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悦读空间责编：张稚丹 邮箱：zzd_110608@126.com责编：张稚丹 邮箱：zzd_110608@126.com

2019年11月7日 星期四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央党
校教授金春明所著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简史》（下称 《简史》），语言
简明流畅、表述严谨、篇幅精干、
可读性强，没有佶屈聱牙的大道
理，都是深入浅出的平实表达，对
中国当代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应错
过。该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曰“简”。“简史”，就得简。
这却是最难的事情。高度的提炼和
归纳，这恰恰是最考验著者本事
的。所谓“简史”，并不是写起来

“简单”，而是比一般著作更费事，
因为至少多了一道重要工序，即

“化繁为简”——搜集材料，再把这
些材料提炼归纳，用最简洁的语言
表述出来。所以，历来优秀的“简
史”，往往是大家所著——用句时髦
的话，一般人“hold”不住，如冯
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著新中国的 《简史》 尤其难。
这段历史是很多在世的人亲身经历
过的，要在政治上站得住脚，还要
保证客观性。

这部书从初版至今凡20年，仍
经久不衰，殊为不易。《简史》 20

多万字，把新中国诞生到2004年这
几十年的发展过程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文中不多一句废言，又
行云流水、娓娓道来，足见金教授
的功力不菲。

二曰“新”。凡事都有辩证性。

“简”意味着精炼和精华，但把握不
好会平淡寡味。《简史》 却能“简”
中出“新”，展现出作品本身独树一
帜的风格，有着自己的叙事脉络。
该书有别于其他新中国历史著作的
最大“新意”，就是对一些重大历史
事件的发生进行背景分析，从而使
读者明白，历史事件绝非孤立的存
在，不能简单粗暴地下判断。

三曰“细”。这部《简史》不是
简而化之、大而化之，不是“大勾
勒”，不是“粗线条”。“简”中出

“细”，不放过细节刻画，以突出历
史事件的特征。

比如谈到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
即将宣布新中国成立时，作者笔锋
陡转，“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朝
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红旗飘卷，
队伍静候”，“他的肩膀和胸膛微微
起伏一下，于是，那个具有伟大历
史意义的庄严的声音便如隆隆春雷
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滚而
过……”

这一刻，伟人的感慨、典礼的
隆重、声音的豪迈，在这短短几行
白描般的叙述中，全有了。对这些

细节的描画不吝篇幅，也可算作金
教授笔法高妙所在了。

四曰“情”。《简史》 对待新中
国的历史是严肃的，对待历史的书
写却是“动情”的。这种“情”，一
方面是作者写作过程中个人感情的
倾注。当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再版
时，觉得“自己为写书而付出的艰
辛劳动得到了承认”，才会“既高
兴，又紧张”。如果没有感情的投
入，是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的。另
一方面，是对这段历史本身有自己
独到的评判。

虽然书写的历史是客观的，但
从 字 里 行 间 能 够 感 受 得 到 作 者

“黑”“白”分明的价值取向。作为
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见证了新中
国成立前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社
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等整个新中
国发展历程的中共党史专家，金春
明在本书末尾表达了自己的肺腑之
言。体会这位革命老人的拳拳之
心，我们会更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
的发展环境和局面。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
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10 月 31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主办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
丛书发布会暨中国文学批评 70 年学
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旨在反思西方文
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建构中国
文论话语体系。

撰写《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提
出，文论强调判断、批评，如何与史
相结合是个难点。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傅谨表示，他对《当代中国戏剧批评
史》的写作过程，就是在梳理戏剧批
评在 70 年戏剧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
用。1949 年前影响中国戏剧的主要
是传统和市场，1949 年后，用外来
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本土艺术活动，
批评对于创作的干预十分强大，这一
体制改变了戏剧的生产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
评价说，丛书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
作一小结，具有独特性。书写的过程
中，作者们重建了新的知识体系，在
观念史和档案史中找准了坐标，具有
平衡性，在构造知识史的过程中努力
对文学批评的现场做一种文化阐释的
回应，具有反思性。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
杂志社总编辑张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下的子课
题。分为 《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
史》《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当
代中国诗歌批评史》《当代中国小说
批评史》《当代中国散文批评史》《当
代中国外国文论接受史》《当代中国
戏剧批评史》《当代中国外国文学批
评史》《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
和 《当代中国电影批评史》 10 卷。

