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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全球巨变
与中国经济》

高 柏 著

本书系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高柏近十年思考与写作的结晶，以
高度跨学科的分析框架， 剖析 “大变
局”的实质，揭示各国在全球化钟摆运
动、 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
长周期的两次同频共振中面临的挑
战， 及其应对的历史同时代性和共同
特征。 并探讨这些历史潮流的共同特
征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提出
的启示，极富前瞻性。

hnrbds7726@163.com

探寻春节文化的历史脉络
———读张志春《春节简史》

周 丹

春节 ， 作为烙印在华夏儿女灵魂
深处的传统节日 ， 承载着中华民族无
数的记忆和情感 。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 、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 陕西省
节庆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张志春所著的
《春节简史》， 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
证 ， 深入探讨了春节的起源 、 发展以
及各种习俗、 仪式、 活动背后的意义，
为我们勾勒出了春节历经数千年的发
展脉络。

本书从冬至作为春节的启动仪式
这一独特视角切入 ， 以时间为序 ， 系
统梳理了冬至 、 腊八 、 祭灶 、 除夕 、
破五 、 人日等重要节点与春节的紧密
联系 ， 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清晰的春节
文化发展时间线。 这种观念新颖独特，
打破了人们普遍认为的 “过了腊八就
是年 ” 的传统认知 ， 且每个节点都详
细介绍了相关的节日习俗及其背后的
文化内涵和历史演变 ， 内容翔实 ， 逻
辑清晰 ， 考证严谨 ， 使我们能够系统
地了解春节这一节日文化的全貌。

作者沉浸民俗文化领域多年 ， 学
术底蕴深厚 ， 擅长在浩如烟海的历史
典籍中抽丝剥茧般选取特定的史料信
息 ， 然后巧妙地进行结构编排 ， 使整

本书内容层层递进 ， 读来印象十分深
刻 。 如作者系统讲述春节从萌芽到定
型的完整历程时 ， 先从远古时期的春
节雏形讲起 ， 通过传说入手 ， 激发读
者的好奇心 。 其中 ， 书中对殷商时期
岁末祭祀活动的描述 ， 说明了春节是
祭祀祖先与神灵 、 祈求丰收的重要时
节， 人们通过仪式表达对天地自然的
敬畏 。 然后经过演变与发展 ， 仪式从
简单逐渐演变成如今盛大而复杂的节
日体系 ， 意义从庆祝丰收 、 祭祀祖先
演变成了家人团聚 、 情感交流的温馨
节日 。 到了唐宋时期 ， 春节增添了更

多娱乐性与社交性元素 ， 诗词歌赋中
关于春节的描绘也日益丰富 。 作者通
过翔实的史料 ， 将这些变化清晰地呈
现出来 ， 让读者能直观感受到春节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风貌。

作者从时间演变 、 习俗传承 、 文
化内涵等多个维度展开论述 ， 不再局
限于春节这一单一概念 ， 外延越来越
广。 在讲述习俗传承时 ， 不仅介绍了
贴春联 、 放鞭炮 、 吃年夜饭等广为人
知的习俗 ， 还深入挖掘了这些习俗背
后的文化寓意与历史渊源 。 比如 ， 春
联的起源与桃符辟邪的传说紧密相连，
春节时间的确定与古代天文历法密不
可分。 作者还融入了丰富的地域文化
特色。 在南方， 春节期间会舞龙舞狮，
以祈求风调雨顺 、 吉祥如意 ； 而在北
方 ， 包饺子 、 贴窗花 、 扭秧歌 、 踩高
跷等活动则更为常见 。 这种地域文化
的对比与呈现 ， 共同构成了春节文化
的多元景观 ，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极大包容性 ， 也让我们理解
了春节在民间扎根之深 ， 以及它为什
么现在成为了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纽
带。

