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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热书榜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博览群书坚定“四个自信”

□禾刀

《大国根基——中国农村改革
40 年》是《复兴之路——中国改革
开放 40 年回顾与展望》系列丛书之
一，由总论和 13 个专题组成。本书
回顾了农村改革 40 年的历程和进
展，总结了农村改革 40 年的成就和
经验，阐述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
目标和思路，提出了着力推进农村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举措，
又对粮食生产和食品安全、农村土
地管理制度、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农村财税
金融制度、乡村治理机制、农业科
技创新与技术推广、资源环境与生
态建设、农业对外开放、农村劳动

力转移、农村扶贫开发等进行了专
题研究，堪称中国农村改革开放 40
年的一部“百科全书”。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也是
一部农业发展史，归根结蒂还是吃
饭问题的不断求解，历史上许多农
民起义的肇因正是吃不饱饭，也所
以有了“农业稳则天下稳，农民安
则天下安”。

书中写道，改革前的大集体时
代看似热火朝天，但人们普遍出工
不出力，效率低下，饿肚子司空见
惯。统计数据显示，1978 年全国粮
食产量 6000 亿斤，年人均 500 斤。
虽然数十年来耕地在持续减少，但
截至 2017 年全国粮食产量仍达到
1.2 万亿斤，年人均粮食 905 斤，特
别是肉禽蛋等食品不仅得到极大丰
富，还成为农村家庭的“家常菜”。

土地承包责任制是本书重点
阐述章节。承包责任制的开创性
意义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以
契约形式厘清了各方责任，打破了
大集体时的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差一个样的“大锅饭”机制，
实现了多劳多得；二是承包制智慧
地回避了土地产权这一根本性的
敏感问题。土地承包制拉开了改
革序幕，改革从此实现了从农村向
城市、从农业向工业等多个产业的
转变。2006 年 1 月 1 日，在中国延
续了千年的农业税寿终正寝，随着
农业补贴政策的建立完善，农民收
入有了更多保障。

经过 40 年的改革，农村经济发
展取得空前进步。“农村水、电、气、
房、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
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社保等社会

事业（均实现）快速发展”。“过去 40
年 中 ，中 国 8 亿 人 脱 离 了 绝 对 贫
困”，其中主要是老少边穷的农村
地区。

本书虽然对 40 年农村改革发
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又本着极为
严谨的态度，科学公允地分析了改
革的得与失。本书前言就直陈“新
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在

‘三农’领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在新的时期，农村发展依旧面临诸
多困难和挑战，比如城乡差距、东
西差距仍然很大，农民收入来源仍
旧较为单一，农村经济抗市场风险
能力依然很弱等。

经过 40 年改革攻坚，剩下的问
题大多更难办，骨头更难啃。就目
前来看，农村改革急需在三个方面
取得突破：一是努力推动农村从参

与改革到共享改革成果，比如大力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软硬
件建设，提升社会保障能力；二是
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2017 年我
国城镇化率为 58.5%，而“发达国家
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要在 80%以
上”，这意味着未来城镇化建设依
旧任重道远；三是大力推进精准扶
贫。虽然 40 年改革成效明显，但仍
有部分农村地区受历史、地理、气
候等影响，生活条件明显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近年来，国家在扶贫方
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就是为了
努力补齐农村发展的这些“短板”。

农村改革是中国宏大改革叙
事中的重要一环。总结 40 年的改
革得失，就是为了始终保持清醒的
头脑，积攒经验，以便在未来发展
中胜不骄，败不馁。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百科全书”

■品味

□胡艳丽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这
是范仲淹所写下的《斗茶歌》，歌中记录了在宋
代盛极一时，后来却泯灭于时光之中的斗茶艺
术。斗茶是以团茶为基础，即茶叶采摘之后，
经过洗涤、蒸芽、压片去膏等一系列复杂工序，
制成茶饼，这就是“团茶”。待要饮用之时，取
团茶磨末，调制成膏，而后“点茶”。

“点茶”技艺，炉火纯青便可称为“分茶”，
北宋《清异录》中记述：“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
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
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可谓出神入
化。宋代文人雅士亦喜斗茶，所谓斗茶，主要