丛书于 2015 年启动，2017 年获得国
家出版基金立项资助，2018 年入选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

认为，丛书结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
文论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成
果，对1949年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发
展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试图
重塑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精神，展现了
当今学术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

前不久，著名作家阿来携新
作 《云中记》 做客广州购书中
心，揭秘自己的日常写作生活，
并给年轻人提出读书建议：玄
幻、穿越、盗墓之类的书要少
看，多看无益。青年朋友应该追
求“有难度的阅读”，不要在“玄
幻、穿越、修仙、耽美”等类型
文学中耗费过多时间。

阿来表示很担忧：“文学让人
关注现实，增长介入社会的能力
和洞察能力。年轻人老是读那些
玄幻、穿越、盗墓等类型的作
品，很可能就是因为缺少面对社
会、生活的勇气……有些年轻人
就是爱做白日梦，生活当中的自
己可能很渺小，穿越一下到了宋
朝就变成公主了，其实这就是一
种逃避。短期来说，做做梦并没
什么坏处，但是长期来看，就会
有逃避压力的倾向，我希望他们
的这种时期早一点结束。”

不能否认，玄幻、修仙、穿

越、盗墓等，是如今网络上最流
行、最吸引年轻读者、具有高阅
读率的网络文学小说题材。这类
网络文学，在商业化模式的影响
下，情节设置引人入胜，就像说
评书一样，关键时刻总是且听下
回分解，让人欲罢不能。读这种
网络文学小说不需要太多思考，
年轻人往往把阅读这类网络文学
作为一种消遣、一种娱乐。

玄幻、修仙、穿越、盗墓等
这类作品的内容、题材和审美趣
味设置，主要针对年轻读者，它
们作用于年轻人心理上的无意识
或下意识，通过这种催眠力，唤
起和产生“白日梦”式的幻想或
幻象，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我们
知道，心理学上有所谓“白日
梦”，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
折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便脱离
实际，想入非非，把自己放到想
象的世界中，企图以虚构和错构
的方式应付挫折，获得满足，找
到寄托和发泄……阿来告诫年轻
人“玄幻、穿越、盗墓之类的书
要少看，多看无益”，批评的正是
这类读物给年轻人带来的“麻
醉”“虚幻”的作用。

这些“玄幻、修仙、穿越”
的作品，虽然很有趣味与想象
力，但更多满足的是浅层次心
理。它们远离时代、远离现实生
活，与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与我
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能够交融在一
起的东西太少，与读者真正实现
内心交流的东西太少，也不能充
分调动人类所有复杂的情感……
沉湎其中，不仅会使青年在美
学、文化、人文、精神心灵上失
去涵养机会，而且从负面影响了
他们的生活态度、人生选择、生
命意识。总想着天上掉馅饼，梦
想着某天可以穿越摆脱现实的困
境，就不能脚踏实地用双手获取
幸福生活。

“玄幻、修仙、穿越”等图
书，内容具有消费化、泡沫化和
空心化的特点，如果热衷于此，
我们阅读的深度是不够的，阅读
的视野也是狭窄的，长此以往，
将会打消我们对那些拯救心灵、
触动灵魂、点燃生命、教化智
慧、振奋精神意志的文学阅读的
渴望与冲动。

牙刷是最常见的日用品。古人
清理口腔和牙齿用手指和柳枝。敦
煌壁画 《劳度叉头圣图》 中，画有
一和尚，蹲在地上，左手持漱口水
瓶，用右手中指擦洗前齿。到了南
宋，城市里已经有专门制作、销售
牙 刷 的 店 铺 。 那 时 的 牙 刷 用 骨 、
角、竹、木等材料，在头部钻毛孔
数行，上植马尾，称为刷牙子。南
宋吴自牧《梦粱录》载，“诸色杂货
中有刷牙子。”根据考古资料，中国
最早的牙刷为秦代青铜牙刷。早在
16 世纪之前，中国发明的牙刷就已
经出口到欧洲。只是由于价格昂
贵，普通人消费不起而已。