尽管是一本学术性较强的著作 ，
但是作者的语言通俗易懂、 生动鲜活。
作者将历史故事 、 民间传说 、 诗词歌
赋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 让原本枯燥的
历史知识变得妙趣横生 ， 读来颇多意
趣。 比如年兽的传说 ， 人们为什么要
在春节放鞭炮等 ， 为春节的起源增添

了一抹神秘色彩 。 作者还引用了大量
古代文人墨客关于春节的诗词歌赋 ，
从王安石的 “爆竹声中一岁除 ， 春风
送暖入屠苏 ” 到孟浩然的 “昨夜斗回
北， 今朝岁起东”， 这些优美的诗句不
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对春节的重视
与热爱 ， 也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充
满诗意的春节画卷 。 此外 ， 书中还插
入了多幅精美插图 ， 如明代李士达所
绘的 《岁朝村庆图》、 清院本 《十二月
月令图册 》 之 《正月 》 图等 ， 这些插
图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 ， 为读者提供
了直观的视觉享受。

事实上 ， 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承载
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寓意 。 张志
春先生通过对春节的解读 ， 深刻揭示
了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因 。 春节期间的各种习俗 ， 如拜年 、
守岁、 祭祖敬神、 贴门神、 请灶神等，
都传递着尊老爱幼 、 家庭和睦等传统
美德 。 这种文化传承贯穿了整个中华
民族的历史 ， 即使在现代社会 ， 依然
发挥着重要作用 。 作者对春节的深入
解读 ， 让更多人意识到春节所承载的
不仅仅是一种节日形式 ， 更引发我们
对如何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进行更多
的思考。

“春天是没有国界的 ， 春节也是
没有国界的。” 《春节简史 》， 宛如一
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 ， 将春节的前
世今生娓娓道来 ， 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以食为径，探寻华夏千年烟云
———评《餐桌上的中国史》

贺 源
“饮食者， 天理也。” 在中国， 饮

食从来不是简单的果腹之举 ， 而是一
部镌刻着历史变迁 、 文化传承 、 社会
发展的生动史书 。 张竞所著的 《餐桌
上的中国史 》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 该
书以独特的视角 ， 将散落在历史长河
中的饮食碎片精心串联 ， 为读者铺就
了一条从餐桌出发 ， 通往华夏千年风
云的奇妙旅程。

书中首先展现了食材背后隐藏的
中外交流史 。 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
始， 大量西域食材涌入中原 。 张竞在
书中细致地写道： “张骞带回了葡萄、
苜蓿、 石榴、 胡麻等诸多食材 ， 葡萄
那酸甜多汁的口感迅速赢得了中原人
的喜爱 ， 逐渐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 ，
成为了酿酒、 生食的佳品。” 这些食材
的引入 ， 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
更改变了饮食结构和文化。

到了明清时期 ， 随着大航海时代
的到来， 美洲的农作物如玉米、 土豆、
红薯等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书中提到：
“玉米凭借其高产、 适应性强的特点 ，
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 ， 成为了
许多地区的主食之一 。 在山区 ， 贫瘠
的土地上也能生长出饱满的玉米 ， 养
活了无数百姓 。” 这些外来食材的融
入，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增长和
农业经济的发展 ，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社会的进程 。 这种通过食材流转来讲
述中外交流的方式 ， 让历史变得鲜活
可感， 那些跨越千山万水的贸易往来

和文化交流仿佛就在眼前。
烹饪方式的演变也是书中浓墨重

彩描绘的部分 。 从远古时期简单的火
烤、 水煮， 到后来复杂多样的煎、 炒、
烹、 炸、 蒸 、 煮 、 炖 、 烤等技艺 ， 每
一次烹饪方式的革新都与社会发展紧
密相连。

