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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内：中国历史四十讲》
启航

《登春台》
马季

《风啊吹向我们》
方卫平

《数字货币的边界：颠覆还是
渐进式变革？》

李杰

《至味人生：三千年饮食文化
与人物风流》

贺超

荐 书 榜

这两天在读的一本书叫作《好吃！苏
东坡》，写的是苏东坡的美食生活。我们
都知道苏东坡的人生有许多不如意，他
却苦中作乐、达观爽朗。他笔下的美食美
味，非常诱人。无论是“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还是“好竹连山觉笋
香”抑或“青浮卵碗槐芽饼”“碧油煎出嫩
黄深”，苏大学士即使在清贫的生活中，
也能过出不一样的烟火。我想，很多人喜
欢苏东坡的原因概莫如此。

对于寻常人来说，食物重要的是物
美价廉和时节物候；对于名士来说，食物
还内化了一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
食物不仅要满足口腹之欲，还要满足精
神需求，体现卓然不群的处世哲学和人
生境遇，这也是作者李凯在《至味人生：
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中尝试解
读的。这本书选择了伊尹、孔子、屈原、杜
甫、苏轼、郑板桥等14位广为人知的名
士，深入讲述他们心中独具意义的寻常
饮食，展现名士与饮食的深厚渊源与人
文典故。

以 3000 年关联，榜单上的《人类心
理 3000 年：从荷马史诗到人工智能》探
讨3000年时间跨度中人心的变化。这本

书从新的科学史观的角度，阐释了外部
世界如何塑造心理学发展，以及20世纪
末的心理学如何影响社会。这两本书前
后拿来对照看，也是妙趣横生。

许多科普书用轻松明快的漫画，向
读者传递着科普知识。《大脑环游记》通
过父子“同游”大脑世界的方式，由神经
外科医生带儿子“环游”大脑，穿越不同
的大脑“站点”，通过与孩子对话的生动
语言和精彩纷呈的漫画，通俗幽默地讲
述大脑世界的科学知识，非常适合亲子
共读。

在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网络化
思维、整体观和大局观成为解读复杂现

象的关键。榜单上的这本《为什么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从简单现象到复杂系统》，
不仅展示了自然界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表
面关联，还探索其背后原因，从而更深刻
地解读复杂科学带来的思维转变。

几十年前，人类已经迈向太空。《走
出地球的生命》尝试解读人类走出地球
以后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展望了生命在
宇宙中的诸多可能性。宇宙究竟有多大？
宇宙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自古以来，人
类对宇宙的好奇心永无止境，无数人为
此苦苦求索。《星征程：聆听宇宙的解答》
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20 余位天文
工作者讲述丰富的天文学知识的集结，

该书用生动、有趣的故事，介绍了天文学
的基本知识、前沿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
展方向。

我们渴望被别人肯定，希冀着外界
的认可，却忽视了自己内在世界的重要
性。和父母相处也是如此。在《照顾爸妈，
这样做才安心》一书中，关注的是子女和
日渐衰老的父母如何相处的问题，以及
父母该如何面对自己日渐衰老的问题。
面对父母和自己的衰老，我们都需要积
极明媚的心态，“心”的问题解决了，“新”
的难题才会迎刃而解。“莫听穿林打叶
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东坡的心态始
终值得我们学习体悟。

莫听穿林打叶声
□主持人、阅读推广人 贺超

每一个童年都短暂而长久。懵懂
间，好像一阵风吹过似的，童年过去
了。却又好像这一阵风在心里一直吹
着，从不曾停息。

读肖复兴的儿童小说《风啊吹向我
们》，仿佛少年时代的清风再次拂面而
来。那时候，生活如此简单明亮，又是多
么迷离神奇。跑得飞快的女孩月亮，在
一个“风似的追赶公交车”的普通日子
里，被同车的田径教练看见，成了少体校
的小运动员。电影院前，因为一张电影
票而偶然结识的学长麦秋，如神意安排
般走进“我”的少年时代，成了那一段人
生的陪伴者和引路人。那时候“我”有两
个日记本，“一本是给自己看的，一本是
专门写给丁老师看的”，有一天，丁老师
也会知道这两个日记本的存在……在作
家笔下，平实的日常会在不经意间透露
生活的玄机，峰回路转之间，又带我们归
回日常的平实。或许，少年时代本就是
混合了凡俗与传奇的一段独特时光。

