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局之解》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主编：张聪慧

内容简介：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科技成为全球变局的关键变量。如何通
过科技创新找到应对变局的对策，是每个国家
和地区都面临的课题。本书围绕“全球科技智
库到底在研究什么？”这一议题展开。全书分
为上下两篇，上篇重点研究了全球代表性的
12家科技智库近5年在如何推动科技发展、如
何促进科技应用、如何加强科技治理、如何助
力国家间的科技竞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下篇
重点分析了这些科技智库研究的代表性议题，
旨在通过对科技智库议题和方案的分析，为我
国科技智库的发展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故宫纹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纹藏 黄清穗 李健菲

内容简介：《故宫纹样》一书，精选整合，呈
现 117幅独具风格的精巧纹样。用春秋战国
时期的龙凤纹装点藻井，把魏晋南北朝的缠枝
卷草纹绘于寿康宫内檐和玺彩画，将唐宋的喜
相逢纹绣刻在清嫔吉服，使清代的白鹭纹在红
地白鹤瓷碗上熠熠生辉……大至碧瓦朱甍的
建筑，小到精妙入神的瓷器，造型万千的纹案
游走在黄顶红墙、雕梁画栋，被编刻进文物器
具、华服锦缎。令故宫之美，美得惊心动魄！
也将千载东方文明与审美、掌故与传说、巧思
与神技凝聚在线条之间。透过这藏在故宫的
纹样，我们看到气韵生动的千百年中国纹样脉
络，察觉美学的变迁与缩影，领略文化的延续
与承袭，也为艺术装饰、设计插图、历史研究提
供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丰富灵感源泉。

《生活中的经济学》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作者：梁小民

内容简介：零基础读懂经济运行原理。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经济学的运用，工资
与失业、物价的起伏……经济学只有从学术的
象牙塔里走出来，被普通大众熟知，才能真正
为现实生活服务。本书以短论为主，从社会生
活中的具体事件入手，探讨经济问题，既有对
经济学原理的经典解释，也有对经济问题的通
俗判断，突破专业词汇的壁垒，打破教科书式
的学习方式，以平实易懂、浅显生动的语言，传
播经济学知识，诠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经
济现象，让读者能与经济学轻松对话。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杨素秋

内容简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陕西科
技大学的文学副教授在西安碑林区挂职，主持
碑林区的图书馆建设。2个人，6个月，且要在
有限的资金下最大限度地建设好这座图书
馆。最终，她守住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图书
馆”。本次事件获得央视《新闻周刊》、腾讯谷
雨工作室的关注和报道，作者被誉为“公共选
书人”。本书不仅讲述了一个图书馆的建设过
程，更是一部关于读书人、阅读和图书馆重要
性的深刻作品，它鼓励人们去图书馆寻找精神
自由，去自己的“图书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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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

◎开卷有益

图文互鉴 细说历史
□张驰

文明，是人类历史积累下来
的有利于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
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
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
明创造的总和。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
博大。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
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点。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
文明形态，但只有中国的文化体
系是长期延续发展且从未中断
过的文化。因而中华文明是世
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连
续发展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发
展进程中，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
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中华文明也
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二者彼
此交融，相互滋养，共同促进了
世界文明的进步。

中国文明在与西方文明几
千年交流的发展中经历了怎样
的历程？在这其中又有哪些方
面值得后人借鉴呢？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的
新作《文明：中西交流三千年》，
带领读者去了解认识在三千年
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与西
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当下的
状况和未来的发展。为传播中
华文化，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
明的有益互动提供了借鉴。

书中仅从三千年的历史跨
度，帮读者来分析看待中华文明
与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情况，这
既显示了一种格局，也是一种视
野宽度。

全 书 共 分
为十章，主体篇
章为第一到第
八章，先后论及
先秦、秦汉、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五 代 宋 辽
金、蒙元、明朝、
清朝，不仅涵盖
到秦汉、隋唐、
元明清等前人
论述的常见时
代，而且对于先
秦 、魏 晋 南 北
朝、宋辽金的前
沿成果与冷门
时代予以展开，
甚至在秦汉、隋唐、元明清等热
门时代的冷门维度与前沿成果，
也都有所展开。

作者在八个时代的梳理中，
都选取最具特色的方面予以重
点论述。譬如，先秦时代着重放
在传说故事的挖掘与前沿考古
成果；秦汉时代放在官方交流的
开辟与使节的来往；隋唐之世重
在交通、语言、政治等；宋辽金时
代重在海路的香料与瓷器；蒙元
时代重在西征、旅行者等；明清
时代则以科学技术交流等为重。

纵观这一时期，中西文明交
流曾出现过四次大的高潮：汉代
张骞通西域、盛唐西域文化汇集
长安、宋元时代天方海舶丝路繁
荣以及明清西方科技及宗教势
力东来。这四次大的高潮，对于
丰富中华文明的人文内涵，促进
中西方文明间的互融互鉴，都发

挥 了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在 这
个过程中，
中 国 的 茶
叶、瓷 器、
丝 绸 以 及