在宋代 ， 经济繁荣 ， 城市商业兴
起， 市民阶层壮大 ， 这促使了烹饪技
艺的极大发展 。 书中记载 ： “炒菜这
一烹饪方式在宋代逐渐流行开来 ， 得
益于铁锅的广泛使用和植物油的大量
生产。 在热闹的汴京街头 ， 各类炒菜
店铺林立 ， 葱爆羊肉 、 木须肉等美味
佳肴飘散出诱人的香气 ， 吸引着众多
食客。” 炒菜的出现， 不仅丰富了菜肴
的种类， 还让烹饪更加高效快捷 ， 满
足了城市居民快节奏的生活需求 。 烹
饪方式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 、 经济的繁荣以及人们生活方
式的转变 ， 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生动缩
影。

饮食礼仪在书中占据着重要的篇
幅，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也是社会阶层和文化的直观体现。
从古代祭祀活动中严格的饮食礼仪 ，
到日常家庭 、 社交场合的座次安排 、
餐具使用等规范， 都有着深刻的内涵。

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 ， 不
同阶层的饮食礼仪有着天壤之别 。 书
中描述： “在宫廷盛宴上 ， 皇帝的膳
食有着严格的规定 ， 菜品的数量 、 种

类、 上菜顺序都有明确规定 ， 餐具也
极为奢华精美 。 而普通百姓则只能以
简单的食物果腹 ， 饮食礼仪也相对简
单。” 这种饮食礼仪的差异， 鲜明地反
映了社会阶层的差异 。 同时 ， 饮食礼
仪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 如尊老
爱幼、 长幼有序等传统美德在家庭聚
餐的礼仪中得到充分体现 。 在社交场
合， 恰当的饮食礼仪更是人际交往的
重要准则， 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和文
化素养。

中国地域辽阔 ， 不同地区的饮食
风味各具特色 。 《餐桌上的中国史 》

深入挖掘了地域饮食背后的文化根源，
展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北方的饮食以面食为主， 如馒头、
面条等， 书中提到： “北方气候干燥，
适宜小麦生长 ， 因此面食成为了北方
人的主食 。 在山西 ， 各种各样的面食
让人眼花缭乱 ， 刀削面 、 拉面 、 剔尖
等， 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制作工艺和
口感。” 而南方则以米饭为主食， 且水
产丰富 ， 烹饪注重食材的原汁原味 。
像苏帮菜的松鼠鳜鱼 ， “造型精美 ，
外脆里嫩 ， 酸甜可口 ， 体现了江南饮
食的精致细腻 ”。 这些地域风味的形
成 ， 与当地的自然环境 、 气候条件 、
物产资源以及历史文化密切相关 。 不
同地域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共同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饮食文化。

张竞的 《餐桌上的中国史 》 是一
部别开生面的历史佳作 。 它以饮食为
切入点 ， 通过丰富的细节 、 翔实的史
料， 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变
迁。 从食材的引进到烹饪方式的演变，
从饮食礼仪的规范到地域风味的形成，
每一个章节都充满了对历史的深刻洞
察和对文化的独特解读。 阅读这本书，
仿佛在品尝一道道历史的佳肴 ， 让我
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 也能深刻感受
到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
生命力 。 它不仅是一本关于饮食的书
籍， 更是一部全方位展现中国历史与
文化的百科全书 ，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
全新的认识中国历史的窗口。

面 对 困 境 挺 直 腰 杆
———读莫言《不被大风吹倒》

周 斐
《不被大风吹倒 》是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莫言新出版的一本散文集 。 这本
书的开篇就写道 ：“一个人可以被生活
打败，但是不能被它打倒”，由此，点出
了书名的意义所在。

书中第一篇文章 《不被大风吹
倒》， 是莫言写给年轻朋友的一封信 。
信中回答了某位年轻朋友向他提出的
一个问题———如果遇到人生中的艰难
时刻该怎么办 ？ 莫言通过他小时候的
一次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

儿时的莫言在跟爷爷割草回来的
路上，遇到一阵特别大的风。只见爷爷
“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
使尽全身力气与大风对抗着 ，“未能前
进一步，但也没有后退半步 ”。 莫言用
爷爷 “与狂风对峙 ” 的姿态告诉年轻
人，越是艰难时刻，越要“挺直腰杆，不
被大风吹倒”。

