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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部复读机，不是为了学外语，是看上了它
的录音功能。

晚上，安顿儿子入睡后，我躲进书房，捧着
《小小说选刊》杂志，对着录音话筒朗读。老公好奇
地探进头来：“你在干什么？”“讨厌！被你打断了，
还得重来。”我把录音带倒回去，然后告诉他，“我
在为妈妈读书。”

有这个念头已经很久了。妈妈是喜欢看书的
人，从前我们家订了很多年《故事会》，自从妈妈眼
花后，这份杂志就在家中销声匿迹了。我想，自己
爱好阅读的习惯就是妈妈培养的。现在，每当妈妈
感叹自己老了，连书都不能读时，我心里特别难
过。“苍老”不仅从器官上一点点蚕食着妈妈，更在
精神上挤压和消蚀着她，妈妈在书籍之外日日发
呆，我对着满书柜的书意兴萧然。

儿子能说话会表达了，我搂着他在被窝里讲白雪
公主、小白兔和大灰狼，心里就又牵出隐痛——小时
候我也是这样偎在妈妈怀里听故事的啊！有天我突
然灵光一闪：我可以为妈妈读书，让她听故事呀！

第一盘磁带录了6个小故事，妈妈竟然坐在摇椅

上听了一个下午。第二次我从 《小
说月报》 上选了池莉的 《生活秀》，
这是个通畅直白的中篇，在朗读时
我加进了轻音乐做背景。母亲听完
后，说太麻烦了，录这种东西很浪
费时间，怕影响我休息。我问她想
不想听一些外国作品，她却嫌外国

人的名字太长不好记。我想了想，决定第三次录音
用 《傲慢与偏见》，像评书似的给它来了一集又一
集。伊丽莎白改成了莎莎，达西自然还是达西，这
个故事整整录了 40盘。听完一盘后，母亲就开始等
下一盘，而且她不肯让我把磁带洗去重用，说故事
好极了，可以再听一遍的。

听朋友说，录音笔能够自动将声音压缩成 MP3
格式，储量极大而且可以回放，我便花800元买了一
支。从此，我为妈妈读书才真正得心应手起来。《茶
花女》、《呼啸山庄》、《尘埃落定》 ……故事一路狂
奔，妈妈也渐渐成了我的聊伴，常常在儿子熟睡
后，我们母女二人盘膝坐在灯下，书中的人物和情
节涌到各自人生的脉络里，一起对谈到深夜而不知
疲倦。才发现在母女的血缘外，原来我们还是朋
友。生命里的这份埋伏真是惊喜重重。

一天，和一个做软件的朋友探讨这件事，一时
雄心勃发，真想开发一种软件，为天下的妈妈读
书。放下电话后，望着鼾声渐起的儿子，感慨又起
——如果有一天，白发苍苍的我代替妈妈坐在摇椅
里，儿子能为我读书吗？

一次考试失利、一段感情破
灭、求职艰难、父母的一顿训斥，
有的青少年会冲动地选择放弃
生命。只进行应试教育，缺乏挫
折教育和生命教育，使得我国有
3000 多万青少年处于心理亚健
康状态。有鉴于此，8年前，时任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罗崇敏开始
主编《生命 生存 生活》教材。
2008年，云南将三生教育列为从
幼儿园到大学的必修课，让青少
年培养生存的能力、体会生命的
奇妙珍贵和生活的美好，内心充
满宽容和满足。如今，三生教育
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已在全国
十几个省推广实验，并被列入《国
家教育改革发展纲要》。

近日，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参
事、国家督学罗崇敏主编的《生命
生存 生活读本丛书》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丛书共14本，包括《哲
学读本》《伦理读本》《心理读本》《历
史读本》《科学读本》《精神家园读
本》，还有公民、农民、家长、教师、公
务员、企业员工、医务人员和领导干
部读本，书中每个道理都是由情感
故事生发出来的。