读庞余亮的散文集《小糊涂》，感
受吹过童年的另一种风。“睡在空泥瓮
里的饿孩子”，“父亲的拳头落下来，如
同落在一只装满了瘪稻谷的老麻袋
上”。饿的，冷的，从不被记起和轻易

被忘掉的……但也总有只属于童年的那
些片刻，现实的艰难、痛楚和孤独都退
向遥远之地，某种神秘的奇幻向着一个
孩子悄然启开门扉。麦子将成熟时，饥
饿的“馋孩子”兴奋而小心翼翼地寻找
藏在一片金色中的“黑麦穗”。长大
后，这巧克力般的“乌麦”香味，还

“一直藏在他的心中”。有一天，生活的
答案会揭晓，美味的黑麦穗原来竟是麦
子的病变；却恰是这黑色无用的孢子
堆，曾经给一无所有的这个孩子带去稀
有的满足和欢愉。童年时代这些嵌入命
运的巧合与安排，谁能说清它来自哪
里，又将通往何处？

或多或少地，童年生活总是带着某

种“魔法神奇汤”（《魔法神奇汤》，卡特瑞
娜·格瑞里克/文·图，谢逢蓓/译）的滋
味。也许小时候的目光和感觉，本身就
是神奇的魔法，能带我们看见“同一个太
阳，不一样的照耀”（钟代华《跟太阳商量
一下》）。周晓枫的童话《我的名字叫啊
吨》，用童话的方式讲述童年时代永恒的
梦想、勇气和成长。王棵的儿童小说《珊
瑚在歌唱》，为读者呈现了一种如珊瑚在
海底生长般少为人知而色彩斑斓的景象
与生活。唐立梅的科普读物《随“蛟龙”
探深海》，在真实的文字与照片里展开中
国海洋科考与探索的现实图景。在珊瑚
的歌声里，在“蛟龙”的行进中，孩子在长
大，大人也在成长。

读赵华的儿童小说《银骆驼》和霍
聃的儿童小说《亲爱的梭梭》，我们的
目光转向中国西北的荒漠地界，那里曾
经和正在展开着的生活、辛劳，同时也
充满生命的朗硬之力。小说里，童年的
关切远达天穹，也深入泥土。马慧娟的
儿童小说《飞起来的村庄》，聚焦当下
乡村孩子正在经历的某种巨大生活变
迁，其影响之深远，会在将来的岁月里
继续得到印证和呈示。

从童年吹来的风，一刻不停地，吹
向世界和人生更遥远的地方。毫无疑
问，所有优秀的童书都包含了对这场童
年之风的信仰，以及对于它吹往之地的
美好想象。

从童年吹来的风
□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方卫平

近年来，随着一些视频平台的崛
起，电视的力量开始衰减。作为应对，
一些电视栏目开始用平台做出口，尽管
内容被剪碎，但同样影响到很多人，也
使电视上的名牌栏目余威尚存。以这个
话题开头，是因为本期上榜图书有一半
作者与电视有关，而且与同一个电视栏
目有关，那就是《百家讲坛》。

最早在央视《百家讲坛》打出名头
的是阎崇年先生，当年他的《正说清朝
十二帝》曾一时“洛阳纸贵”。之后是
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高校教授。以
教授作为主讲人，从传播角度看，思路
是对的。因为教授们经常讲课，内容上
足够多，可以筛选浓缩出有趣的精华。
在表达上，教授既然能让学生听懂，让
老百姓感兴趣也不会太难。

著名学者葛剑雄先生在 《百家讲
坛》讲的是《地域文化的形成》。在他
的新作《四海之内：中国历史四十讲》
中，他从旧史料中挖出了新观点，选取
了中国历史上的 40 个重要片段娓娓道
来。葛先生指出，我们今天看待一个历
史事件，不能够完全根据现成的史料来
判断，按正常的逻辑推理，按事件前后
的因果关系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
矛盾之处。

《寻秦迹：透过秦俑看秦朝》的作
者之一许卫红，在《百家讲坛》讲的是

《考古公开课》。许卫红是秦始皇陵兵马
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领队、秦都咸阳
城大遗址项目考古领队，从事秦汉考
古研究 30 余年。我曾读过她的那本

