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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由市图书馆协助）

 书 海 拾 贝

剧 院 之 声

  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
而道远。”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经
世致用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希望
用自己的所学所识，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由此衍生而来的“士”的精神
内核，实际上是入世的、积极的。
  杨度，其实算得上“士”。
  看看他的名号：是维新变法的
积极支持者，是孙中山、黄兴相识的
引荐人，是清末宪政纲领的起草者，
是袁世凯复辟的头号谋士，是杜月
笙门下的清客，是周恩来介绍的秘
密共产党员，是近代佛学界无我宗
的创始人。每一个名号单拎出来，都
足以在历史的某一页留名。但放在
一个人身上，反而让人看不清其政
治指向。
  史书有点像定格的照片，我们
看到的都是某一时刻的某一行为。
想要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还
需要很多细枝末节地记录。唐浩明
所著的《杨度》，是其晚清三部曲中
的一部。《杨度》是历史小说而非人
物正传，这类小说的难点在于人物
的命运早就定好了，作者再怎么自

由发挥，也不能超出历史轨道。如何
在既定的历史走向中，用符合人物
行为逻辑的章节，给出一个自圆其
说的结局？唐浩明用《杨度》证明了，
命题作文也能写得很精彩。
  杨度的历史评价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并不高。除了给他平反的时
间太晚之外，也跟他立场“反复横
跳”有关。他生于清末、长于清末，
受的是“君君臣臣”那套传统教育，
又在老师王闿运的影响下对“帝王
之学”深信不疑。从支持康梁实行
君主立宪，到赞同革命走向共和，
再到拥护帝制鼓吹复辟，30多年的
时间内，杨度的思想内核其实一直
没有变。他期盼做宰相，期盼成就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功名利禄
梦想，尽管与孙中山、梁启超、蔡锷
往来甚密，但对革命的态度始终不
够坚定。
  一直到袁世凯复辟失败，他被
国人唾骂，陷入人生迷茫的低谷期
之后，杨度才算真正放弃了所谓的
“帝王之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他结识了李大钊，开始了解马克思
主义。至此，唐浩明的笔触戛然而
止，至于后来杨度为了营救李大钊
变卖家产，秘密加入共产党，为革命
四方奔走，这些情节全留给了读者
的想象。他具体都做了什么，我们未
可得知。杨度临终前亲手书写自挽
联：“帝道真如，而今都成过去事；医
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周恩来
晚年病重之际，也不忘嘱咐身边人，
要为杨度正名。

  历史总是这样。那些得到历史
垂青的人，总是与家国情怀、民族大
义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看，杨度确
实不是一个忠于信仰的人。一介书
生，总是梦想着身居高堂，既无脚踏
实地的行动，也无坚守道义的责任。
可细细探究，杨度也是那个时代苦
苦寻求强国道路的众人缩影。他的
心中始终装着强国梦，始终认为中
国就该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不管
身处何地，他都不曾叛国、卖国。流
亡日本的时候，他放弃了唾手可得
的荣华富贵，与梁启超畅谈理想，
写下了激励后来万千青年的《湖南
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
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
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
但观意气能终始。”这些词句，如今
读 来 依 然 令 人 心 情 激 愤、热 血
涌动。
  “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
挨一顿骂耳。”老师王闿运曾这样评
价杨度。可也是这个所谓的“痴人”，
一生用尽一切办法“入世”，希望发
挥自己的能力影响时局，哪怕被人
耻笑为“政治投机分子”也在所不
惜。敢于乱世之中以身入局，这种勇
毅的精神，已经远远超过那些薄清
名的避世者了。隔岸观火作评价易，
跳入旋涡作抉择难。以天下为己任，
杨度并没有辜负中国传统文人“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崇高
精神。
  看《杨度》也叹杨度。合上书，是
非功过，且留给后人去说吧！

  心怀赓续红色血脉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邱昭山
创 作 出 版 了 长 篇 报 告 文 学《熔
岩——— 探访红色高密》。该书从党史
人物、革命事件、红色堡垒三个维度
讲述，展现了高密从大革命时期到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跌宕起伏、波澜
壮阔、动人心魄的红色历程。该书在
形式上适当运用乡土语言，散发出
浓郁的乡土气息，可谓有温度、耐品

味、接地气。
  红色故事像珍珠一样，值得人
们好好铭记。全书分为“英烈高风”
“甲光向日”“堡垒柱天”“泉流幽咽”
四章，每章围绕一个或一组在高密
牺牲的革命英烈或者参加革命战争
的英雄人物的故事而展开。这种以
人物为中心的写作方式，与新史学
角色回归一脉相承。更为重要的是，
在本书讲述的高密革命先辈中，除
了傅书堂、夏侯苏民、宋国瑞、李丹
钧等少数几位在高密的知晓度较高
之外，其他若干人物，都是人们知之
不多甚至是陌生的。邱昭山通过对
这些革命先辈的革命历程加以还
原，让更多的人知晓那些平凡而伟
大的名字。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注意
依据史实讲好红色故事，使之流畅、
生动、易读，使得本书兼具了一定的
史学价值。
  红色资源是富矿，我们应该用
活用好这些资源。高密有王干坝、
“高密革命的摇篮”空冲水、夏庄胶
高县委旧址、拒城河烈士塔、红高粱
抗战纪念馆等众多红色文化资源。
邱昭山从拒城河烈士塔刻文、高密
党史陈列馆展陈资料、高密多本党

