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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
作者：张玲玲

《嫉妒》是女作家张玲玲关于南方城镇的
中篇故事集，书中收录了同名小说《嫉妒》，以
及《岛屿的另一侧》《破碎故事之心》《似是故人
来》《去加利利海》《无风之日》和《新年问候》等
七篇小说。其故事的背景皆发生在南方的城
市，在当代人的生活之中，作家从青年、中年、
老年的三种视角，去切入一些生活中真实存在
的困局，有些困局源自外部的时局，有些困局
则源自于内心。

《彼岸风景》：
在有限的人生里追寻无限的风景

《红草原》
作者：王怀宇

长篇小说《红草原》是吉林作家王怀宇最
新的长篇小说。小说关注作者的家乡草原，以
东北草原汉民族后人的口吻，讲述了新中国成
立后，一个渔猎农牧家族乃至整个东北草原艰
难转变的历程。

作者以家乡查干淖尔大草原塔头滩上王
氏和胡氏两个家族兴衰为主线，通过对王氏几
代人呕心沥血执着梦想争当强者、争当英雄艰
辛历程的描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铮铮铁骨、
不懈追求的草原人物，充分展现了东北草原人
民的生存状态和别样性情。

《灵魂背书》
作者：耿立

本书收录了作家耿立近期创作的散文力
作。作品切入鲜为人知的精神层面，立足于生
活真相的宏大叙事，对人性的丑恶、生态的被
破坏、乡村的陷落等予以抨击，沉郁苍凉而饱
含深情的文字，体现出作者的社会良知和时代
精神。他笔下所写大都是琐屑的、日常的、习
焉不察的事情。写作素材和思想意义之间体
现出极大的反差。

继《愿你的青春不负梦想》和《让成长
带你穿透迷茫》之后，俞敏洪的新书《彼岸
风景》于近日出版。一直以来，大众熟知的
俞敏洪总是与新东方联系在一起，他是商
界领袖、创业导师、励志传奇、教育专家，也
是万千年轻人心中的精神偶像。2019年，
他再次把自己最新的思考与感悟集结成
书，为广大读者带来这本以追寻彼岸风景、
寻找人生更多可能性为主题的励志之作。

俞敏洪：
丰富的情感和精神，都可以从读书、旅行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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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主题，且行且思的多面尝试

据该书出版方介绍，不同于之前作品中关
于人生历程的总结，在这本《彼岸风景》中，俞
敏洪首次与读者朋友们分享了自己在旅途中
的思考与感悟：“旅行，重塑了我对人生、对生
活乃至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旅行，让长江边那
个曾经梦想远方的少年，变得更加辽阔。同时
鼓励读到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不要顾虑太
多，出去走走，且行且思。

如果说之前两部作品是指引年轻人如何
突破瓶颈，努力向梦想前进的激励之作，那么
本书则是引导年轻人在浮躁的当下，如何获
得一个更充盈、更丰富的自我沉淀之作。书
中收录了 63 篇近年来俞敏洪在人生旅途中
的所见所思，共分为四个主题，分别是“在行
走的路上触摸世界”“在四季的风中拥抱自

然”“在旅途的尽头遇见历史”和“在镜子的
对面思索人生”。

“在行走的路上触摸世界”记录了俞敏洪
去掉了个人所有的标签与光环，以“行者”的身
份去游历世界、体验不同的文化，用身体去感
知大千世界的真实感受；“在四季的风中拥抱
自然”展示了他在离开了钢筋水泥的都市之
后，在大自然中的人生体验，他的足迹踏过尼
罗河、马萨伊马拉草原，还曾近距离感受珠穆

朗玛峰；“在旅途的尽头遇见历史”发掘了旅行
背后的历史沉浮，当俞敏洪在旅途中经过每一
处历史遗迹，都会追想和探寻历史背后的规律
与启示，写下自己的思考；“在镜子的对面思索
人生”则是将“彼岸”与“此处”展开对比，在旅
途中一路捡拾“他山之石”，来帮助自己更好地
思考人生。

四个主题，四个维度，完整呈现了俞敏洪
在行走中的所见所想，同时传递了他要与青年
读者分享的生活理念：在有限的人生里，永远
去追寻无限的风景。

旅行是一种更好的阅读方式

源于对梦想的不断追求，多年来，俞敏洪
一直在探寻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彼岸”。从年
轻时的走遍中国，到现如今的周游世界，他始
终在尝试着去打开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在这其
中旅行的宝贵价值对于他也愈发凸显。

对于旅行，俞敏洪认为：“如果余生只允许
我做两件事情的话，对我来说特别好选择：一
是读书，二是旅行。而如果只允许我做一件事
情的话，我会选择旅行。旅行是一种更好的阅
读方式，可以让人变得更加胸怀世界，更加充
满智慧。”

俞敏洪始终走在路上，去观察和触摸这些
未知的风景，从而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实现
走向更加美好的远方的信念。而他所收获的
彼岸风景、所积累的丰富阅历和开阔眼界，对
追梦路上的年轻人来说，或将起到重要的参照
意义。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言及旅行，俞敏洪侃侃而谈：“因为家在长
江边上，我从小就喜欢大自然。小时候，我常
常会坐在长江边，看着太阳从长江的东头升起
来，再从长江的西头落下去。那时会想，长江
的东头，上海到底是什么样的？长江的西边，
重庆又是什么样的？长江流到海里去，那又是
一种怎样的壮观？”