“斗色斗浮”，色是指茶汤的颜色，而浮是指茶
沫咬盏的时间。想着宋人斗茶时，小小杯中

“乳雾汹涌，溢盏而起”，是否令人心驰神往？
一个多么精致、优雅的宋朝就这样泯灭于

时空之中。时光转瞬千年，那个风雅的宋如今
只能在故纸堆及文物中去找寻。《风雅宋》中，作
者吴钩以北宋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为
引，辅之以衍生本及其他史料、绘画作品，在近
千年以外，慢慢还原宋时京都人的生活日常，还
原那个被陈寅恪先生鉴定为“华夏民族文化，历
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时代。

宋时的家具，床与塌、案与桌、椅与凳、屏风、
台、架、几，都是那么简洁而有韵致。正如吴钩所
言“宋式家具的审美风格，正是宋朝士大夫的雅
致审美时尚在器物上的凝结，也是宋朝文人闲
适、优雅生活的折射”。宋时的高型家俱，都有一
种卓然而立的士大夫之风，不饰奢华，坦荡独立。

书中用各种画证，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
事实，在宋代，人们打官司上堂是不必下跪的，
平民见到官员甚至是皇帝，也不必诚惶诚恐，
屈膝伏地。至于现代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动
辄下跪的镜头，多是今人的凭空臆测。当然这
种臆测也是有原因的，书中记述：至迟在明代，
跪迎圣驾已列为国家制度，“洪武五年定：车架
出入，有司肃清道路，官民不许开门观望、行
立，所在官员父老迎驾者，于仗外路右叩头俯
伏⋯⋯”。清承明制，下跪似乎便成了清朝子
民的家常便饭，打官司要跪，下级见上级要跪，
地位低下的见尊贵的要跪。这身体上的一跪
容易，精神上要想再站立起来就难了。

为了进一步还原宋代的真实面貌，吴钩又
对唐宋之画进行了梳理比对，这一比对居然比
对出了一场“城市革命”。吴钩推测，唐末由于
五代战乱，很多坊墙倒塌，到了宋初，居民自行
扩建建筑物，侵街不断，导致坊墙渐渐退出历
史舞台，曾经管理森严的“坊市制”“夜禁制”也
开始瓦解，城市居民获得更多的自由，城市商
业得到空前发展。

商业的发展，开放、自由是前提，宋代开封
的夜晚“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舍勾栏，酒楼茶
坊，笙歌不停，通宵达旦”，这既是当时开封人生
活富足的表现，也是政治开明，民间充满活力的
一种侧证，但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样的夜夜
笙歌中，宋朝也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不论是书中所展现的宋时文明，还是那些
遗失的士大夫精神，恢复并还原它们，并不符
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去追问、探寻这些千年
前的文明遗失、消解的原因，避免重蹈历史的
覆辙，则更有利于今时社会文明的再发育。

透过茶里烟花
咀嚼宋时风雅

□马媛媛

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这个跨越时空
的伟大构想顺应当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赋予了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
代内涵。同样的，“丝绸之路”更是各种美食
的集合地，那些特色美食，让人大开眼界，大
块朵颐，回味悠长。

湖南美食作家巴陵对美食文化有着深
入研究。2007 年，他与妻子有机会行走在
丝绸之路上，见识了许多人文风景，品尝到
许多从未尝过的美食。他将这条经济文明
之路上那些东西方饮食文化交融的特色美
食，整理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本

《丝绸之路上的味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诞生的。

巴陵重点选择了洛阳、西安、兰州、天
水、敦煌等有名的地方，一路前行，一路吃
喝。洛阳水席的“酸辣味殊，清爽利口”让人
欲罢不能。其中的“八冷盆”“四镇桌”“八大

件”“四扫尾”更展现了洛阳水席的精华，体
现中原文化的饮食特色。到西安不吃“肉夹
馍”等于白来，肉夹馍也是有讲究的，根据肥
瘦分为三种，适合不同年纪的食客。一碗秦
镇凉皮不仅爽口美味，更具有汉中美食特
色。对于汉中人来说，一碗凉皮舒爽的不光
是胃，更是一份故乡情。

