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夜谭续记》
是马识途先生以其所亲历的
百年世事为底蕴，将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酝酿近 40 年而
成的一部新作。他以四川人
摆龙门阵的形式，把 10 个情
节曲折的故事联缀起来，对
爱情婚姻、家庭人伦等话题
进行了质朴而鲜活的演绎，
透过世间的人情冷暖与悲欢
离合来看社会现实中的众生
相，不动声色地直指人生的
现实意义与价值。

作者：马识途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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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经济增长需要人力与智慧，
但无论何时，如果男人和文人都受过
良好的教育、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市
民们在为孩子投资方面具有安全感和
信心，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到市里去找
一份新工作，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摆脱
贫困，这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

——《贫穷的本质》
（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译者:景芳）

中国古代产生丰富的哲学思想，
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
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
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
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
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
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中国
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
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
发展。

——《士人风骨》
（作者：资中筠）

家常菜原来最难。什么“龙风承
祥”,什么“松鼠桂鱼”,场面菜不常吃，
吃也是为吃个场面，吃个气氛，吃个客
气，不好吃也不必说，难得吃嘛。家常
菜天天吃，好象画牛，场面菜不常吃，
类似画鬼，“画鬼容易画牛难”。

——《常识与通识》
（作者：阿城）

新书速递

内容简介：苏东坡的一生，
沉郁晦涩与天真烂漫并存，兼
济天下与闲情逸致同在，是一
个极度充盈饱满的生命体，我
们进入其生命内部，会发现其
中五彩斑斓、琳琅满目。《斑斓
志》以“乌台诗案”为线索，以纵
横捭阖的策论和想象绮丽的辞
章为佐证，将苏东坡生命中的
褶皱一一展开，乃至放大延展，
以历史之眼、人生之眼、哲学之
眼透析其生存实境和诗案前后
大起大落的心路历程。作者以
静水深流的文字、不落俗套的
构思和鞭辟入里的论析，力求
镂刻出苏东坡的人生痕迹，凸
透出他亦士亦侠的高古灵魂。

作者：张炜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中国古代是否
也有时尚？可以肯定的是，生
活在古代，尤其是生活在那个
气象万千的唐朝的女儿们，绝
不缺少对时尚的敏锐和对潮流
的追求。《中国妆束·大唐女儿
行》运用考古文物，结合传世史
料，上溯至隋，下及五代，重点
讲述唐代女子服装、首饰、妆容
和发式的变动发展，拆解其间
微妙细腻的脉络传承，突显一
衣一饰背后的动人典故。全书
引经据典，文风雅致，手绘图片
至臻至美，融文物研究与服饰
复原于一体，形容尽致地再现
了繁华世相之下的大唐风尚。

作者：左丘萌 ，末春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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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早发明了火药，但是到了
近代，西方人却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
的国门。是什么原因催生了西方国家的
群雄并起？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代中
国的孱弱不堪？美国历史学家欧阳泰在
其新著《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
中国军事格局》（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 10 月出版）中，通过聚焦火
器战争，以中西大分流为突破口，站在世
界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从丹药到枪炮
时期所历经的沧桑流变，试图从政治、经
济、军事等诸多层面，揭示出最终的答
案。

全书从初步使用火器的宋朝入题，
讲述了当时的中国将火药用于民用和军
用的过程。可以说，中国人不但发明了
火药，在拓宽其使用范围上，也是开世界
先河，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还以
其出色的火器使用，影响和左右着整个
东亚的战争格局。此后的元、明两朝，沿
袭了这种传统，在军事领域的火器使用
上，一直与西方并驾齐驱。此后，英国的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随着蒸
汽时代的来临，始终处于相互竞争状态
下的欧州各国，普遍对中世纪的枪炮进
行了升级改造，许多巨炮不仅口径和弹

药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发射的射程和威
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同时期的清
朝，虽然已意识到这种格局的悄然变化，
也尝试性地引用了一些西方先进的枪
炮，但由于创新不够，在火器的使用上，
已然全面落后于西方各国。

欧阳泰着重从军事维度，回眸了中
国自宋以来使用火器的历史。毫无疑
问，从火药最初的发明和多途径使用上，
中国是全面领先于西方各国的。从把火
药绑在鸟上投置于敌阵的“火禽”，到研
发出巨大有力的炮弩，直至双活塞压力
火焰喷射器，中国的火器装备和使用极
具威慑力。元、明时期，又出现了震天
雷、飞火枪、火铳等一系列重型火器，它
们无论是在抵御外族入侵上，还是在平
息内乱上，都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大作
用。特别是明朝时期，30%的兵勇已使
用上了火枪，这一比例欧州直到16世纪
中叶方才达到，因此，历史学家把明朝称
为世界上第一个“火药帝国”。但令人遗
撼的是，至清朝时，中国的火器装备和使
用已无任何优势可言。

