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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 读 书

全 民 阅 读

剧 院 之 声

读 书 故 事

三 味 书 屋

  大型杂技舞台剧《聂耳》将于7月11日晚在潍坊大剧院上演。《聂
耳》以杂技艺术为主，融合魔术、歌舞、戏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整
台剧目节奏安排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记者 付东升 整理

  前些年网络上有个热门话题，说是
如果穿越回秦汉，能吃到什么呢？
  在大众的印象中，古代美食多是从
唐宋丰富起来的，尤其是宋朝的《清明
上河图》，更是向我们展示了宋代人们
生活的丰富场景。所以，一提到秦汉的
食物，大家可能觉得有些“凄惨”：是不
是主食只能吃小米高粱豆子？调味品极
少，只有葱姜当佐料？瓜果蔬菜很匮乏，
现代常见的辣椒、玉米、土豆、胡萝卜、
西瓜、菠萝、苹果一概都吃不上，因为没
有大棚技术，只能吃当季菜，所以选择
就更少？肉食方面耕牛受法律保护，压
根吃不到牛肉，其他肉类寻常人家也吃
不起……诚然，这些描述有一定真实
性，受制于生产力的因素，秦汉的饮食
选择远远没有后世那么丰富多彩。但也
有很多内容是误解，压根到不了“凄惨”
的程度。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辉多
年研究秦汉史、饮食文化史，深知秦汉
在缔造中国饮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
在深度参与了一场名为“中国古代饮食
文化史”的展览后，王辉整理了大量资
料，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撰写了《秦汉

的飨宴》一书，向读者展现了秦汉时期
雄浑壮丽的饮食文化。该书分为“食自
八方、烹饪有术、天之美禄、宴会雅集、
食制食俗”五编，从食材、烹饪、美酒、制
度、食俗、器具、礼仪等多个角度还原了
秦汉四百年间，一幅幅鲜活而生动的饮
食文化图景。
  中国的饮食文化，不仅仅是“吃什
么、怎么吃”的问题，从茹毛饮血到炊
煮熟食，从大羹玄酒到佳肴美馔，古人
的餐桌见证了上万年的饮食革命和文
化流变。饮食文化也成为传统文化重
要的组成部分。而秦汉时期，是中国历
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政治、经
济、文化等诸多制度奠定了后世格局，
饮食自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饮食
结构、饮食文化、烹饪技法、宴集礼俗
对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如
今我们习以为常的诸多饮食习俗，往
上追溯，大多都能从秦砖汉瓦中找到
蛛丝马迹。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跟人打招呼
的时候问：“吃饭了吗？”为什么不问
“吃肉了吗？吃菜了吗？吃果子了吗？”
因为秦汉时期基本上确立了以粟、麦、
稻等粮食为主食，以蔬菜和一定的肉
类为副食的饮食结构模式。这种讲究
食材搭配的杂素性膳食结构，更适合
中国人的身体结构和生理特征。因此，
餐桌上可以没有肉菜，但不能没有主
粮，也就是“饭”。一句简单的“吃饭了
吗？”，其实隐藏着中国人对温饱的极
度重视。再比如，我们对有些果蔬的称
呼，往往前缀“胡”“番”“西”“洋”等字，
这是由于秦汉时期，尤其是张骞出使

西域之后，中华大地开始大规模引进
其他地区的果蔬品种，极大丰富了当
时人们的餐桌，也再一次印证了中华
文化“兼容并蓄、容纳百家”的气度。据
考证，我国现有农作物中，至少有五十
种来自国外。
  食以体政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
重要特征之一。无论是商朝伊尹“以滋
味说汤”，还是春秋老子的名言“治大国
若烹小鲜”，或是《周礼》将“冢宰”列为
天官之首、百官之长，这种饮食与为政
相一致的观念，持续地贯穿于社会生活
之中。到秦汉时期，人们甚至从一个人
的饮食习惯判断此人的品性。史书记载
陈平，年少时曾经主持过乡里一次宰肉
和分配，因为公平合理，得到了乡亲们
的一致赞誉，认为他能成为一名好宰
相。日后，陈平果然成为了西汉开国功
臣。此外，秦汉时期实行的盐酒官营专
卖政策，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延续两千多
年的盐酒政策。
  总而言之 ，要了解中华传统文
化，饮食文化是无法绕过的一章。而
要了解饮食文化，秦汉时期同样也无
法绕过。《秦汉的飨宴》从某种程度上
说 ，是集饮食考古成果于一体的书
籍，文字中穿插了传世文献、典型文
物、封泥简牍、画像砖石、壁画帛书等
多种素材，就像带着读者在秦汉人民
的餐桌边上走了一圈，浅显易懂，通
俗有趣。读完此书，也就能更加深刻
地理解“民以食为天”，更加珍惜如今
我们所能享受到的质优价廉的食物供
给。毕竟，仓廪实天下安，悠悠万事，
吃饭为大。