在欧洲，牙刷是由英国皮匠威
廉·艾利斯于1780年在伦敦首先发明
的。因事入狱的艾利斯和大多数囚
犯不同，善于思考问题。一天清
晨，他正按通常的方式用小布片擦
洗自己的牙齿，突然想到：假如用
一把小刷子来刷牙齿，是不是比用
布擦牙齿更方便更有效呢？这天夜
里，他把一根肉骨头磨成细棒，在
上面钻了些小孔，然后将从狱警那
里要来的猪鬃一束束地插进小孔，
并将它们修剪整齐。就这样，欧洲
的第一把牙刷在监狱里诞生了。离
开监狱后，艾利斯办起了自己的牙
刷厂，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人
们都愿意用牙刷来代替原先的小布
片。不过，艾利斯不算是牙刷的发
明者，他的贡献在于将牙刷实现了
大批量生产并平民化。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
出美国著名漫画家安迪·沃纳历史漫
画书 《日用品简史》 的中文版，该
书围绕生活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

忽视的小物件，进行了一次有趣的
历史回溯。里面有牛仔战争、疯狂的
化学实验、圆珠笔引发的“暴动”以及
维多利亚时代的冷笑话。在厨房、浴
室、办公室、酒吧、杂货店以及我们每
天都会经过的地点，屡获殊荣的安
迪·沃纳追踪了那些我们忽略的、认
为理所当然的，但实际却令人惊奇
的、有时还有些复杂的历史。比如一
位瑞士工程师遛狗时发明了粘扣，一
位德国家庭主妇撕了儿子的作业本
制造咖啡过滤器。你能从一柄牙
刷、一个马桶、一枚曲别针或一张
纸的角度，了解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谎言如何成为传说、贸易路线的春
天和帝国的兴衰起伏。

安迪·沃纳的漫画故事虽然简
短，却都像寓言一样具有力量。我
们能从这位机智的漫画家的作品中
获得大量知识，并感受到他的幽默
和对创作的热情。在安迪·沃纳关于

《洗发水》的这组漫画中，我们可以
了解到洗发水大亨莎拉·布里德洛夫

的故事。不到8岁时，莎拉的父母离
世，她不满 14岁就嫁人了。18岁那
年，她生下了女儿，随后丈夫也去
世了，莎拉成了单亲妈妈。后来，
莎拉改嫁给商人沃克，并随夫姓成
为沃克夫人。沃克夫人曾经当过安
妮·马龙的销售代理，贩卖洗发水。
后来，沃克夫人决定售卖自家配方
的护发产品，她组建起一支黑人女
性销售队伍，穿上统一的工作装，
做好发型，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护
发产品，结果大受欢迎。沃克夫人
去世后，被评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
靠自己成为百万富翁的女性。而洗
发水的发明者安妮·马龙也紧随沃克
夫人的脚步，成为了百万富翁。两
人之间的差异在于，沃克夫人更善
于推销，更懂经营。

算不上轻狂，但中年之后还是喜
欢一人独自远行。除了洗漱用品之
外，能够伴我前行的依然是书。

至于出行的方式，轮船和火车是
我的最爱。作家汪曾祺在小说 《露
水》 里说人生有三慢：钓鱼、等人、
坐船。在你还没缓过神来就物是人非
的今天，有时还挺怀念慢生活的日子
的，比如坐轮船。

读初中的时候，母亲因为胆结石
住进市里医院。我们兄妹几个都在读
书，谁也不能一直待在医院里，所以
就轮流去市里照顾母亲。中午 12 点
从家乡坐上轮船逆流而上，夕阳西下
的时候才能到达市里。一到船上，我
就会花几角钱买一本 《广州文艺》，
虽然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了，但当时
被里面的小说深深吸引的感觉至今仍
记忆犹新。我会通过旋梯到最上面的
露天平台，两岸风景过，蓝天白云
飘，轮船徜徉在流水里，我则沉浸在
氤氲着墨香的书本里。

据说，东北大兴安岭森林里有废
弃的小火车，很多人设想集体花钱把
它修好，没事的时候，带上妻儿和书
本，就在森林里和树纠缠、对视、守
望。我很佩服他们的奇思妙想，坐火