实际上，莫言所说的 “大风 ”，不光
指自然界的风 ， 还代表着人生中的各
种局限、瓶颈与困境 。

莫言在书中提到了自己二十几岁
时的低谷期。在那个阶段，他发现理想
实现的路径其实很窄 ， 希望也十分渺
茫。但青年时代的莫言始终不放弃，抱

着 “想办法走出去 ，了解更多信息 ，学
习更多知识”的信念，从未停止前进的
步伐。 最终，他的才华得以施展 ，也走
出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要属 1990 年
莫言遇到创作瓶颈期的那一段描述

了。当时的莫言，已经写出了《红高粱》
《透明的胡萝卜》《天堂蒜薹之歌》等优
秀小说，但是，他突然觉得自己不会写
作了。这对于一位专业作家来说，无异
于晴天霹雳。

于是，莫言回到了家乡高密 ，整天
在葵花地里转来转去，反复思考 ，寻找
出口。最终，他想到了一个重获写作自
信的方法———写小文章。于是，莫言开
始写一些短小的文章 ， 内容都与他的
童年有关 ，有亲身经历 、奇闻逸事 ，还
有听老人们讲的神魔鬼怪故事 。 这一
番写作历程 ， 使得莫言重拾了写作的
信心与勇气。

莫言用极为坦率的语言让我们看
到 ，即使是大作家 ，也会遇到瓶颈期 。
而莫言的做法，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不
灰心 ，不沮丧 ”，用一种 “迎风挺立 ”的
姿态，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

人在失意时 “不变形 ”固然值得称
颂，而得意之时的“不忘形”，也非常难
能可贵。

十几年前 ， 莫言获得诺奖后得到
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好的、不好的评价
纷至沓来。对于这些纷扰，莫言的态度
是“心如巨石，八风不动”。

如何做到 “八风不动 ”？ 莫言在书
中讲了两个让自己的内心安定下来的
秘诀：一是不忘根本；二是坚持原则。

“不忘根本 ”就是牢记自己从哪里
来，始终不忘记自己“农村的、平凡的、
普通人的出生”；“坚持原则”就是在内
心形成自己对事物成熟 、稳定的看法 ，
无论别人说什么 ， 都能按照内心深处
所认定的正确的原则来做事 。 做到这
两点，纵使“迎风而立”，也能既不被诋
毁吹倒，更不会被盛名吹倒！

在这部散文集里 ， 不光有着莫言
对青年们循循善诱的建议 ， 还收录了
他笔下的童年故事 、 与别的作家之间
的逸事， 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文学创作
观。 莫言用如此坦诚的方式向人们展
现了他的内心世界 ， 使我们这些对他
充满好奇的读者有幸一窥究竟。

《不被大风吹倒 》这本书里所呈现
的， 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诺贝尔奖
获得者，而是一个平和友善的老人。他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 教会我们如何在
困境中挺直腰杆，对抗疾风。书中语句
睿智通达，且不乏幽默风趣 ，使我们在
轻松 、愉快的阅读氛围中 ，时有触动 ，
获益良多。

繁华背后的阴谋与真相
———读《清明上河图密码》

刘玉龙
《清明上河图密码》 是以北宋名

画 《清明上河图》 为创作蓝本的历史
悬疑小说。 它巧妙地将历史背景与推
理悬疑相结合， 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时
期的市井百态与风云变幻， 在作者冶
文彪的精心布局下， 这幅千古名画背
后隐藏的阴谋与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小说以繁华的北宋汴京为舞台 ，
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丰富多样的
市井生活。 开篇便呈现出 《清明上河
图》 所绘的热闹景象， 然而在这看似
太平盛世的表象下， 却隐藏着诸多危
机与阴谋。 全书中多起离奇案件相互
交织， 如 “梅船消失案”， 一艘原本在
汴河上行驶的大船， 竟在众目睽睽之
下凭空消失， 而船上之人的命运也随
之成谜； 还有 “香袋案”， 一个小小的
香袋牵扯出数条人命和复杂的人际关
系。 这些案件的设计精巧， 情节跌宕
起伏， 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和严谨的
推理， 带领读者一步步深入到北宋的
社会肌理之中。

