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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本《发现之旅》通过讲述无数

探险家、生物学家、艺术家探索自然秘密的种

种冒险旅程，激起了读者们对于当时还算冷

门学科的博物学的好奇。它唤起了大家对自

然的审美感知以及对历史的全新认识，使人

意识到，“一个新奇物种的精彩之处，不仅在

于物种本身，更在于很久以前发现它的那次

探险之旅，以及旅途中的那些博物学家、艺术

家、水手、厨师、小偷和亡灵们。”

据说哥伦布其实是个葡萄牙间谍？而麦哲伦死于一场被低估的菲律宾部落

斗争，死时还被撕成了碎片？据说，达尔文百寻不到、无比渴望的“侏儒鸵鸟”，最后

竟然出现在了他的餐桌上？而记录这些稀有物种的美丽图片所遭遇的最大威胁，

竟是“苍蝇吃颜料的速度和画家上色的速度一样快”？这些鲜为人知的探险逸事、

八卦趣闻，都记录在了《发现之旅》和它的续篇《探险之旅》《博物之旅》中。除了通

过故事检视这些探险家们的动机和激情，书中还收录了大量丰富的手绘图片、版

画、照片和地图，以及众多未曾曝光的博物馆藏品。这些图片所描绘的新奇物种，

不断冲刷着我们的视觉感官，而这些图片背后的故事，也曾一次又一次改变着人

类看待自己的方式，还原着自然史中诸多重要事件的不同维度，更加具有人的气

息。可以说，它不仅是一套科学史，也是一套艺术史和人类发展史。

2019年12月26日 本版主编：王进波 版式策划：续理行 责任校对：绍 文

读书12

◎淑章谈古诗词

《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

作者：（德）尼克拉斯·卢曼

译者：范 劲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爱情是一种概率极低的关系，一个卓

越的悖论系统。人们膜拜理想爱情，但也

意识到其空洞。爱情的真伪无可交流，只

能自我理解。不确定和高风险，既是爱情

的悲剧之源，也是爱情的活力之源。在《作

为激情的爱情》一书中，爱情成了德国社

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的书写对

象。这也是卢曼最受大众欢迎的一部著

作，它考察了17世纪以来爱情的历史语义

学演化。卢曼从学术生涯伊始就涉足爱情主题，他对爱情现象感兴趣，着

迷于法国17世纪的通俗爱情小说，在1968/1969年冬季学期代理阿多诺

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席时，他选择以“爱情”作为授课主题。对于那代

人来说，爱情也是自由的代名词。

现代社会复杂性越来越高。爱情也脱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模

式，成了高难度的艺术、高风险的事业。爱情需要为自己发明依据，自己促

动、自己阻碍、自己诱惑自己以达到目的，闭合与自我指涉成为爱情的核

心。对于系统论的代表学者卢曼而言，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系统自身

的复杂性也需要越来越高，身处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系统中，最好的稳

定机制反而是风险和不确定本身，复杂性的自由互动才能防止系统崩溃。

◎书单

陶尽门前土，

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

鳞鳞居大厦。

一、简介作者及有关他

的几个故事。

梅尧臣（1002 年 5 月 31

日~1060年5月27日），字圣

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

市宣州区）人。由于欧阳修的

推荐，做过尚书都官员外郎

这样的官。他少年时就善于

写诗，与苏舜钦齐名，人称

“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

梅”。梅尧臣是北宋著名现实

主义诗人，他作诗主张平淡，

反对当时那种脱离实际而片

面追求华丽辞藻的文风。他

的诗通俗易懂，简练朴素，能

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比

如，《陶者》这首诗意在揭露

封建社会统治者不劳而获的

本质，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

我们知道古代写这类作品的

诗人不少，但以陶者（烧窑工

人）与统治者作对比的作品，

还是罕见的。它使读者得知

贫苦民众遍布各种行业，到

处都是。这可以看出，他的诗

不仅在反映劳动民众疾苦的

内容方面有所拓展，而且在

形式上也不落窠臼。下面再

补写两个小故事。

1. 梅尧臣不巴结有权

势者。

梅尧臣出身农家，幼时

家贫。但他酷爱读书，十六

岁时，就参加乡试（省一级

的考试），虽然未被录取，但

也不去走什么后门。后来由

于他的诗文极好，受到当时

不少人的重视。比如，他曾

受到宋仁宗皇帝的召试，赐

他同进士出身，当了太常博

士；还得到欧阳修的推荐。

即使这样，他在京任职时，

足迹也“不登权门”。按理

说，他应该主动拜访当时担

任京兆尹的欧阳修，但他不

愿前往其家，倒是欧阳修等

名人常来与他会晤。

2.梅尧臣也应是《新唐

书》的编写者。

大家知道唐书有《旧唐

书》与《新唐书》两种。由于发

现《旧唐书》缺失不少应有的

材料，所以宋仁宗时，就责成

宋祁与欧阳修等人编写《新

唐书》。其实，梅尧臣曾上奏

自著的《唐载纪》二十六卷，

对旧史的缺漏错误有多处补

充与纠正，所以宋仁宗就命

他也参与修撰《新唐书》。可

是，1060年京城爆发了瘟疫，

梅尧臣不幸染病，结果与同

