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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约翰·斯坦贝克作传的杰伊·帕里尼
认为：“美国文学史上，鲜少有像斯坦贝
克这样的作家，固执地关切自己国家的特
质与命运。”《带上查理去旅行：重寻美
国》（商务印书馆）记录了一次重新发现
美国之旅，本书出版后不久，斯坦贝克就
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一条贵宾犬、一辆带篷卡车、必备的
装备以及准备好的问题，斯坦贝克踏上了
环美国的旅程，走过了16000多公里，跨
越了34个州。他到达了被誉为“缅因州
王冠”的美国最北端，游览了壮观的尼亚
加拉大瀑布，穿过了杳无人烟的“荒芜之
地”和莫哈维沙漠，登上了美洲大陆“大
分水岭”，饱览了美国山川河流的壮丽景
色；他享受了阳光明媚的白昼，也度过了
风霜雪雨的黑夜，更经历了无数惊心动魄
的时刻；他亲历了美国城乡的变化，感受
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斯坦贝克以这部
游历纪行绘制了一幅美国社会政治、经
济、地理、历史的立体图，在其所经过的
点上，标记了美国的时代特征，堪称一部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纪实”。

作者接触了美国各地的人民——军
人、政客、警察、职员、农场主、店主、

农民、服务员、卡车司机，展现了他们鲜
活的个性，为他重新认识美国尤其是“了
解今天的美国人是什么样子”、在想些什
么，积蓄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长得

“像格列柯画中的圣保罗”的南方白人对
种族问题忧心忡忡；“有着少女般奶油和
浆果色的皮肤”的法裔加拿大季节工人对
生活充满信心；“脸上有疤痕，一只眼睛
是邪恶的白眼仁”的修车店老板却是难得
的大好人；“湖泊守卫者”代表了一代乡

镇青年既离不开现有生活，又渴望大城市
的繁华，处于茫然而矛盾的心理状态。

查理“是一个好朋友，一个理想的旅
行伙伴”，“为这次旅行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查理靠着“那狮子般的吼叫声”足
以震慑“心怀邪恶之念”者；查理是作者
与“陌生人之间的纽带”。最经典的当属
他为查理做生日蛋糕，以排遣自己内心的
烦恼，看似一场闹剧，实则表现了人与动
物的和谐。

作者仔细揣摩旅行的意义，结合实
践，给出了精辟的概述：“不是人在规划
旅行，而是旅行在主导人。”旅行是抹不
去的记忆，犹如“一旦见过红杉，你的头
脑中就会留下一个印记，或者创造出一个
愿景，永远都会伴随着你”；旅行既存储
有意识的所见所闻，也存储途中所有无
意识的经历，是一个完整的储存库；每
次旅行都是下次旅行的参照，以此助
推，使旅行一再升华；旅行是一生的记
忆，在旅行结束之后“仍然会长时间地
持续下去”。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处
于社会变革的时代，斯坦贝克用“富于
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呈现
了个体与时代的变迁。

《带上查理去旅行：重寻美国》

透过诺奖作家之眼审视美国
□栾奇

近期，泉州蟳埔簪花围在网上流传起
来，“今生簪花，来世漂亮”的文案火遍
全网，让这座有山、有海，有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也有人间烟火气的宝藏城市泉州
再度吸引了大众视线。泉州作为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深厚的
历史底蕴。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的美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
国第56项世界遗产。

《走读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
贸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由厦门大学
闽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坚主编，厦门大学
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该书概述了泉
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辉
煌历史和遗产面貌，并从商贸往来、民间
信仰、文化史迹、生产基地、运输网络等
五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泉州的22处代表性
世界遗产点。然而，以“走读泉州”作为
主书名，笔者以为本书并非局限于对泉州
世界遗产的简单阐述，而是以此为主线，
展示不同视角下的泉州世遗点，深入挖掘
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

书中介绍的泉州天后宫是妈祖信仰的
重要传播中心，妈祖文化肇始于宋，成于
元，兴于明清，繁盛于近现代。妈祖文化

影响日益深远，“有海水处就有华人，有
华人处就有妈祖”，便是世界各地华人在
移民漂泊后对母体文化的珍惜与认定。现
实是传统与现代的交叠，传统文化与社会
变迁都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因此，文化
传承视角下，文化遗产具有宣扬历史文
化、教育社会公众的功能，它为人类长远
利益服务，扮演着对历史客观解读与现实
文化尊重沟通的角色。

世遗点能将参观者引导至实境之中，
为人对时光流转、岁月更迭、生命存在意

义的探寻提供具象场域：泉州市舶司遗址
是我国唯一保存下来的古海关遗址。穿街
过巷，可以想象一千年前，这里到处都是
远渡重洋来到泉州的番商前来缴税清关、
存放货物的身影。今天的泉州市舶司虽然
早已“人去楼空”，不复旧日模样，但周
边长长的石板巷和满街商贩的叫卖声，依
旧让人怀想它昔日的辉煌，发出“人事有
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慨叹。