车我自然还是钟情绿皮火车，慢就慢
吧，有节奏的晃荡声，就像一个生命
体在不停地喘息，表达着生命的存
在，岂不也是一种幸福？

记得那年去深圳，南下的人特
多，肩膀扛着的，头上顶着的，都是
被塞满物品的蛇皮口袋。火车鸣叫着
吐着黑烟，吃力地从这座山爬到那座
山。坐在车窗边的我，看书累了，会
把目光移向窗外，绿皮火车像个巨
蟒，悠哉悠哉地爬行着，沿途的风景
尽收眼底，这样的旅行，仿佛终点已
不重要，为的就是一路风景一本书。
到了深圳，深南大道是必去的，在小
平巨幅画像前留个影，接着便去书城
读书和淘书。

去年应文友邀请，本来计划是去
湘西的凤凰古城的。由于现在的高铁
动车速度太快，使得我改变了计划，
中途落脚于湖北的荆州。因为我这次
旅途安排是重读 《三国演义》，我要
看看刘备借去又被关羽大意丢失的地
方，倒是怎样一个风水宝地。到了荆
州，可去的地方很多，我选择了博物
馆，文物也是书，文，乃华夏智慧的
结晶；物，乃厚重文化底蕴的积淀。
当我到达凤凰古城时，已是黄昏独自
愁，夜色阑珊风兴酒，友人情切，觥
筹交错，醉他一次又何妨，今宵酒醒
何处？江岸处，万家灯火……

第二天，我们去拜谒了文学家
沈从文的墓地，也算是了却我的一
个心愿。崇拜他的人，原来是从崇
拜他的文字开始的。这恐怕也是书
所独有的魅力所在吧，它不需要召
唤，只要你靠近它，它就会无限地
亲 近 你 ， 与 你 心 贴 心 地 畅 谈 和 交
流，你和它似乎是旧友、是故知、
是割舍不下的亲人……

本报电（张旖轩） 近日，中
国“药食同源”研究成果在京发
布。研究成果日前已结集《中国

“药食同源”研究》（2019.1 总第一
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食疗是中国自古以来行之有
效的预防疾病方法。通过食疗，
人们可以强身健体，提高身体抵
御各种疾病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副所长张志强在发布会上指出，

“药食同源”不是简单的饮食疗
法，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哲学智慧
的结晶。药即食，食即药，“空腹
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
体现中华民族看待问题的广阔视
野，不是以一种机械的物理观对
待生活，而是充分意识到不同事
物之间普遍的联系。如今国家鼓

励非药物非手术治疗，近年来国
家卫生部门陆续公布了按照传统
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110 种物
质，即“药食同源”物质，中国“药食
同源”产业化发展渐成规模。

·图书中的共和国史图书中的共和国史·

新中国“简史”不“简单”
□ 冉 昊

金春明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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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药食同源”研究成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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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书远行
□ 张新文

关于日用品的历史溯源
□ 彭忠富

本报电 （魏 微） 11 月 5 日，
2019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评选
在京举行。分为主题出版、历史、
社会、语言文学、生活新知、艺
术、思想 7 部分的 109 个品种图书
入围候选书目。最终，除《我和我
的祖国》获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
题出版特别推荐图书外，《用心：神
经外科医生沉思录》《拜占庭帝国
史》《维特根斯坦文集》《精神的力

量：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权力优
势》《舍斯托夫文集》《史记》（文白对
照本）《梅耶荷德谈话录》《匠意营
造：中国传统建筑》《〈三国演义〉：历
史的智慧》成为今年的十大好书。

与会专家认为，今年的参选书
目从不同的维度反映了商务印书馆
的出版特色，在构筑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同时，为读者
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指引。《史

记》（文白对照本） 等兼顾古籍经
典与大众阅读的双重需求。《了不起
的动物乐团》《脂肪的真相》等新知
科普类好书让读者在书中博览中国
与世界的生命传奇。《西神的黄昏》

《从一到无穷大》《科幻中的物理学》
把艰涩的科学知识表达得“比小说
还要精彩”。此外，《匠意营造：中国
传统建筑》等从艺术、科学等方面展
现中国之美；《甲骨春秋》《中国濒危
语言志》《陕西方言集成》《汉字民俗
史》等表达了商务印书馆在语言类
图书领域的文化使命与家国情怀。

2019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新鲜出炉2019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新鲜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