关于秦汉吃饭的那些事儿
◎薛静

一一

  我在《读书人生》一文中，提到过我
的大哥（堂兄）。他是家族中最有学问的
人。他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春节回家一
次。村子里有一百多户耿姓人家，长辈很
多，但是大哥总是先到一个叫生远的同
辈人那里去拜年。
  生远孤身一人，贫穷如乞丐，住在村
头一间草棚子里。他沉默寡言，他的过往
我不知道，在我小时候只知道他是大家
都瞧不起的一个人，甚至有的熊孩子向
他草棚子里扔石子欺侮他。
  就是这么一个人，大哥每年过年回
家总是毕恭毕敬地第一个到他草棚子里
问寒问暖，说好长时间话。在我眼里，大
哥是大人物，我很敬仰他，这事让我好
奇，便问大哥为什么？
  大哥说：“你不懂，再过年回家告诉
你。”
  大哥没有食言，再过年时大哥伸出
食指点了点我的脑门儿，说：“在这儿，
是——— 思想！人无贵贱，只从这儿分高
低！”
  大哥的这句话，让我牢记了一辈
子——— 这难道不是识人智慧的最高
根基？

二二

  大哥告诉我：有条件上学，当大知识
份子；没条件自学，也能成才。
  于是，阅读成了我终生的爱好。
  书籍对我有了天然的吸引力。
  我家里除了书房存有数千册书籍
外，卧室里、床底下、孩子的车库里……
几乎堆满了书籍。有朋友指着一面旧壁
橱里摆放着的许多书问：“你都读过了
吗？”我说都读过，因为那时月工资三十
多元，有些书是每天省下一毛多菜钱买
下的！
  我这一生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到
读书上了。读书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第一
位的事情。2023年的一天，一位记者采访
我关于读书的事情时，我婉拒了。我竟然
认为我没有资格谈读书了。
  当读书读到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谈读
书的时候，当读书读到知道自己多么无
知的时候，那是摆脱了一些世俗的羁绊、
身心变得轻松愉快的时候，也是对文学
有了肤浅认识的时候。

三三

  回到本文开头大哥提出的问题上
来——— 思想的丰富，阅读能起很大的
作用。
  阅读拓展了人生的宽度，这宽度是
用思想填充的！
  文学是思想的产物，思想是文学的
灵魂，文学具有了解自己、激励自己、丰
富自己、完善自己的功能。
  爱与恨，善与恶，永远是文学表现的
主题。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鲁迅心中有大
爱，大爱之人必有大恨。
  古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
将死，其言也善。”鲁迅之将死：“我一个
都不宽恕！”
  足见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我在《闲话贪官》一文中，提到过我
家那位九十多岁的大伯母。她一生乐善
好施，和睦乡里，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有
一天她见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小乞丐倒
在了门前，她将家中仅剩下的一个煎饼
递给了那小乞丐……
  那一刻，她脸上流露出的那慈祥、那
欣慰，简直就是菩萨！
  那一刻，她脸上闪现的难道不是道
德之光？
  福克纳在领诺贝尔奖时说：“说到
底，文学的力量，就是道德的力量！”
  只有内心充满了对人间不幸的同情
和怜悯，“把握住以天下苍生为念，我们
就跟前辈的圣贤一起，站到了那条道
上。”

四四

  “志存高远的作家不会把写作当
成一种功利性的东西”——— 当你把文
学当成一种信仰的时候，当你真正感
悟到文学精神真谛的时候，创作的那
点功利性，便微不足道了，不可思议地
消失了。
  人一旦失去了那点功利心，轻松
愉悦的滋味便无与伦比——— 看淡名
利、丢掉虚荣，那是生命获得的最大
奖赏！
  创作如果是植根于爱的，把写作当
成“安慰自己生命的最有效的手段”时，
对于什么是文学的投机者，什么是文学
的热爱者，便一目了然了。
  有人的文章只有理，没有情，写得海
量，也是个写字匠；有人的文章情为重，
理在情中，写得再少也是大家。
  其实，一般写作者有“功利”心是不
可避免的，包括我自己——— 也是我终不
成器的原因了。
  可惜，当我真正觉悟的时候，真正把
文学当成一种信仰的时候，已经是后来
的事情了……

  书名：写给世界上最好的外公
  作者：(奥)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个关于爱、沟通和友谊的故事，
也是国际安徒生奖、林格伦文学奖双料作家克
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现实题材儿童小说代表
作。在这部构思精巧的书信体儿童小说中，涅
斯特林格用轻松自然而又不失幽默的语言，展
现了祖孙两代人之间的真诚对话，通过双方不
同的视角，细腻展现出两代人在思维和行为习
惯上的种种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怎样实现沟
通的。通过写信的方式，小主人公艾么学会了
自我表达，更学会了与人沟通，从而在陌生的
维也纳收获了成长、新的友谊和快乐。