《考古有意思：秦始皇的兵与城》，已
经很有深入浅出的意思。这次，她带着
女儿——《中国考古大会》十佳选手申
珅，一起打造了这本《寻秦迹》。大概
是因为年轻人的加入，所以从目录上
看，这本书更加通俗化：“考古探案一
波三折”“一根刷子毛”“兵马俑在陵中
属老几”“强弩中的绝绝子”“友谊的小
船说翻就翻”。许卫红在序言里讲专业
研究成果和科普读物的差别，她说，后
者需写得通俗易懂以便于推广新成果。
这样，才能“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其他三位 《百家讲坛》 主讲人：
《北京中轴线》的作者李建平长年从事
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他在《百家讲坛》
主讲的也是北京中轴线；《审物：18世
纪之前欧洲对中华诸物的描述与想象》
的作者潘天波在《百家讲坛》主讲《好
物有匠心》；《宽容与执拗》的作者、北
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在 《百家讲
坛》 主要讲述寇准、司马光等历史人
物，《宽容与执拗》这本书的主人公就
是司马光。

说到北京大学，就不能不提本期榜
单上的《影响人生的书单：来自百位北
大教授的推荐（增订版）》。书中，150
余位北大知名学者提供的内容涵盖了两
大主题：治学感言与推荐书目。前者适
合做学问的人去读，后者大概是读书人
都想看的。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的

《周制与秦制》是一部关于制度文化史
的研究著作。所谓“周制与秦制”，并
不是狭义的“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
度”，指的是自周代至晚清3000年的周
制文化和历时 2000 年的秦制文化。冯
教授认为，“百代皆行秦政法”的说法
有其道理，也大体符合历史实际，但详
考之下并不尽然。

《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是《（新
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的重要阶段性
成果，内容从文明起源一直论述到新时
代。《DK 时间线上的全球史》 讲的是
从400万年前一直到今天，在这条时间
线上，五大洲各地区和国家约 1500 个
重要历史事件与关键人物被串在一起，
可以轻松对照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同
一时期的历史，为读者提供了观看全球
历史的全方位视角。

旧史料挖出新观点
□阅读推广人 启航

一部虚构文学作品从一段历史、一
段情感，或是某个特定的时空出发，目
的是为了探寻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哪
怕是刀光剑影、轰轰烈烈，抑或平平淡
淡、司空见惯，人的一生总会有各种得
失、意外、遗憾，或是辛酸的经历。在
作家笔下，那些细微的看似不起眼的点
点滴滴被聚拢起来，再经过排列组合，
形成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对他者或深
或浅的影响。我们所见到的日常生活，
就是这些细节堆积起来的，它有时候生
动，有时候孤寂，在习焉不察中被深埋
在心底。当你回忆一段往事，某个故人
的时候，茫然之际，一定能够在文学中
看到他的音容笑貌。

著名作家格非在新作《登春台》中
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中国式的人生观察方
式，也可视为以一种叙事方式所呈现的
生活哲学。从《春尽江南》一路走来，
经过《月落荒寺》《望春风》，格非的小
说散发出历经沧桑后的淡然与深沉，字
里行间浸透着东方哲学与智慧。生活就
是某种修炼，有人幸运，自然就有人辛
劳。《登春台》以周振遐开篇，从他作
为观察者而非局中人的视角，相继引出
了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三个主要人
物的命运流转，最终再度回到周振遐自
身。从故事层面看，人物没有明显的主
配之分，每人皆“从头说起”，以平行

视角显示出众生相的客观，每个人都是
自己命运的设定者，每个人都必须面对
自身的焦虑与不安。无奈中产生的喟叹
由此而生：我们都是一粒尘埃。但是，

“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幸福的人。一个
再不幸的人，心灵深处也有一线光明。”

东北作家老藤的长篇小说 《草木
志》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秉持“天地与
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以
与人物对应的 30 多种植物为章节结构
全篇，围绕由清代驿站演变而来的墟里
村展开故事，讲述了驻村干部“我”、
村主任邵震天等人带领村民，因地制
宜，发展产业，终于让墟里村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的故事。《草木志》文风独
特，具有浓郁的东北边陲地域特色，在
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中探求艺术新质、

