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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有朋友把我的新书开箱

视频转发到胡洪侠先生的“深

圳夜书房” 群，老朋友、藏书家

谢其章老师在群里说：“眼看

着绿茶兄从《新京报》书评周

刊主编的高位‘沦落到走街串

巷地吆喝’ ，心中五味杂陈。 ”

一时间，群里有几位朋友也发

表了看法：

魏英杰：不能这么说，我觉

得这种生活挺好的。

胡洪侠： 用来判断做人成

功与否的所谓“名气”“平庸”

之类，是个很主观的标准；人活

得是否更快乐更幸福， 也是一

种主观感受。 所以，前一种“主

观” ， 无力判断后一种 “主

观” 。

想想：我们来地球游玩，都

是人生地不熟的，体验一把，开

心最重要。

苇子 2012： 哈哈哈， 从视

频中可以判断开箱就是开心，

管他什么主编不主编的。

谢老师所言， 我一点都不

介意，不过，谢老师的话倒是让

我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沦落

到走街串巷吆喝” 的地步。

回想起来，我做视频至今

一年左右，这期间，几度想放

弃， 觉得像我这样的传统媒

体人， 新媒体和视频媒体早

不带我们玩了， 哪有机会在

当 下 这 种 眼 球 时 代 获 得 流

量。 前几年时常居家，让人不

得不去思考视频的可能性，

毕竟拍视频可以足不出户，

守着自己的书房和那么多的

书，总还能输出一些内容。 于

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没

成想， 一年下来也积累了五

六万粉丝。

拍剪视频很费时间， 而能

获得的流量非常有限。 思来想

去，不继续做下去有点不舍，继

续做下去又动力不足。最终，经

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思考， 决定

还是开启直播之旅。

“一失足成千古恨” ，直

播带货不是像我这样单打独

斗的玩法， 人家都是一个团

队， 各司其职。 而我只有自

己，从选品、开链接、挂车、做

封面、 开播……全部的流程

至今没搞明白 ， 每次开播前

都手忙脚乱 。 已经先后播了

七八次 ， 交易量从几百元到

二千多元 ，算是可喜的跃升 ，

但 这 才 是 万 里 长 征 的 第 一

步 ， 想要真正成为一名有价

值的带货主播， 还有漫长的

路要走，还需要体力和嗓力。

且行之。

对我来讲 ，拍新书开箱，

然后把这些书挂上直播间 ，

和朋友们聊天、 分享 ， 这跟

我以前干什么的没有关系 ，

也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方式

和阅读方式 。 我依然保持着

阅读纸质书的习惯 。 但我也

喜 欢 把 这 些 我 喜 欢 的 纸 质

书， 通过直播这种方式推荐

给更多喜欢读书的朋友们。

所以，我“自甘堕落” 成为

一名开箱、直播的读书主播，喜

欢并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

� � � � 多年来， 临床营养学专

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

院生理学博士徐嘉致力于推

广以“蔬果豆谷” 为主的低脂

全植物饮食，这是一种系统的

减法饮食方式，力求通过将食

物中的毒害因素尽可能排除

在日常食谱之外，帮助大众改

善饮食习惯，唤醒身体的自愈

力，摆脱亚健康状态 ，提高生

命质量。 他的理念与实践，体

现在《非药而愈：吃出健康的

秘密》一书中。

作者的健康理论体系，建

立在“减法饮食” 这一基础上。

而“减法饮食” 直面的是当代

营养学危机。 以往我们都有个

惯性思维， 认为疾病是因缺乏

某些营养素导致的， 所以也常

常问医生，得了病应该补什么。

但实际上，除了极少数情况，大

多数疾病都是吃多吃错的结

果， 当代营养学最大的问题就

是加法思维。

作者认为， 加法并不能真

正治疗我们的疾病。 尤其像常

见的现代病 “三高” ———高血

脂、高血压和高血糖 ，营养品

在家里堆成山，吃东西也没有

禁忌和节制，只能用药物反复

压制病情。 在作者看来，加法

是贪欲的表现，也会吸引来更

多的贪欲。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

下，健康可以变成买卖 ，大众

健康被看成大市场。 但是大市

场里是找不到健康的，因为符

合商业逻辑的事情，不一定符

合健康规律。

也就是说， 加法思维是外

求的表现， 人们的健康生活还

是要“向内求” ，回归“减法饮

食” 这一路径上来。 而所谓的

“向内求” ，就是相信一个基本

的事实： 与生俱来的自愈力才

是那个终极的疗愈能力。

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当

今社会的疾病，无论是心脏病、

糖尿病，还是癌症、自身免疫性

疾病，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

我伤害的结果。 当疾病缠身的

时候， 人们习惯四处寻找那根

救命的稻草： 吃药， 找偏方治

疗，进补营养品，做手术，甚至

求神拜佛。 其实健康的钥匙在

自己手里， 内在的自愈力才是

不生病、少生病、病后康复的关

键所在。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 我们只能专注于自

己， 相信我们与生俱来的自愈

能力， 医生能做的只是帮助我

们自愈而已。 既然是第一责任

人， 对健康生活的认知就决定

了结果。吃不吃、吃多少是每个

人自己的权利， 但是如果不把

产生疾病的源头去除， 就很难

获得健康的身体。

同时，作者也希望每个人

能建立正确的“疾病观 ” ：首

先，疾病是危机，也是身体给

我们的信号 ， 说明我们的生

活方式、情志状态要改变了，

因此它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

生病之后 ， 我们更要反思自

己做了什么自我伤害的事 ，

并且要停止这些自我伤害的