史及县志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编
纂的《烈士传》等资料中去挖掘，去
丰富书的内容，将高密第一个共产
党员、高密第一个党支部书记、高密
第一届县级党组织书记傅书堂，高
密党史上有名的烈士李丹钧和孔楚
白、夏侯苏民、宋国瑞以及其他众多
革命先辈的革命事迹一一呈现出
来，让人感喟不已。不仅如此，邱昭
山还深入多个村居采访了抗日战争
后期入伍的张呈瑞和徐凌彩、“红色
堡垒”中岭村的志愿军老兵崔兰彩、
“钢铁联防”大迟家村的老兵迟仁
兰、高密县委托儿所所长杜秀兰、白
庙子村的志愿军老兵傅希洪等，整
理撰写出了《两名高密籍八路军老
战士的故事》《“红色堡垒”中岭村和
志愿军老兵崔兰彩的见闻》《“钢铁
联防”大迟家村老兵迟仁兰的硝烟
记忆》等大量文章。经过不懈努力，
后来才有了这部《熔岩——— 探访红
色高密》的问世。邱昭山说：“每一位
革命英烈都是一座丰碑，每一位健
在的老兵都是一块活化石。”红色资
源是座富矿，值得并且需要大量而
艰苦的探究和开掘。邱昭山为此付
出了辛劳，且收获良多。

  张天柱和张德纯老师的著作《蔬之史话》如同一
扇窗，向我们展示了蔬菜背后的丰富故事和深厚文
化。阅读这本书，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
让我深刻体会到蔬菜与人类文明之间深刻而紧密的
联系。
  书中对100种常见蔬菜的历史渊源进行了细致
梳理，展现了它们从远古到现代的演变历程。在人类
最初的采集社会中，蔬菜是生存的必需品，成为维持
生命的基本来源。随着农业文明的兴起，蔬菜被精心
培育，逐渐融入了人类饮食文化的核心，成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论语》中所言：“君子食无
求饱，居无求安。”饮食是生存的需要，更是文化与道
德的体现。
  书中提到的土豆故事尤其感人。土豆原产于南
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最初是当地居民的主要食物。16
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将土豆带回欧洲，迅速成为许多
地区的主食，帮助缓解了饥荒问题，尤其是在爱尔
兰，土豆几乎成为了唯一的食物来源。然而，19世纪
中叶的晚疫病导致了大规模的饥荒，数百万人因此
失去生命。这一悲惨事件，反映了土豆在历史上的重
要性。
  《蔬之史话》深入挖掘了蔬菜与人类社会的互
动，揭示了食物在文化交融中的重要角色。以番茄为
例，最初在欧洲被视为有毒植物，甚至被称为“恶魔
的苹果”。这种偏见持续了数百年，直到18世纪，随着
人们对其特性的深入了解，番茄才逐渐被接受为食
品。番茄独特的酸甜口味和多样的烹饪方式，使其在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迅速流行，成为地中海饮食中
不可或缺的成分。番茄的成功，是味觉的胜利，反映
了人们在食物选择上的开放与包容。这一变化告诉
我们，食物的接受与传播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
杂的文化交流过程，涉及历史、地理、社会习俗等多
重因素。
  辣椒的跨大洋迁移同样令人振奋。辣椒原产于
墨西哥和中美洲，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探险
与贸易，辣椒迅速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欧洲，彻底改
变了这些地区的烹饪风格。辣椒的引入，为当地的饮
食增添了丰富的风味层次，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多样
化，成为各地菜肴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我国辣椒
的引入使得川菜、湘菜等地方菜系焕发出新的活力，
形成了独特的麻辣风味。这一过程展示了全球化与
生物多样化交流的深远影响，也体现了人类在饮食
文化上的创新与融合。通过辣椒的传播，我们看到了
食材的变化，深刻体会到了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
交融与重塑。
  在书中，作者巧妙地穿插了许多实用的知识，涵
盖了蔬菜的种植技巧、烹饪方法以及健康小贴士。这
些内容，丰富了读者的知识面，为日常生活增添了诸
多色彩。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判断蔬菜的新鲜度，比
如观察蔬菜的色泽、质地以及气味，帮助我们在市场
上挑选到最新鲜的食材。此外，作者还分享了不同烹
饪方式对蔬菜营养成分的影响，强调了蒸、煮、炒等
方法各自的优缺点。例如，蒸制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
蔬菜的营养，而炒制则能增强其风味。这些小知识，
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
  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言：“饮食者，生之源也。”健
康的饮食习惯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基础，而蔬菜作为重
要的营养来源，其价值不容忽视。书中深入探讨了蔬
菜的科学分类和营养成分，揭示了不同蔬菜在维生
素、矿物质和纤维素等方面的独特贡献。深绿色蔬菜
富含维生素K和叶酸，而红色和橙色蔬菜则是β-胡
萝卜素的良好来源。通过了解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更
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提升生活质量。书中提到
的健康小贴士，如搭配不同颜色的蔬菜，以确保摄入
多种营养成分，进一步强调了均衡饮食的重要性。
  《蔬之史话》通过讲述蔬菜的历史，展现了它们
与人类文明之间紧密相连的故事。书中提到的每一
棵蔬菜，都是自然与人类智慧的结晶。古代的农耕文
化中，稻米、玉米和小麦等作物的种植，改变了人们
的饮食结构，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蔬菜的演变
历程，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与和谐。它们滋
养了我们的身体，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些作物
的背后，蕴藏着人类在面对自然挑战时的智慧与
韧性。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蔬菜是历史的
见证者，是文化的载体，以一种静默而坚韧的方式，
记录着文明的变迁，滋养着人类的心灵。正如《诗经》
中所言：“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句话表达了人与
人之间的感恩与回馈，也提醒我们珍惜自然的馈赠。
蔬菜的种植与收获，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也是
人类情感与文化的传承。
  《蔬之史话》是一部让人沉醉的书，它以蔬菜为
媒介，讲述了一段段生动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在品味
蔬菜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
魅力。这本书不仅是对蔬菜的礼赞，更是对人类智慧
的颂歌。通过对蔬菜历史的深入探讨，我们理解了它
们的价值，激发了对自然、对文化的思考。