锅盔大如锅盖，和面、揉面，特别讲究。
别看锅盔看似硬邦邦的，可是，吃起来却韧
性十足，还特别抵饱，特别适合路途上充
饥。长安城不光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有许多
与美食有关的大人物。比如，魏征长安城里
吃醋芹，李白长安斗酒种诗情。岐山臊子
面，则有顺口溜“到了岐山县，先吃臊子面；
岐山照壁背后面，皇帝吃了都称赞；臊子面
几千年，文王遗风代代传”。这顺口溜让臊
子面名扬天下。

兰州吃碗灰豆子，喝杯八宝盖碗茶，来
碗正宗的兰州拉面，还没吃过瘾的话，再搞
个手抓羊肉，新疆大盘鸡，保证让你吃得打
饱嗝。每个地方的人对于饮食都有自己的

需求与习惯，吃肉、吃面，各有各的选择，也
各有各的味道。

在巴陵的丝绸之路美食日记里，闻到了
香味，感受到了独特的特色饮食文化。

沿着丝绸之路品美味

□邓勤

台湾生活美学家蔡颖卿认为，启动厨房
魅力的永远是人——人无拘的心与万能的
手。因此设备再简单的厨房剧场，也会因为
上戏的人认真投入而发光变暖。蔡颖卿将
厨房看成剧场，而做菜是一种表演，但观众
不一定是别人。如果你把自己也当成重要
的观众，珍惜每一次做菜的机会，享受每一
段从思考到完成的过程。你就会了解，为什
么蔡颖卿会把它说是一种“表演艺术”。

蔡颖卿的所有作品传达的都是借由双
手用心经营生活的理念，学习做一个懂得珍
惜物、用、情、感的生活者。我们不能失去生
活中的每一项平衡，也不能失落在物质丰裕
的表象中。蔡颖卿告诫我们，要学会从生活
中感悟爱，并将爱返还给生活。蔡颖卿最新
出版的《回到餐桌 回到生活》不只是一本
实用的厨事工具书，更传递延续了她对生活
的表达：从爱出发，用心做事。从概念的讨
论到练习的落实，通过厨事的分享来印证她

对生活的信念。一餐一饭中深藏着我们对
生活真挚的爱意，也蕴含了我们安于日常的
不凡力量。

本书包括概念篇、实作篇两部分。在概
念篇中，蔡颖卿谈到了食材的切理、关于烹
饪的 5 个动词、掌握调味等烹饪之道。以

《厨房中的粉为例》，粉即芡粉，作者认为勾
芡最忌讳芡粉聚结成粒地出现在菜中，这是
温度使粉不均匀的凝固，只要调整火力与搅
拌动作，就可以把芡勾好。在实作篇中，作
者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解了主食、蛋、猪
肉、牛肉、鸡肉和豆制品等食材的代表性菜
品，有材料、做法和注意事项，相信读者看了
这些文字后不仅会勾起食欲，还会情不自禁
地走进厨房，来一番如法炮制，从而在饮食
里体会时间、火候、刀功与经验的力量，发现
生活的爱与关怀。

食物的剧场范围可以小到一道菜，也可
以大到整个用餐环境的氛围。变化的可能
多不胜数，所以不必担心材料的有限。让我
们回到厨房，回到餐桌，用心地经营每一餐、
每一饭，除了享受忙的乐趣，更特别的是遵

循自己的创意与美感，舞动出食物的百态之
美，用双手改变生活的质感。亲手照料的美
食，有着隐而不彰的美好。我们在给亲人烹
饪美食的时候，还能收获亲情和感动，这应
该是烹饪的最大价值所在吧。

在厨事里重拾爱与关怀

□杜学峰

足球运动为什么会让不同人种、肤色的
人们都沉醉其中，爱得癫狂痴迷？答案或许
会有多种，但用人类学的一些观点去看待和
认识足球，并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这的确是
一个新颖而有趣的话题。英国著名动物学家
和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为什么
是足球？》，就在这方面做出了有效的探究。

众所周知，足球与人类学本是两个风马
牛不相及的物事，但对于喜爱足球的人类学
家莫里斯来说，用专业的素养，站在人类行为
研究的角度去探究足球运动的魅力，却是学
术上一种大胆的突破和创新。在他看来，足
球运动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活动，从它诞生的
那天起，到队伍的建立、战略战术的运用、以
及球星的产生、球迷的拥戴，直至球队的各项
管理，整个过程都可以用人类行为学中的一