在丛书研讨会上，罗崇敏激
情洋溢，字字句句直扣人心。他
认为，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最重
要的是生命和生存，之后才谈得
到价值观体现和精神修炼。教育
最重要的基础是生活信仰，即正
确的生命生存观。教育应该从宏
大空泛渐渐落实到真小实，要讲

“真实+逻辑”道理。
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秘书长杨春茂说，生活包括了人
的命运、价值、发展和尊严。要珍
视人的完整而不要割裂，要尊崇
自由人格和心灵，反对把人机械
化，甚至作为工具。作为民族未
来的青少年，不应受到沉重课业
的蹂躏和压抑。德国 8000 万人
口，却获得了半数的诺贝尔奖，为
什么？他们规定学前教育不得教
授学科知识，以免记住很多东西
却不会创新。德国70%的初中生
接受职业教育，不追求升学率，一
样能够建立快乐的人生。就像中
国改革开放前，八级工 105 元的
工资，远超过大学生的56元。人
的价值应该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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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 《2014中国图书消费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这份基于该网销
售情况的“大数据”分析显示，不同
地区、不同省份、不同院校，在网上
购书也是千差万别，勾勒出一幅“中
国人阅读地图”。

广东人买书最多

出人意料的是，2014 年，广东
省在当当网的购书量位居榜首，占全
国购书量的 16.8%，是排名 17-32 位
的 16 个省区市的总和。紧随其后的
才是北京、江苏、山东、上海，这5
个经济发达省市的购书量，几乎占到
总量的50%。专家表示，经济发达省
份购书多，体现了网购在当地的成
熟，已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方
式。

除去直辖市，网上购书最多城市
分别是广州、深圳、武汉、南京、杭州、
西安、长沙、郑州。广东省东莞市也异
军突起，挤进了购书最多城市的前10
名。仅东莞一地，即购书475万册，超
过全国的13个省份，令人惊讶。

每个省的人们都读些什么呢？数
据显示，西藏、青海、新疆、辽宁的
读者最爱看小说，北京、上海、云
南、广西的读者则更多地购买旅行类
图书；在天津，网上购书的读者买了
全部市场上 1/3 的童书，而在湖北、

西藏，销量最多的却是字典。
此外，山东销售最多的书籍为教

辅资料，浙江为管理类图书，四川则
是哲学宗教，让人不禁想到这几个省
份的地方背景。

手机阅读成新潮

搭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你都会
有一种感觉：电子阅读的时代真的来
了。无论是在飞机还是地铁，或是拥
挤的公交上，你都能看见捧着手机、
平板电脑和kindle在阅读的人。

“报告”的
一份读书问卷调
查结果却让人有
些“意外”——
读者的阅读方式
首选依然是“纸
质书”，其次才
是“手机阅读”
和阅读器。传统
书籍和电子书籍
的销量对比也证
实了这一点：在
网络购书的总量
上，传统纸质书
籍的销售占了七
成，电子书占三成。

但电子书的阅读风潮却是难以忽
视的。在电商巨头亚马逊上，同样一
本新书，购买电子书和购买纸质书的

差价甚至能达到 10 倍，因此，有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电子书。

去年4月，我国发布的《第十一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成

年国民阅读率稳步上升为 57.8%，其
中提升尤快的是“数字化阅读方式接
触率”，比上年度提高了 9.8 个百分
点，41.9%的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报纸和
期刊阅读率的持续下降。

当当的“报告”指出，在手机购
书的新潮流中，排在前列的许多都是
经济不甚发达的“二线省份”，如湖
北、河北、黑龙江、河南、福建等。

人们一般都在什么时候读书呢？
“报告”中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最集
中的阅读时间，是在早 8时与晚 6时
——也就是早晚上下班的高峰时段，
人们选择用阅读来打发通勤的时间。
而晚 7 时至晚 9 时的餐后休息时间，
是仅次于早晚高峰的中国人“集体阅
读时间”。