蔬菜的文化之旅
◎刘鑫

挖掘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赵廷河

是非功过留由后人说
◎薛静

  书名：半小时漫画科学史3
  作者：陈磊·半小时漫画团队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通过手绘漫画的形式，陈磊及其半小时
漫画团队向读者呈现了工业革命之后电磁
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及生物学的发展与成
就：法拉第“搬砖”不忘搞学术，发现电磁感应
现象；爱因斯坦“摸鱼”时间畅想宇宙，提出光
量子还搞定了相对论；孟德尔和摩尔根，一个
种豌豆、一个养果蝇，为遗传学飞速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弗莱明在鼻涕中发现青霉素……
不摆吓人的艰深理论，没有沉闷的史实堆砌，
爆笑漫画讲清经典理论，轻松爱上数理化生。
翻开本书，嘻嘻哈哈中读懂人类如何从蒙昧
走向理性。

  书名：故宫经典纹样图鉴
  作者：红糖美学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容简介
  “纹必有意，意必吉祥。”纹样是中国传
统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本书是介绍故宫中的
建筑、服饰、瓷器等艺术品上的经典纹样及
其配色的科普图鉴。全书按不同题材分别介
绍了几何美、自然观、草虫鸣、花鸟语、瑞兽
谱、万物生等六类经典纹样。本书不但介绍
了不同纹样的发展演变、应用、结构特点，配
有配色色值以供参考，还有清晰的纹样图以
供欣赏。

  书名：拿破仑战争：一个伟人和他的时代
  作者：英国BBC《历史》杂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为一位历史伟人，拿破仑的传记有很
多种，其中不乏经典名作。本书另辟蹊径，不
再完整叙述拿破仑跌宕起伏的一生，而是从
战争入手，着重分析拿破仑的军事生涯，尤其
是特拉法加尔海战、半岛战争、入侵俄国以及
滑铁卢等重大战事。不管是对欧洲还是对整
个世界，这些战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
本书不仅关注战争本身，也深刻探讨了战场
以外的相关事务，以及战争如何影响了世界
局势。本书由BBC《历史》杂志组织多位专家
编写，收录了之前在BBC《历史》杂志和其姊
妹刊物BBC《历史揭秘》杂志上发表过的相关
文章，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1111月月1133日日晚晚，，欧欧洲洲之之声声室室内内乐乐团团
《《暮暮光光之之城城》》好好莱莱坞坞电电影影烛烛光光音音乐乐会会，，
将将在在潍潍坊坊大大剧剧院院音音乐乐厅厅上上演演，，欧欧洲洲之之
声声室室内内乐乐团团将将带带着着原原汁汁原原味味的的烛烛光光
音音乐乐会会来来到到潍潍坊坊。。
    潍潍坊坊日日报报社社全全媒媒体体记记者者  付付东东升升
  整整理理

一 起 读 书

  日前，在城区新华书店，学生聚精会神地阅读。
阅读“充电”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摄

三 味 书 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