  书名：漂洋过海来送你
  作者：石一枫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老话讲，隔辈儿亲。爷爷陡然去世，那豆
却在骨灰中意外发现了一块似乎不属于爷爷
的“异物”。谁知，这还仅仅是个开端。正如司
炉工李师傅所说，这天下的事儿，全拴在一块
儿呢。当那豆的手机视频里传来阿尔巴尼亚
的号子声，当发小阴晴从大洋彼岸传来了新
的线索，那豆决定，背上行囊，为了爷爷亲赴
美洲大陆走一遭。

  近日偶然读到北宋大文学家曾
巩作于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的一
篇奇文《秃秃记》。秃秃，是北宋高密
县人孙齐的儿子。孙齐曾任职嘉州司
法参军、休宁县县尉、抚州司法参军
等 ，都是当时的掌管司法的地方官
员。他先前已娶妻杜氏，后隐婚骗娶
周氏，再后“得娼陈氏，又纳之。”孙齐
后来回高密与周氏分开，不再与她相
见，却派人偷偷地将她所生的儿子秃
秃抱走。周氏与她弟弟来到抚州想要
回秃秃，被孙齐无耻拒认。周氏万般
无奈之下，向孙齐的上级告状申诉。
孙齐害怕真相败露，将秃秃从藏身之
所带回家来掐住他的咽喉，没有死，
陈氏从旁边抓住小孩的双脚，倒提起
来，把头按进一大瓮水中，小孩才死。
孙齐于是叫来差役，在寝室后面的墙
下挖了一个坑，深有四尺，将尸体埋
在里面，秃秃这年只有五岁。后任官
吏改建房子时，掘地发现了死儿，经
调查，就是秃秃。他与曾巩说了这件
事，他们都很悲痛，于是置备了棺材

衣服收敛秃秃，买砖修墓，正式安葬
了秃秃。
  曾巩愤而写下这篇文章，以抨击
这种禽兽不如的人伦丑行。他感慨道：
“呜呼！人固择于禽兽夷狄也。禽兽夷
狄于其配合孕养，知不相祸也，相祸则
其类绝也久矣。如齐何议焉？”大意是：
啊！人原本就与禽兽、野蛮人有区别。
禽兽、野蛮人对与之结合生育的，知道
不互相祸害，若相互祸害，他们同类早
就灭绝了。像孙齐这样的人该怎样评
价呢？
  我给在京政法部门任职的一位老
同学看了这篇奇文，他无语良久，只说
了四个字：令人发指！！
  此案有不同的版本，《折狱龟鉴》
中记载的案情细节比较少，而曾巩所
写《秃秃记》中描写的案情非常详细。
《折狱龟鉴》中记载，在周氏和弟弟赶
赴抚州去找孙齐的时候，孙齐就已经
为了毁灭证据将亲生儿子秃秃杀害
埋在墙下了。该书也并没有发现秃秃
尸体过程的详细记载，只是写了周氏

到饶州申诉，转运使命人把案件查明
之后，将孙齐流放濠州，然后就结束
了。《折狱龟鉴》是宋代法学家郑克撰
著的一部法学著作，成书于南宋绍兴
年间。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曾巩
所写《秃秃记》的事实来源更确切。
  像孙齐这样的禽兽不如的家伙，
丧尽天良，人神共愤，实在是不配做父
亲！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孙齐残忍
杀害无辜的亲生儿子秃秃近千年后，
却又发生了为讨好新欢将年幼的亲生
儿女推下高楼惨死的人寰悲剧。据公
开报道，2024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
被告人张某、叶某某故意杀人死刑复
核一案依法作出裁定，核准其死刑。至
此，轰动全国的重庆“姐弟坠亡案”终
于尘埃落定。
  时隔千年的这两起惨剧，令人愤
恨、叹息不已……该怎样呵护子女健
康成长、快乐生活，是新时代做父母
的好好反思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但
愿像“秃秃”这类的惨剧新时代 不
再有！

愿“秃秃”的惨剧不再有
◎丛秉政

我的文学观

◎耿春元

  书名：苹果树上的外婆
  作者：(奥)米拉·洛贝
  出版社：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内容简介
  男孩安迪因没有外婆和奶奶而感到失落，
看到其他孩子享受祖辈关爱时尤为羡慕。某
天，安迪幻想着在苹果树上“遇见”了从天而降
的外婆。这位外婆性格豪迈，带他体验了一系
列冒险；现实中邻居搬来了一位独居老奶奶，
安迪通过照顾老人，体验到了被需要的责任感
与成长的快乐。该书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讲
述了安迪在幻想与现实中收获亲情的故事，探
讨了儿童对亲情的渴望、想象力的疗愈作用以
及助人互助的成长意义。
       （本栏目由市图书馆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