大学生喜欢读什么书？

学生时代总是最求知若渴的。
“少年强则中国强”，大学生们读什么
书，也是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

“报告”显示，网上购书量年度
排名第一的是中山大学，共买了接近
23万册书。紧随其后的是武汉大学、
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而
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
居然没有进入这一排行榜的前列。有
北大学生表示，图书馆的藏书量很大，
很多书籍无需购买，借阅即可。大数
据给出的分析显示，北大学生更偏爱
语言文学类图书，清华则是计算机类。

本报走访了北大校内的博雅堂书
店和野草书店，店主告诉我们，在北
大，心理学、时间管理类的畅销书籍反
而销量最差，文学经典如《理想国》《世
界通史》《忏悔录》《史记》的销量最好，
中国现当代小说也是学生的主要购买
对象。这和当当网榜单中提到北大学
子最爱买《罗辑思维》《金融战争》等畅
销书的数据有一定出入，体现了网络
购书和实体店购书的偏好差异。

去年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显示，还是有66%的成年国民，更倾
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甚至有
7.1%的数字阅读接触者，在读完电子书
后，还会购买过该书的纸质版。其中最
受欢迎的是文学作品，之后是生活方式
方面的书籍。调查显示，读者平均每年
逛两次书店去购买新书——在平均半
年一次的逛书店频率的间歇中，网络购
书的空间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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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

世界史丛书
《世界历史文库》 的设计思

路非常有见地，编辑委员会在每
个国家、地区的诸多历史著作中
只遴选出一种——在学界获得广
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
新成果，作者为著名史学专家，
原出版者也是世界顶尖的出版机
构，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
出版社、麦克米兰出版社、企鹅出
版社等。中国的一般读者由此可
以阅读到最精彩的中文世界史。

历史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如希
腊的历史起码分成三段：古希
腊、被奥斯曼帝国占领时期、
1872 年后的希腊。过去史学界
认为奥地利是纳粹的第一个受害
者，但随着对新史料的研究，上
世 纪 80 年 代 发 现 历 史 的 真 相
——奥地利是纳粹的帮凶，文库
中 《奥地利史》 就反映了这一
点。

我国出版业过去虽然陆续推
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
无规划又很分散，主要集中在
英、法、美、俄、日、德等大
国。中国出版集团承担这一国家
出版基金工程后，由旗下商务印
书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和东方
出版社历时5年联手推出目前国
内最新、最全的大型历史译丛

《世界历史文库》。文库共计 76
种 90 册，不仅收录了大国史、
全球史和断代史，还涵盖了在地
缘政治较热的地区史，如《中东
史》《东欧史》，又包括了国际史
学界逐渐兴起的海洋史著作，如

《地中海史》《大西洋史》，还补
足了若干中小国别史，如《南斯
拉夫史》《爱尔兰史》等。

（张 三）

读书切戒在慌
忙，涵泳工夫兴
味长。未晓不妨
权放过，切身须
要急思量。

—— 宋·陆
九 渊 《读 书》
王向东书

书法家简介 王向东，1970 年出生，
笔名释子，容释斋主人。现为北京工业大
学艺术设计学院书法教授，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北京兰亭书院院长、北京孔庙和
国子监博物馆艺术顾问。其书法以魏晋为
宗，擅长楷书、行草。2012年人民美术出
版 《佛心·厚道王向东》 书法专辑；2012
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王向东钢笔字速
成教材》。

王向东书法作品入展全国第十届书法
篆刻作品展，全国职工展；荣获全国第二
届硬笔书法大赛百强提名、上海首届“国
粹杯”全国书法比赛二等奖，书法作品被
上海刘海粟艺术馆和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
物馆收蔵。

亚历山大纵横沙场、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拿破仑的兴衰、美国和苏联
的冷战……这些历史大事件我们耳熟
能详，对于它们的成败得失，很多人
都能说出一番道理，可你有没有想
过，在这些事件背后，还隐藏着一个
经常被忽视的重要推手——食物。