更新叙事经验，以东北大地的草木志，
绘制了东北乡土世界的人物志。

杨志军凭借 《藏獒》 走进读者视
野，读后令人耳目一新。2023 年，他
的小说《雪山大地》获得茅盾文学奖，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内容依然是他一贯
描写的主题，人与大地如何在一个极端
的环境中角力、互相成就。新作《大象》延
续了这种写作策略。作品采取了双线叙
述，一条线是以象群为叙述主体，每一个
象群都有自己的名字，象群曾受到人们
贵族般的礼遇。另一条线是人类，作为主
角的青年毛管花在一次意外救助大象
后，几乎如受到感召般开始走上拯救大
象的道路。作品以最直观的方式去消除
人类中心在作品中的痕迹。

百余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互联网、微信、电视剧飞速发展

的新技术，百年巨匠马识途老人乐于拥
抱它们。在《马识途谈艺录》一书中，
马老坦诚了自己对小说、杂文、散文、
通俗文学、网络文学、诗歌，以及影视
作品、川剧、版画、书法等的个人见解
与思考，展现出一位中国宝藏大师凝
练、厚重的文学艺术思想。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
慕克的《黑书》是其创作版图中的一个里
程碑，这本小说让他在土耳其文学圈备
受争议，同时也广受读者喜爱。作为一
次融合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的尝试，《黑
书》的外壳是一部侦探小说，有凶杀案而
不指明凶手是谁。帕慕克借此将现实故
事、哲学思想、历史传说、梦境、寓言、童
年回忆、政治讽刺、社会观察等融合在一
起，它们宛如阿拉伯式花纹图案，呈现出
几何体的美感，令人目眩神迷。

向深处探寻人生况味
□文学评论家 马季

围绕“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时代课
题，张占斌等学者在 《新质生产力》 中，
通过对新劳动者、新劳动对象、新劳动资
料这三个生产力要素全新质态的分析，论
述在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下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过程。同样，白重恩等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的学者在 《中国经济：直面新问
题，促进新发展》 中，立足当下国情，探
讨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未来中国发展新
增长极的重要性。

在 《新质生产力》 中，张占斌认为，
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指的是新技术、
新模式、新产业、新领域、新动能；新质
生产力中的“质”，指的是物质、质量、
本质、品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积极
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
助于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在 《中国经济：直面新问题，促进新
发展》 中，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的学者从

“人口负增长的经济社会挑战”“全球变
局下的中国经济”等问题展开探讨，说
明了中国发展模式从规模经济到创新经
济的必然，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将
合力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成为中国发
展新增长极。

实体经济的重点是工业，工业的重点
是制造业。在 《关键时刻：中国制造业何
去何从》 一书中，新望博士结合德国制造
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国制造从

“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转变过程
中，追求“专精特新”，培育出中国各细
分行业的“隐形冠军”，在全球产业链大
变局和中国制造业中补短板、锻长板，将
中国制造由大变强。该书通过 12 家制造
业企业的发展实例，讲述了全球产业链大
重构的关键时刻，中国制造蜕变的艰难困
苦和光明未来。

新质生产力也伴随着金融货币的新业
态。在 《数字货币的边界：颠覆还是渐进
式变革？》 中，张明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的全局视角出发，对数字货币未来的发展
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数字货币参
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佳方式不是寻求
颠覆式的替代方案，而是作为技术延伸和
能力拓展，从降低交易成本、拓展支付模
式等方面逐步降低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
依赖。

在 《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
秩序》 一书中，张锐博士认为碳中和时代
的国际能源秩序走向将是“更多竞争但更
低烈度”，他深入分析绿色低碳浪潮下的
全球能源秩序、能源供应链竞争、新型合
作网络等，描述世界绿色剧变。

最后来看看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原社长
刘东华的新作 《意义：成功与财富的原点
与终点》。作者结合多年的观察与实践，
围绕意义的若干问题多角度、多侧面深度
思考。该书的主旨，在于让创业者和企业
家的成功与财富更有意义，并持续推动中
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使命升级、意义升级和
动力升级。

发展新质生产力
□书评人 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