自清先生的
提示：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

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需乎修饰⋯⋯我

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学朱自清——

说得少，说得好

□ 张颐武

阅读的减压与充盈
□ 牛 瑾

身 体 需 要 成 长 ，心 灵

同样需要成长。在纷繁的

世界，让书籍帮我们打开

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