美国作家、《经济学人》 编辑汤
姆·斯坦迪奇认为：“在社会转变、社
会组织、地缘政治竞争、工业发展、
军事冲突和经济扩张等转化过程中，
食物都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从史前
时代至今，这些转化的故事构成了整
部人类的历史。”斯坦迪奇的著作

《舌尖上的历史》（中信出版社 2014
年7月） 致力于揭示：在人类历史发

展的几个关键点上，食物是如何以独
特的方式，帮助塑造了我们现在生活
的这个世界。

在远古时期，食物就和人们的生
产关系以及阶级结构、祭祀仪式、神
话传说等息息相关。近东和中东的小
麦、亚洲的稻米、美洲的玉米，人类的
介入有助于繁衍受欢迎的特质，古代
基因工程学让人类“驯养”了大自然，
获得了产量丰富的新食物来源，但同
时，驯养从来不是单向道，农业栽培方
式促使人类由游牧转向农耕。结构严
谨、阶级分明的社会制度开始出现。

到了近、现代，食物更是对国家
战略、经济发展和军事外交等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君士坦丁堡在 1453 年的陷落，
拉开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哥伦
布、达伽马、麦哲伦，开启冒险之旅
的初衷，是为了打破奥斯曼土耳其的
贸易垄断，异国风情的远东香料将欧
洲人送上发现与探索的航程，也提供
了最终长成欧洲殖民帝国的种子；亚
历山大的迅捷速度得益于后勤食物的

及时供给，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的
惨败部分肇因于英军缺乏搜寻粮秣的
经验，而可怜的拿破仑，他曾说过：“军
队靠着他的胃行进。”胃口充实的拿破
仑军队横扫了大半个欧洲，可是在坚
壁清野荒芜辽阔的俄罗斯平原上，饿
肚子的拿破仑军队撑不住了；20世纪
中后期意识形态的冷战，孰优孰劣难
以说清，但不能否认的是，食物的严重
匮乏是最让老百姓痛苦的事情。用食
物来投票，或许是最公正的方式。

斯坦迪奇从远古时期先民的食物
来源溯流而下，抓住人类历史上的重
大事件，梳理了食物与人类历史错综
复杂的关系。说理与叙述很好地结
合，论述严密，条理清晰。更重要的

是，斯坦迪奇并不停留于此，他宛如
行家吃龙虾，津津有味地剥壳，他还
要剥出其中深层次的内核。

譬如他对狩猎和农牧的比较分
析。斯坦迪奇认为，农牧是一件极不
自然的事情。相较于渔猎采集者的平
等、分享，土地的集中、余粮的集合，导
致“大人物”的出现，最后让权力形成
汇集。换句话说，阶级出现、贫富差
距，是农业及其发展出的文明所带来
的后果。虽然这种方式是我们所知道
的文明的根基，但斯坦迪奇却并不以
为然，他说：“假如农业在今天才被发
明，肯定不会得到认可。”或许我们今
日和生态及环境相关的全球争论，早
就在远古的莽荒时代埋下了伏笔，如
果我们的祖先在当初延续狩猎的方
式，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更贴近自然？

《舌尖上的历史》 是一本充满知
识和理性思辨的历史书，作者的个人
看法虽强烈，但并不强硬，倒是让人
更兴起探究的兴趣。在舌尖上品尝美
食之余，我们不妨也多咂摸咂摸舌尖
上的历史。

食物：历史大事件的推手
林 颐

《何鲁丽文集》出版座谈会近日在北京民革中
央机关举行。

何鲁丽曾任民革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
主席，曾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社会
主义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
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为充分体现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
历程，全面反映何鲁丽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导岗
位上的思想观点以及代表民革中央提出的意见建
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何鲁丽文集》 收录了何
鲁丽的发言讲话和署名文章共 206 篇文章，逾 50
万字。

据了解，《何鲁丽文集》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民主党派领导人文集系列图书中的第一部。

（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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