缘何会出现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书中列举了各种理由，有“竞争国家体
系”学说，有“挑战－回应模式”学说，有

“战争频率”学说等等。欧阳泰对比自工
业革命以来西方各国在火器使用上的诸
多成就，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他认为，
中国在使用火器上从一开始的引领世界
潮流，到随后的欧州各国锐然变革图强，
从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的百年
里，世界军事史也由此出现了一次影响
深远的中西方分流。正是这场分流，决
定了中西方在军事实力上的此消彼长。
在深入考究这段历史的同时，欧阳泰还
深入民族摩擦、笨重的政治结构、党争、
非同以往的强大外敌等方面，力求找到
问题的症结。在欧阳泰看来，战争只是
众多变量之一，“但是证据告诉我，科学
在军事大分流中充当了关键因素”。

《从丹药到枪炮》是本意义深远的读
物，它揭示了中国古代军事技术进化的
真相，从千年前中国首次将黑火药运用
于军事领域，到火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
展、传播乃至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
生的巨大影响，欧阳泰运用深阔博学的
笔触，重现了中国技术对世界文明进程
的长效推动力。如今，正视这段历史，才
能更加促使我们加快现代化的强军步
伐，切实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
命。

黄东光

刘言素

正值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时，我有幸读到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
——中国“三农”调查》一书，颇有感触。
这部30多万字的中国“三农”调查报告，
几乎涵盖了东西南北中的中华大地，也几
乎跨越了新中国近70年历史，提出了许
多富有前瞻性的深刻思考，预示着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从现实来看，乡村发展存在的现实问
题加大了乡村振兴的实施难度。作者童
禅福先生可以说“跑”遍了大江南北，他不
仅深入浙江滕头等村落，还赶往天津、河
南、河北和江西等地的乡村调研，对刘庄、
花园、郭家沟、王兰庄等8村1乡的集体经
济兴旺之路做了全面考察，提出了“‘三农’
问题的解决，应该建立以新集体经济为主
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
社区”的主张。这对探索因地制宜的乡村
振兴战略模式, 对有效推动区域农业全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具
有重要的践行价值。

从实践来看，特色定位、差异化发展
是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力量源泉。改

革起始于乡村，还须重回乡村。童禅福
先生如实记述了8村1乡在漫长历史过
程中所走过的道路与变迁，记载了他们

坚定走新型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的乡村共同富裕道路的历程。
在这些乡村中，村民能够共享村集体经
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与成果，同时，也都
自觉参与到乡村自治与管理之中，这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也是新形势
下的一种制度创新。

近年来，我所供职的泰顺县三魁镇，
基于镇情村情实际进行了一些有益探
索，与《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
中国“三农”调查》中的观点、“概念”不谋
而合。以三魁镇薛内村为例。该村位于
县域西南部，下辖9个自然村，面积约2.3
平方千米，共有222户741人，其中低收
入农户60户198人。2010年该村农民人
均纯收入为5730元，是全省扶贫重点村
之一。为改变该村贫困局面，推动富民
强村，在镇党委的指引下，该村于2011
年成立了温州瑞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由在外泰商注资，全体村民以地入股，共
同开发经营全村资源要素，共同享受企
业化运营带来的生产效益，初步构建了

“泰商引领、覆盖全村”的薛内村－瑞雪
公司村企合一的“瑞雪模式”。经过短短

3年时间的发展，瑞雪公司资产从1200
多万元猛增至4564万元，全村农民人均
纯收入增长至12600元，三年翻了一番
多，比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9158元高出
37%。这不仅解决了全村300多个劳动
力的就业问题，而且已开始辐射带动周
边镇村农户，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更为可贵的是，“瑞雪模式”
创新实践了“泰商+公司+集体+农户”

“四位一体”的新型农业合作体系，为欠
发达山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增加集体
收入、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
动力。

该书中那些具有前瞻性、实证性的观
点，不是在办公室能凭空想出来的，这是
作为一名全国先进工作者和曾获得首届

“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的老记者，童禅福
先生用“把基层跑遍、跑深、跑透”的“三
跑”调研精神跑出来的。这位73岁的老
党员关注“三农”50多年，始终在为新时
代乡村振兴“破题寻路”，这本书，正是他
一直以来对“三农问题”深度观察和思考
的结晶。

再现中国火器的历史流韵
——读读《《从丹药到枪炮从丹药到枪炮》》

站着看书，当然不是因为这样的姿
势更加舒服，而是因为夜很深了，人有点
儿犯困，无论是靠着或是坐在椅子上，眼
睛不由自主地想要合上。然而白日里可
用的时间太少，书里的内容又那么精彩，
如何舍得放弃？原想学学古人，可是悬
梁刺股又似乎残忍了些，思来想去，我决
定选择“罚站”。站着看书，虽然偶尔也
会走神，但总不至于睡着。