“ 四 大 发
明”陆续传
至欧洲，给
世 界 人 民
生 活 带 来
了 有 益 的
变 化 。 西
方的建筑、
数 学 等 进

入中国，也极大地推动了古代中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像玄
奘西游、郑和下西洋、徐光启翻
译介绍西方科技著作等，都反映
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
碰撞以及相互滋养的历史进程。
作者从日常生活谈到建筑、绘画、
艺术等方面，可谓包罗万象，面面
俱到。人们在分享物质发明的同
时，也分享着技术发明、艺术创
造、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

数千年间，各民族创造的文
明，此长彼消，相互补充。古埃
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流
域的哈拉巴文明；中美洲的玛雅
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相
继因各种原因遭到破坏或者走
向没落。而中华文明从未间断，
传到西方后，对西方文明地恢
复、延续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以

国际视野，高屋建瓴，为中西文
明交流互动赋予了新的内涵。
书中论述既全面，又各有侧重，
有助于读者把握丝绸之路在不
同时代的重心所在，是读者进一
步深入了解丝绸之路各个阶段
之文物、人物与事件的绝佳指南
书。

到第九与第十章，作者从文
化心理角度，分别探讨了明清中
国人的“欧洲观”与欧洲人的“中
国观”，即双方如何看待对方。
这种相互之间的认知，无疑是物
质“交流”之余，更加重要的维
度。这也是文明交流中的换位
思考。在八章篇幅的“物质交
流”简史梳理后，分别梳理“中”
如何认知“西”与“西”如何认知

“中”，两边对于对方的“认知”，
又是如何变化的，如何影响近代
甚至现代的，真正让每一位读者
做到“知彼知己”，无疑也是本书
的最具启发性的一面。

欧美诸国，作为当今中国在
国际社会最大的合作伙伴，也是
最大的竞争对手。身处全球化
大潮的国人，无论是处于哪个行
业的读者，都会受到新时代中西
交流的影响。

以史为鉴，在全球一体化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通
过对丝绸之路三千年来，交流中
映照文明的回顾，每一位读者，
都会对交流的重要性有新的理
解，以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去
面对交流，让中华文明，在每一
个人身上，绽放出更加从容、宽
和、博大的文明心态。

以文学的方式
记录时代

——读《河山传》

□胡胜盼

著名作家程永新说：“一个优秀的
作家，总能精准地抓住时代特征并表
现出来。贾平凹一直在为时代画像，
他是时代的记录员。”贾平凹人生中的
第20部长篇小说《河山传》围绕“小人
物大世界，小悲欢大情怀”勾勒时代图
景，堪称一部小人物的“列传”、所在环
境的“喻世明言”。

《河山传》以时间为经，人物与事
件为纬，交织讲述了洗河等农村青年
到西安奋斗的历程，以及罗山等企业
家的起落经历。作者以两个代表群体
的命运书写国家四十多年的发展历
程，生动描绘出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
群像。小说从 1978 年写到 2020 年，
时间跨度长，涉猎面广。生动的世风
人情，出人意料的命运走向，得以酣畅
淋漓地展现。

小说之所以起名《河山传》，看似要
为大时代、大人物、各色英雄立传，其实
却无意指向于宏大叙事，仅仅是因为

“截取合成”两个主人公的名字——洗
河和罗山。小人物故事的背后是大时
代背景，作者以大时代里的小插曲，将
四十年中国社会变化通过细节联系在
一起，完成了乡土中国和新乡土生活叙
述的转型，阐释了小人物洞悉大世界的
视野与格局，彰显了对生活和人性的穿
透力。可以说这是这部小说的独到之
处，也是作者在叙事策略和写作风格之
间找到的一个美妙融合点。

《河山传》承袭了世情小说、笔记小
说和志人小说的传统，是一部编年体的
小说。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人物命运的
不确定性，这不确定性又给我们留下了
丰富的想象。小说“前言”里，主人公

“洗河”一出场，就已经是世人热议的传
奇——一个小保安奉命到秦岭别墅做
管家，娶了保姆，生了女儿；罗山死后，
儿子回国继承遗产，和洗河的女儿坠入
爱河并结成连理；洗河最后成为别墅名
正言顺的主人。洗河的名字源自一次
涨水，他事业的转折在于和罗山的偶
遇。罗山出门被一个跳楼的女人砸死，
死得非常意外。贾平凹有意大写日常
生活现场，这一审美旨向决定了他长篇
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河山传》
即是刻意放大了这种写作风格，也包含
着对命运的思考、对时代的思索和对人
生意义的追问。

贾平凹曾说，写小说就是写故事。
故事是构成小说的重要元素之一。对
于作家来说，精心打造一个巧妙曲折的
故事，不仅能显示出高超的写作才能，
也能迎合读者喜爱阅读故事的天性。
《河山传》主线清晰，分成“洗河”“罗山”
“董事长和助理”“花房子”四个板块，既
没有褒奖也没有道德评价，就是两个看
似普通的人却不普通的人生故事。作
者讲来头头是道，读者读来荡气回肠。
贾平凹笔下的故事，完全体现于小说中
故事描写的丰富性，以及注重故事本身
的完整性。小说第一章“前言”和第六
章“后话”表面看来独立成章，实际上亦
可合而读之。如此，小说在结构上又可
称匠心独运。