作者冶文彪犹如一位技艺高超的
工匠， 精心雕琢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
悬疑世界。 书中人物众多， 上至达官
贵人， 下至贩夫走卒， 每个人都有着
鲜明的个性与独特的命运轨迹。 这些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仿佛穿越千年历
史， 鲜活地站在读者面前。 有清正廉
洁、 一心想要破案的讼师赵不尤， 他
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正义感， 深入调
查各个案件； 也有身世可怜、 被卷入
阴谋漩涡的歌女池了了， 她在困境中
努力求生， 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众
多人物的命运相互关联， 共同编织成
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故事网络。

全书包罗万象， 将北宋时期的政
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诸多方面巧
妙地融合在一起。 书中对北宋市井生
活的描写细致入微， 从繁华热闹的街
市到幽静雅致的庭院， 从勾栏瓦肆的
欢歌笑语到文人墨客的诗词雅集， 一
幅北宋社会的全景图跃然纸上。 与此
同时， 作者将一系列看似独立却又相
互关联的案件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形
成一张错综复杂的悬疑之网。 八子案、

香袋案、 范楼案、 变身案等， 每个案
件都充满了悬念与惊喜， 情节跌宕起
伏， 扣人心弦。 读者跟随着书中人物
的脚步， 一步步抽丝剥茧， 探寻案件
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过程中， 不禁为
作者精妙的构思与严谨的逻辑所折服。

在繁华热闹的表象之下， 北宋王
朝实则危机四伏。 朝廷内部， 新旧党
争激烈， 各方势力明争暗斗， 相互倾
轧； 外部， 辽国、 西夏等强敌虎视眈
眈， 边境战事一触即发。 书中通过一
系列案件的侦破， 逐渐揭示出这些隐
藏在背后的社会矛盾与危机。 一些案
件背后涉及到的政治阴谋与权力斗争，
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 作者以小见大 ，
通过对这些案件的深入剖析， 深刻地
反映出北宋王朝在盛世表象下的腐朽
与衰落， 使读者在阅读悬疑故事的同
时， 也能对北宋时期的历史有更为深
刻的认识与理解。

《清明上河图密码》 不仅仅是一
部精彩的悬疑小说， 更是一部展现北
宋社会风貌与历史变迁的宏伟巨著 。
它让我们在领略北宋繁华盛景的同时，
也能洞察到其背后隐藏的危机与隐患。
书中人物在乱世之中的挣扎与抉择 ，
命运的无常与无奈， 也引发了我们对
人生、 对历史的深刻思考。

《清末想象：中国
科幻小说的兴起》
[美]蔼孙那檀 著 王丁丁 译

本书通过对大量视觉和印刷媒体
的研究———包括科学制度化的历史叙
述、技术创新的图像再现，以及短篇小
说和长篇小说中有关科技内容的描
述， 将中国科幻小说在清末的兴起理
解为一种现代性的结果。 通过将这一
文类的产生置于经济政治、 思想和物
质文化的跨国交流的背景中， 作者探
索了清末中国科幻小说的起源与发
展。 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探索中国科
幻小说起源的学术著作。

《灵魂之水：芬芳
酒香里的中华文踪》

王守国 卫绍生 著

作者梳理中国历史上与酒有关的
各种典故、 故事， 从源出传说的酒文
化、酒文化中的历史风云、酒文化与文
人雅会、酒文化与诗词歌赋、酒文化与
古典小说、酒文化与音乐舞蹈、酒文化
与民间习俗、雅俗酒令等方面入手，用
流畅的语言、精美的图片，将伴随中华
文明的酒的故事徐徐展开， 以酒的视
角讲述中国故事，呈现历史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