承载着古人智慧和工匠精神的建筑是
文化观光不可或缺的焦点。文化遗产与旅
游深度融合，不仅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也
让大众旅游更具文化味。将这些实际存在
的“物”与其中蕴含的“灵魂”整合和串
联，建立起地域文化基因与故事脉络，做
好文化遗产创新活化，将文物故事、历史
文化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为地方文化旅
游观光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与动力。《走
读泉州》一书资料翔实、文笔生动、图文
并茂，是一部海内外旅游者走进泉州、参
观世遗景点的导游指南。

本书记录了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在中外商贸、文化交流、
技艺传承等方面的辉煌篇章。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让我们跟随文化遗产在古今交
织中探寻文化记忆、增强文化自信。

《走读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跟随文化遗产探寻文化记忆
□刘一莹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种子》（云南
科技出版社）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一线科研人员杜燕、李涟
漪、杨湘云等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
资源库，应用先进的研究技术，基于
16年的工作积累，耗时6年编写。该书
已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
出版的为第一卷、第二卷，共102万
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珍稀濒危植物是一类现存数量稀
少、灭绝风险较高，却在经济、科
学、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的植物，是我国不可替代的战略生物
种质资源。种子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
物繁衍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实施植
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对象。多年以
来，我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对
珍稀濒危植物的分布和濒危状况开展
了调查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但对作为植物重要繁殖器官的种子关
注却很少，此前的大部分研究中关于
珍稀濒危植物种子的形态描述极少，
有的甚至无任何种子形态信息；加之
开展珍稀濒危植物种子形态解剖学和
生理学研究的难度较大，这严重影响
了对这些种子的研究、保护和利用。

该书以2021年8月7日国务院批
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为依据，着重介绍了我国56科160
种具有代表性的珍稀濒危植物种子的
相关信息。其中，裸子植物6科 29
种，被子植物50科131种；一级保
护植物 30 种，二级保护植物 130
种。第一卷包括裸子植物、被子植物
基部类群的木兰类分支和单子叶植物
分支的18科98种，第二卷包括真双
子叶植物的基部分支、蔷薇类分支和
超菊类分支的38科62种。

在内容方面，除了重点描述这些
物种果实、种子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

构，还介绍了花果期、传播体类型及
传播方式、种子的贮藏特性和萌发特
性，同时提供了物种生活型、分布、
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濒危原因等信
息。书中所含信息较新，首次描述了
57种种子的形态，完善了103种种子
的形态描述，大部分物种种子的散
布、萌发和贮藏特性、胚形态信息为
首次公开发表。此外，本书还从种子
的角度探讨了相关物种濒危的原因，
对已有的濒危知识进行了补充和完
善，并根据种质资源库多年积累的采
集数据和相关文献，对这些植物的花
果期、地理分布、生境等也进行了补
充和修正，使这部分信息更加准确，
这是对《中国植物志》中相关物种的
有效补充和完善。在图片方面，共配
以2000多张珍贵的照片来进行展示
和说明，照片内容涉及植株、花、果
序、果实、种子、胚和幼苗等，类型
多样。全书排版方式独特而美观，大
量采用跨页排版的形式，文字与图片
融为一体；文字内容丰富，分类排
放；深色图片采用局部脱光油，使图
片呈现出较强的照片感，极力还原珍
稀濒危植物种子的细节。因此，该书
同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

该套书是帮助人们快捷、准确识
别和了解我国珍稀濒危植物，尤其是
其果实和种子的参考志书。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种子》

“16+6”，“种子”结出“硕果”
□马莹

中国古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维
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进程中，观察、
认识、记载并研究包括动物、植物、
天文、气象、地理及人类自身等在内
的万事万物，出现了大量谱录类著
作，形成了包罗万象、独具特色的中
华博物学。明代晚期，博学稽古、纂
辑汇编之风盛行，涌现出一批影响深
远的谱录类著作，其中王象晋纂辑的
《二如亭群芳谱》，正是谱录纂辑繁盛
时期的集大成之作。

王象晋 （1561—1653），字荩
臣，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明万
历三十二年 （1604年） 进士，曾任
浙江右布政使、河南按察使等职。王
象晋一生饱览群书，勤于著述，心有
所感即随时记录，纂辑成书，留下了
许多流传后世的作品，内容包罗万
象，涉及面广。其存世著作有 16
种，散佚著作有20余种。王象晋身
居官位时，时时不忘农本要义，常找
机会到田间地头了解各种农作物的栽
培技术及生产情况，细心观察，用心
体验。1607—1627年，王象晋退居
乡里，寄情于田园农事，专门开辟了
一个名曰“涉趣”的园子，遍植花草
树木，试种农作物，养鱼放鹤，读书
著书。农事之余，他辑录古籍中的植
物理论知识和逸闻辞藻，请教咨询农
人老圃，搜集民谣农谚，结合自己多
年亲历亲为的心得体会，旁征博引，
细心考订，历十余寒暑，于明代天启
年间纂辑完成《二如亭群芳谱》。