年病逝，享年五十九岁。此时

《新唐书》已经修成，但梅尧

臣还未来得及把自己写的呈

给仁宗皇上。后来为了酬答

他的功绩，仁宗提拔他的一

个儿子当了官。

二、部分词语注释：

1. 陶者：烧制陶器的

人，即烧瓦工人。

2.无片瓦：没有一片瓦。

3.鳞鳞：形容屋瓦如鱼

鳞一样排列。

4.大厦：指高大的屋子。

三、赏析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在内容上

独辟蹊径。

历代诗人写过成千上

万首同情劳动者、揭露社会

不平等的作品，但就其所涉

及之范围与劳动者的类型

来看，多限于贫苦的农人、

市民与底层女子等。笔者所

熟悉的唐宋诗词中，如唐代

诗人李绅的《悯农》、白居易

的《杜陵叟》、秦韬玉的《贫

女》，还有宋代诗人张俞的

《蚕妇》等，他们所描写的底

层劳动者类型多如上述。倒

是有一首《石灰吟》，涉及到

烧石灰者，但其用意也只在

于比喻作者的品格，而不在

于描写劳作之艰辛；而且，

此诗是明代于谦的作品，写

于《陶者》之后。所以，说梅

尧臣这首诗在内容上独辟

蹊径，恐怕不算过分。

其次，独创多层次包孕

对比手法。

“多层次包孕对比手法”

指的是第一层对比中包含有

第二层对比，而第二层对比中

又包含有第三层对比。请看

《陶者》这首诗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层次的对比：前

两句与后两句形成对比。前

两句是“陶尽门前土，屋上

无片瓦”，后两句是“十指不

沾泥，鳞鳞居大厦”。这个层

次的对比，说明创造房子的

劳动者住的是破屋子，而连

手指都不动的人反而住的

是高楼大厦。

第二个层次的对比：第

一句的“陶尽门前土”与第

二句的“屋上无片瓦”构成

对比；第三句的“十指不沾

泥”与第四句的“鳞鳞居大

厦”构成对比。“陶尽门前

土”是说劳动之艰辛，而如

此艰辛的人，却住着“屋上

无片瓦”的房子；这岂不是

付出的太多太多，得到的太

少太少吗？“十指不沾泥”是

说富贵人家游手好闲，“鳞

鳞居大厦”是说他们的坐享

其成。诗人告诉世人的是：

这个世道是多么的不公道！

第三个层次的对比：第

一句的“陶尽门前土”与第

三句的“十指不沾泥”构成

对比，第二句的“屋上无片

瓦”与第四句的“鳞鳞居大

厦”构成对比。一、三两句的

对比，是诗人有意让读者看

看劳动者的手是什么样的，

再看看富贵者的手又是怎

样的：前者是满手厚茧，像

松树皮一样，处处是裂口；

而后者是白白净净，润泽得

有如凝脂一般。二、四两句

的对比，诗人又是有意让读

者得知造瓦的陶者的房上

连一片瓦都没有，而不知瓦

从何来的富贵者却住的是

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这就

进一步揭示了封建社会统

治者不劳而获的本质，反映

了劳动人民的疾苦与诗人

爱憎分明的情感。

这大概就是多层次包

孕对比手法的特殊作用吧？

最后，炼字与夸张兼用

的手法。

这里只举“陶尽门前

土”中的“尽”字与“屋上无

片瓦”中的“瓦”为例，加以

分析。

1.毫无疑问，“门前土”

是不可能烧尽（注意：这句

诗中的“陶”字是烧灼的意

思），烧得一点不剩的；但诗

人用了“尽”字，就写出陶者

不仅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

烧瓦上，而且为此竭尽了所

有的力量。于是，读者会想

到：陶者的汗水与心血全都

耗干了，可他们得到的是什

么呢？这是无声的控诉，这

是无奈的泪水！

2.“瓦”字用得极其巧

妙。瓦，本来是陶者烧出来

的；而烧瓦人的房上却“无

片瓦”。这粗看起来，是不折

不扣的夸张；但细细想想，

就又觉得这不是夸张。为什

么？君不见好多烧瓦的工人

住的都是土坯房或草房吗？

而土坯房或草房不要说一

片瓦，连半片也没有呀！你

看，这叫什么世道！？

读了梅尧臣的这首诗，

我们不禁想到了陕西民谣：

“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

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

田的，吃米糠；炒菜的，光闻

香；编席的，睡光炕；做棺材

的死路上。”

笔者也由此想到梅尧

臣的文风：提倡简约平淡，

反对脱离实际，反对追求华

丽辞藻。应该说，《陶者》这

首诗就是这种文风的生动

体现。 文/李淑章

思露花语

人生，既然追求

已经上路，那么理想

和信念也同时出发

了，而能否一路远

行，关键就看是否有

坚持不懈的意志和

坚韧不拔的精神。

痛苦和磨难让

追求者体悟人生，拼

搏和挑战让奉献者

感悟生命。

人生美丽的画

卷，所以有彩虹飞

舞，是因为从风雨和

泥泞中走过。

如果人生是一

部宝典，那么生命的

丰富多彩就是典藏

的十万个为什么。

人生，当失去时

仍能保持镇定，而当

得到时却能保持淡

定，如此修度持守，

在得失面前决不会

失去自我，甚至改变

真我。

大人有大量，故

为人方显宽容大度，

处世方可豁达大气。

无论规定 、规

矩、还是规则，只有

时刻不忘并严格遵

守，才会形成应有的

规范。

弱者，在困境中

困扰，是失势时的无

奈；强者，从逆境中

逆转，是造势后的不

甘。

人所以活得既

烦又累，有时是想入

非非，有时是无事生

非，有时是混淆是

非。

若工作单调，但

只要认真，则不会枯

燥；若生活单调，但

只有充实，则不会无

聊。

不仅有情有义，

而且更讲情讲义，故

情才会是真情，义才

会是实义。

勤劳致富，无论

是富有，还是富足，

切不可炫富；穷则思

变，无论是渐变，还

是巨变，切不可变

态。 文/巴特尔

梅尧臣《陶者》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