些理念和方法去分析和解读。莫里斯形象地
将足球与“部落”作对比，进行了大道至简的
诠释。

为了真正找到人们如此狂热迷恋足球的
内在原因，莫里斯决定开展一场田园调查，用
事实和数据去说话。于是，他先后踏访利物
浦、里昂、拜仁、巴塞罗那、曼彻斯特、马德里
等城市。落笔成文中，他又从部落之根、部落
仪式、部落英雄、部落标志物、部落长老、追随
者、部落方言等 7 个方面，条分缕析地研习着
每一个细节。通过考证和比对，莫里斯得出
结论，足球比赛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性的狩猎、
一种程式化的战斗、一种戏剧表演，也是一项
宗教仪式。球队上下像极了原始社会时期的
部落群体，换言之，足球与部落间存在着某种
程度上的高度契合，许多地方都能一一找到
息息相通之处。

部落是历史的产物，而小小的足球为什
么能带动几亿甚至数十亿人的集体狂欢？读

罢全书，豁然开朗。激荡人心的背后，实则靠
的是文化，因为，这场智慧和力量的对决，不
但充溢着进取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在它身上
始终都能清晰地看到一种人类永不言弃的奋
斗精神。

小小足球美在哪？

■读而思

■网上阅读

作者：宋洪远
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推荐：
小说《当我足够美，才能留住你》讲述的是一个

与抉择和爱情相关的故事。多年后的再次相遇，已
是著名编剧的汪佩佩给一线男星苗凯提交了一个剧
本，名字叫《我要我们在一起》，讲述了一段他们曾共
同经历的以及一些彼此不知的曾经：他们相爱，他们
是不甘于沉寂在小城市的“同类”，但在难以融入的
北京——那个五光十色却不曾属于他们的大世界，
本可以相拥取暖的他们，却因为误会与无奈，失去了
彼此。他们用难以想象的付出和疼痛，换来了所谓
的“成功”，可是爱情却迷失了方向。朱沐用极其细
腻的笔触将这些人物的命运描绘得逼真而心痛。

《当我足够美，才能留住你》少了甜腻的言情
感，多了对人性剖析的深沉感，以及对女性觉醒意
识的唤醒。通过这个新的故事，朱沐旨在传递一种
自爱力，这种自爱力从两个方面展现：内在力量与
外在力量。内在力量即自爱意识的觉醒，自爱，沉
稳，而后爱人。而所谓外在力量，即一种保护自己
的力量，外表看似柔弱的朱沐却是一位咏春拳爱好
者，与叶港超师父开咏春馆，传播推崇咏春文化，是
她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小说里就揉进咏春的
元素，朱沐希望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咏春，运用咏
春的力量让自己心静下来，让自己在遇到外力伤害
时能有还击之力。

朱沐说，爱情是我们一生最难遇到的美好，要
珍惜它的存在，也要宽容它的离开，就像你最初遇
到它时。

编辑推荐：
值汶川大地震 10 周年之际，李鸣生的潜心之

作《震中在人心》的修订典藏本出版。作者在原书
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修改增补，将原有的“四幕”24 个
镜头，补充为“五幕”32 个镜头，增加了大量现场拍
摄的图片，使其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本书曾获鲁
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上海重大文艺工程精
品图书奖，中国长篇广播金奖。

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汶川大地震对于人心的震
撼与重创，真实地讲述了大地震如何粉碎、历炼、重
铸人心、人性、人情和人品的诸多感人故事。并将
传统的主流化叙事转化为作家个性化叙事，对废墟
上复杂而微妙的人性作了独具匠心的文学呈现；同
时用强悍的话语力量控制事件叙述，用融入式的情
感因素把作者和入到灾难事件的现场，让我们在字
里行间清晰地听到作者奔走时的喘息、流泪时的感
动、按下快门时的颤抖以及直抵真相的怒问；加之
逼真的照片直击人心，泪浸的文字令人反省，给人
以强烈的震撼与久远的思考。

李鸣生获得过 3 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品有
“航天七部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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