《二如亭群芳谱》是一部以植物
为主要载述对象的博物学著作。全书
共 30 卷，分为元、亨、利、贞四
部。内容之丰富、详细、科学非同类
植物典籍可比，称得上是涵盖社会、
自然的百科全书，蕴含着丰富的动植
物养育、农业生产、医药疗治、养生
保健、园艺审美、环境美化、文献编
纂、文学创作等知识技能，以及关注
民生、知行合一、务本求实、传授经
验、以文化人等思想理念。

此外，书中收录了大量涉及植物
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早至上古歌

谣，晚至王象晋本人及其亲友的诗
文，时间跨度达数千年，篇幅占全书
一半有余，集中呈现了明末以前中国
植物文学创作的历史概貌，以及文学
作品对植物知识、植物文化的记录、
传承情况，是进行跨界研究特别是植
物文学门类研究的重要参考文本，具
有非常高的文学史料价值、文学欣赏
价值和植物审美价值。

《二如亭群芳谱》（云南美术出版
社）点校本以清康熙年间刻新城王氏
诠次本为底本进行整理，保留了底本
全部信息，是其成书四百年来首次进
行的全本简体字横排点校版。本书对
底本中的错讹衍漏及墨团参照所引文
献进行了妥善处理，并将特殊字形按
规范汉字要求进行订正，准确断句，
合理标点，可供当今植物学、农学、
中医药学、园艺学、文献学、文学、
民俗学及地理学、史学、气象学研究
人员参考研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云南美术出
版社将《二如亭群芳谱》这样一部满
载着众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博
物学著作加以整理出版，对吸收古人
积累的知识文化促进当今科学文化发
展，进行动植物知识教育，发展农业
生产，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美化优化
生态环境，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丰富
人民文化生活，提高人民审美水平，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如亭群芳谱》

人文历史与自然博物的融通
□尚语 刁正勇

之前我在对中学生物学教师进行培训
时，有老师问：“教材里讲的素材我们这
里没有，离学生的生活比较远，怎么教
呢？有那么多入侵生物吗？”我问：“您自
己做过调查吗？”她说没有。

自那次讨论之后的这一两年，每到一
处出差，我都会留意是否有入侵生物。比
如去年6月份在河南鹤壁，我看到了很多
一年蓬及新建的绿化带里已经泛滥的鸡屎
藤；后来到成都，见到了马缨丹、垂序商
陆、福寿螺等。

我无意中看到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策
划了“科学十日谈”系列书，其中有一本是
《生物入侵十日谈》（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便毫不犹豫地入手了。这本书的作者，
一位是我本科的同学亚辉，专门研究鱼，特
别是洞穴鱼；一位是本科时教我植物分类
的刘全儒老师，至今我还在不停地求教于
他；还有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

书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翻起来——
这是很棒的一本科普书，推荐给大家。其
实之前我还读过一本，是我国科研工作者
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唯一的缺憾是，那本
书里举的例子多数都是国外的。而《生物
入侵十日谈》更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

这本书是以对话的形式来呈现的，读
时，你会感觉是在与作者进行亲切的对
话，而几位老师的问题及他们对于问题的
思考角度会引领着你一步步深入思考。

对于一线生物学教师，可以从这本书
中获得什么呢？

可以获得大量的
关于生物入侵
的 事 实

和信息，这些内容能够成为教师教学时鲜
活的素材。我在阅读时发现，有一些信息
是颠覆我认知的。比如，我在北京及老家
经常见到的蟑螂、意大利苍耳、泽漆、苘
麻、长芒苋等，居然都是入侵生物；褐家
鼠、小家鼠（它们的白化品种就是实验室
里的大白鼠和小白鼠）也是入侵生物；我
们常吃的鲤鱼竟然被列为全球100种最具
威胁的入侵种之一。

可以增强整体思维意识，同时扩展观
察自然界的角度、增强观察的敏感性。每
一种生物都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
物有着千丝万缕
的 联

系，很多联系可能是人类还未曾注意到
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作用是非常
复杂的，因此在引种时要特别谨慎，全面考
虑。同时，每一种生物又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有自己独特的适应能力、繁殖能力及
传播和扩散能力，当我们观察了生物多种
多样的“智慧”之后，我们观察事物的敏感
性自然就会提高。

可以增强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几位老
师在对话时反复提及，对于人为引进后而
造成入侵的物种，是在引进的时候没有慎
重考虑吗？不是的。几十年前，人类对于自
然界的认识还远不如现在深入。科学就是
随着证据的积累不断发展的，科学的发展
会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影响，社会发展
也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都是科
学本质的内涵，是初高中学生应该理解的。

可以提升社会责任感。不管是科学教
师还是普通学生或民众，我们都可以反思
自己的行为。虽然大家多数不是决策者也
不是科学家，但在入侵生物的科学传播
中，可以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比如，不
随意携带动植物回国、进行科学放生、发
现入侵生物及时上报等。

当然，如果你读了，可能会获得更多。

《生物入侵十日谈》

扩展观察自然界的角度
□包春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