站着看书，将书本放在两手之间，只
需将之缓缓移动，平视、俯视或仰视，我
们可以选取自己喜欢的角度，而且不同
角度之间是可以反复切换的。如果一直
抬着头看书，看得脖子有些酸了累了，那
就把头低一会儿，也就是动动手动动脖
子的事情。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句子，仔
细琢磨几遍，琢磨不透，就将双手连带着
书背在身后，一边踱步，一边思考。思考
明白了，就捧起书来接着读。

站着看书，也可以于旁边置一果盘，
读到兴味浓处，就将果盘里的水果取一
枚来，放在口中咀嚼。因为有书，有书中
的万千世界，我摄入的不止有果肉，还有
知识。水果与书籍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
的两样事物，此时却融为了一体，而它们
的共性也变得愈发明显了，那便是都可
以回味，且回味无穷。

显然，坐着看书有坐着看书的舒坦，
站着看书有站着看书的自在。坐着看

书，位置是相对固定的，所对不过一台电脑、一个书架、一
扇窗户；站着看书则不同，你若觉得书房里空间太过狭窄，
大可以走到客厅，走到堂前，走到庭院里，将书中的内容与
茶几上的摆设、与庭中的草木分享，或是印证。行思与行
文互相碰撞，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一个观点、某一样物品、某
一件事情的理解。

当然，站着看书不独是夜间可以，白天同样适宜。除
了站在斗室之内、庭院之中，我们也可以跑到山上，站在清
流边或是大树下，听着鸟语啁啾、溪石争鸣，风徐徐而来，
书页缓缓翻动，无异于一种美好而独特的阅读体验。

站
着
看
书

潘
玉
毅

读书恰似打井

出外讲学或接受报刊访谈，我常被问到一个
问题：业余有什么爱好？我回答过“观画展”“听
音乐”“看电影”“散步”“发呆”，却从来没有说过

“写作”“读书”。说到精力的投入，除了专业教学
必须的查资料、备课、做PPT之外，我的业余时
间多半花在这两个方面，其中，读书又占了相当
比重。只是，于我，读书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
做事业的准备，说它是爱好，过于轻飘，对不住自
己数十年废寝忘食的付出。

我对书的痴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每次出
差或开文学会议，不管路途远近、时间长短，我都
会背一个巨型背包。干嘛？去当地新华书店购
书。我出外不会买多少农产品，也极少给家人带
什么东西，但书总是一包一包地采购回来，多的
时候甚至一次买过40本，背得我气喘吁吁的。
现在网络购书方便了，但我逛书店的习惯还是没
有改变。

有点时间，我总喜欢坐到书房的布艺沙发
上，专心致志地阅读。读到开心处，就用红笔作
批注，有的是表示对作者某种观点的赞许，有时
是提出不同的意见，有时是添进一些作者忽略的
材料。在我的心中，书不是上帝或老师，而是我
的朋友、玩伴，可以倾心交谈、平等对话、随意打
闹。

读的书多了，自然会有些感想。依我个人的
观感，读书这活，跟打井非常相似。表面看，打井
是体力活，是为满足人的生存之需；而读书是脑
力活，着重在人的发展。其实，在深处，它们高度
相通。

打井之前，先得勘探，如果地底是溶洞，你打
一百年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读书也得先考察
是什么书，择佳者读之。世间的书千千万，无益
的书万万千，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见书就读，最后
的结果一定是费尽心力而得不到任何收获。

打井必须讲究过程，它的通用途径是由易到
难、由浅入深。假若一个人无视这个基本规矩，
只想一锄打到有水的地方，他的井就没法打出
来。读书亦是如此。因为经历、所受教育等等原
因，我们最初宜读些通俗易懂的书，这些书读好
了，再换一些相对难点的，循步渐进，以求实效。
如果我们只想一夜之间将天下学问全部学到手，
估计最后可能连普通人拥有的常识都难学会。

世间的事，只要在做，必然会遇到困难。打
井，我们可能碰到坚硬的岩石；读书，我们可能遇
到艰涩的概念或高深的理论。放弃吗？不。困
难是暂时的，既然回避不了，你就得逢水行船、遇
沟架桥。当我们扫清了所有困难，最后的美好也
就如约而来。

读书与打井都得在乎结果。打井的目的是
见到水，并将其引向地面；读书的目的则是要得
到学养与见识，舍此，
它的意义就会大打折
扣。

人有两种生命，一
是靠粮食养的，一是靠
知识养的。粮食可以
让你活命，知识可以让
你活得高贵。

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读童禅福读童禅福《《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中国中国““三农三农””调查调查》》有感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