人们常说，乡土是中国人的根。乡
土也是贾平凹创作重要的空间维度，他
几乎一直把“文化寻根”意识作为一种
偏爱融进小说。本书尽管没有表现出
明显的“寻根意识”，但寻迹字里行间，
还是能够触摸到这样的思想脉动。作
者在小说中特意设定了一个始终关注
着农民工命运的作家文丑良，通过他与
洗河老家村民们的对话，间接道出自己
的心声。或者说，文丑良是作者为自己
安排的“人设”。

小说的“后记”很精彩，信息量也很
大。作者写道，“写作着，我是尊贵的，
蓬勃的，可以祈祷天赐，真的得以神授，
那文思如草在疯长，莺在闲飞。不写
作，我就是卑微、胆怯、慌乱的，烦恼多
多，无所适从。我曾经学习躲闪，学习
回避，学习以茶障世，但终未学会，到头
来还是去写作。这就是我写作和一部
作品能接着一部作品地写作的秘密。”
可见，《河山传》之于贾平凹的创作之路
依然还是一个逗号，后面仍将精彩，从
中也可感受到一位作家砥砺耕耘的勤
奋态度，与读者共勉。

◎书架

这是一部由复旦大学历史
学系教授樊树志所著，由中华书
局出版的按照年代排序的中国
通史——《图文中国史》。

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中国史
中，作者博采前辈学者的真知灼
见，直面学术热点话题，以专题
史的形式讲述中华五千年历史，
传达那些值得反复吟诵的信史。

全书以图证史、以图明史、
以图补史，既有宏观的扫描镜
头，又有微观的特写镜头，是一
本推陈出新、“看的进”又“值得
看”的“大家小书”。

樊树志教授说，历史给人洞
察一切的眼光，给人超载时空的
智慧，去审视过去、现在、将来，
而不被眼前的方寸之地所困惑。

在全书的 16 个章节中，明
朝、清朝各占 3章，宋朝占 2章，
其他各主要断代一般占 1章，每
一章讲述这一时期的几个主要
问题，并勾连历史背景。在朝代

系统的架构下，每一时段选择若
干专题重点书写，尽量用最少的
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凸显各断
代的重要特点，力求深入浅出。
用既传统又现代的笔法，支撑起
全书坚实的架构，几乎每一章都
有引人入胜的看点、热点。阅读
全书，给人历史脉络清晰明了、
主要问题豁然开朗之感。

本书大量吸收考古成果，既
体现在文字之中，也体现在图片
之中。很多色彩鲜艳的图片，就
是考古出土的文物，细细翻阅，
仿佛置身博物馆。还有一些艺
术作品的图片，如《洛神赋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敦煌乐舞
图》等，展现出栩栩如生的历史
场景，把它们和文本一起互读互
鉴、互相印证、互相激荡，带来别
样的阅读体验。

历史著作一般有三种表述
形式，一是文字本，二是插图本，
三是图说本。本书不同于这三

种形式，叫作《图文中国史》，意
味着图与文具有同等地位，互相
辉映、相得益彰，简明而不肤浅，
专精而不枯燥。全书将200幅图
片和14万字的文本，有机地融为
一体。书中珍贵的历史图片，有
其自身的价值，不仅可以欣赏，
而且可以细细品读，读出它们所
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以及对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留下深刻
的印象。

在南宋时期江南经济繁荣这
一章节，配图是宋代官窑、龙泉
窑、哥窑烧制的三只瓷瓶，高清
彩图使瓷瓶的釉色、纹路、造型
等特点纤毫毕现，让读者对这一
时期的生产工艺水平之高产生
直观的感受。书中还有一处细
节设计亦可称为匠心独运——
在每一章节的末尾都有“相关
阅读书目推荐”，这是樊树志依
据自己的治学经验，给有志于
进阶读史的书友开列的延伸阅

读书单，成为送给读者的一份
阅读福利。

写作过程中，樊树志还巧妙
引用前辈学者的真知灼见，为叙
述增添思想和文采。如写到宋
朝的科学技术时，引用李约瑟的
观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到宋
朝，已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
面已经超过了 18世纪中叶工业
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在樊树志看来，写书就是要
面向读者，读者是否喜欢尤其重
要。读者喜欢的风格就是雅俗
共赏。所谓雅俗共赏，就是专业
的人看了有收获，一般的读者也
喜欢看。他擅长用简明、凝练的
语言写作，开拓新视角，提供新
启示，内容基于深厚的学术研究
基础之上，又融入前沿的学术研
究成果，文字晓畅明白，追求散
文化，读后给人以启发，深受读
者喜爱。由此可见，雅俗共赏，
《图文中国史》做到了。

放眼世界看中西文明交流
□马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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