“长大之后，我知道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
旅行家和地理、地质学家徐霞客，就出生在我
的家乡江阴。我读了《徐霞客游记》，尽管看得
似懂非懂，但是发现了中国竟如此之大，可以
去玩的地方如此之多。明代的徐霞客在没有
公路、汽车和火车的时代，居然玩遍了大半个
中国。于是我心中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长大
以后，也一定要走遍中国。”

怀揣100元游遍小半个中国

“到我八九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坐着长江
上的轮船，跟随母亲去上海。到了吴淞口，我
突然发现水域一望无际，而我们的轮船在广阔
的水面上，好似一叶扁舟，世界如此之大。上
海繁华的灯光，还有黄浦江两岸迷人的景色，
让我顿时觉得，如果能生活在上海，那有多
好。”

“眼界开阔了的我，就此有了决心：一定要
离开农村，到更大的天地去生活。后来阴差阳
错，我考上了北大，也就此和上海擦肩而过，生
活在了北京，一晃就是40年。”

“在北大读大二那年，一场肺结核让我在
医院一住就是一年，我在病床上读了很多人
物传记和旅行笔记，心中旅行的种子便继续
发芽，当我病好出院后，考虑到既然暂时还不
用回学校上课，那就干脆到全国各地去走
走。我揣着怀里的 100 块钱，就这样从北京
出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游遍了小半
个中国。”

“从北京到泰山，从泰山到南京，而后黄
山、九华山……这些书中方见的名山大川，历

历近在眼前。出发时的那100块钱，到九华山
时就已经用完了，但是年轻的我觉得这样的旅
行应该继续下去，所以就住在当地的农民家里
帮着插秧，以此换得了 10 块钱的路费。后来
我到了庐山，住在一个私营的小宾馆里，帮老
板打扫卫生。在那里，我碰上了一个来自江苏
的“个体户”，因为我的家乡也在江苏，所以晚
上就和他一起喝啤酒、聊天，给他讲了我的故
事。他被感动了，给了我 100 块钱，让我得以
把这旅程继续下去，最后我从庐山折返上海，
再从上海回到了北京。”

每年带孩子到国外旅行

“等我创办了‘新东方’以后，梦想走遍中
国的情结时刻催我出发，我买了一辆小小的

“大发”牌汽车，开着它上五台山、上恒山，然后
掉头南下，一直向南，畅游了三峡。读书和旅
游在我的心目中和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地位。而当新东方稍微有点发展的时候，
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带着所有的新东方人到草
原上骑马。骑在马背上驰骋的那种潇洒和豪
气，有一种征服世界的感觉；二是带着新东方
人好几次穿越内蒙古草原，在草原上感受大地
的辽阔。”

“后来我的孩子出生了，中国也有了‘两
个发展’，使我们可以走向全球。第一，中国
的经济飞速发展，很多家庭的经济实力开始
变得好起来，可以负担起出境游的费用；第
二，中国更强大了，办理签证也变得更容易起
来，我们到其他国家，受的限制少了很多。这
两个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我，我的旅行目的地
也从国内开始走向了全球。行走，让我在不
断见识这个世界的同时，也认识了更真实的
自我。”

“女儿长大以后，我的儿子也出生了，我
又觉得光是游山玩水是不够的。每到一个地
方以后，最好要考察这里的风土民情和历史
文明，并且最好能把它们都记录下来。所以

我暗下决心，每年要带孩子们到 2—3 个国家
去旅行，并且要能给他们讲解当地的情况。
为此，我不得不在每次旅行之前，提前一个月
就对目的地的自然和文化背景进行研究，这
样我才可以带着孩子到世界各地去看、去体
会，给他们讲述每个地方的故事。一方面，我
希望自己能为孩子们做榜样，让他们知道一
路学习、一路旅行的过程会使生命更加丰富
和充实，而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
有所收获。我帮助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精彩，
最终他们也会独自上路，看到属于他们的不
一样的世界。”

“在孩子们面前，我讲得头头是道，其实
在背后，我已经提前花了很多工夫去研究和
了解。讲完以后，我会把这些内容加上自己
一路上的所见所思一起记录下来，形成文
章。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了记录，是我对时
光的记录。后来，我把它们陆续发表在我的
微信公众号“老俞闲话”上和我的微博上，意
外的是，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不错，还有读
者希望我能把这些所谓的游记结集出版，这
便是这本书的缘起。”

俞敏洪告诉记者，这本《彼岸风景》的出
版其实纯属偶然。“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了
这么多的路，这些我随心随意记录下来的东
西，如果别人读了也还有点用处，或者至少
能够变成茶余饭后的消遣，那么我已经非常
满足。在这本书里，我并没有刻意地去润色
文字或者丰富思想，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
感、所悟记录下来而已。对我来说，这本书
代表的，是旅途中的花火，是我记录和观察
的人生。”

在俞敏洪看来，人过一辈子，最大的意义
其实不在于拥有很多钱，也不在于拥有很高的
社会地位，而在于内心要拥有丰富的情感世界
和精神世界，以及拥有一份对世界的包容之
心。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从读书和旅行中
得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