行为 ；其次 ，树立“治病如同

治水 ” 的观念 ，大禹治水时，

汲取了父亲鲧的教训 ， 用疏

导替代拦堵 ， 历经十三年最

终完成治水大业。 因此，治病

的最佳策略是“顺应自然 ” ；

再次 ，善待疾病 ，学会和自己

的身体对话， 乐观的心态可

以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

促进心脏病康复、降低血压、

减少呼吸系统感染 ， 并提升

身体的总体健康值。

总之， 身体有强大的自愈

力， 我们要给它提供自愈的条

件。自愈的条件只有两个：停止

自我伤害和保持正念。 正如希

波克拉底所说， 如果一个人希

望得到健康，必须首先问自己，

是否已经准备好断除造成疾病

的原因。只有准备好了，我们才

有可能帮助到自己。

贵 阳 日 报 融 媒 体 记 者

郑文丰 文 / 图

《雨燕飞越中轴线》：

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中轴线之旅

� � � � 今年是施蛰存先生诞辰 118 周

年，历经数载编辑整理的《施蛰存译文

全集》在沪完整面世，共五卷 17 册近

700 万字，成为研究施蛰存文学翻译理

念的基础文本， 也是研究中国现代翻

译史、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施蛰存是绕

不开的人物，他不仅深耕文学创作，更

有大量翻译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

文、戏剧等，方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温泽远透露，由

于一些历史原因， 施蛰存不少译作在

早年初版后未能重版， 有些散见于报

刊的单篇更是从未结集。 2018 年上海

人民出版社获得施蛰存家属授权，启

动《施蛰存译文全集》出版项目。

《施蛰存译文全集·小说卷》2021

年率先推出， 汇集其自 20 世纪 20 年代

起翻译发表的域外小说近 60 种，约 500

万字。 此后，诗歌卷、散文评论卷、戏剧

卷、史传卷陆续出齐，收入《域外诗抄》

《外国文人日记抄》《今日之艺术》《丈

夫与情人》《蓬

皮杜传》《尼日

尔史》等译作，

施蛰存对各种

文学体裁的翻

译得到完整展

示。

“纵观译

文全集， 施先

生 把 19 世 纪

末 20 世 纪 初

西方文化新概

念引入中国 ，

这在当年文坛引人瞩目。 不仅如此，他

还把这些理论融合在当年文化创作

中，使读者读到了弗洛伊德、意识流、

潜意识等， 开启了别样的阅读语境和

阅读体验。 ” 施蛰存长孙施守珪谈到，

全集戏剧卷中的匈牙利剧作《李利昂》

根据施蛰存未刊手稿收录， 有着极高

出版价值。

作为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领域卓越

大家、上海社科大师，施蛰存是上海这片

文化高地中具有标志性的一座高峰。

“他在新文学创作、 外国文学翻

译、古典文学研究、金石碑版研究等领

域所取得的成就， 深刻影响了海派文

化积累与发展， 更是中国现当代人文

领域宝贵财富。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

子善介绍全集编辑整理情况时透露，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 施蛰存踏上新

文学创作之路不久， 就开始了对外国

文学的翻译引介。 译作所涉国别之多、

时间跨度之大、体裁之广，都超出人们

的想象。 他先后翻译过奥地利、德、法、

英、意、西、美等国作家作品，时间跨度

从文艺复兴时期直至 20 世纪，体裁包

括长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

艺评论、传记等。 “这在中国现代文学

翻译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

“施先生身上有一种中国江南文

化的风流和才情。 江南文化的优雅与

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性、 世界性的结

合，在施蛰存身上表现得极其突出。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翻阅诗歌

卷后感慨，“原作当然是外国人写的，

但汉语译文表达得那么迷人，你就发现

施老的文字真是漂亮。 ”

回望施蛰存的一生， 他 1905 年生

于杭州，1922 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次

年转入革命气息浓厚的上海大学，两年

后转到大同大学，参加五卅运动。 1926

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 加入共青团，

与同学戴望舒、 刘呐鸥办刊物， 开书

店，参与冯雪峰和鲁迅拟定的苏联文艺

理论丛书译介；1932 年起在上海主编

大型文学月刊 《现代》 并从事小说创

作；1952 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教授；1993 年被授予 “上海市文学艺

术杰出贡献奖” 。

许旸

我为什么开直播

特约撰稿人 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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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日 记

《非药而愈》：

减法饮食唤醒身体自愈力

新作

述评

� � � � 儿童文学承担着培育时代新人、

涵养民族精神的使命。 源远流长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少年儿童

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近年来，

关注汉剧艺术的《九岁红》、呈现瓷都

发展变迁的《建座瓷窑送给你》、以赛

龙舟民俗为背景展开的《龙船》等，一

批儿童文学作品对传统文化题材进行

深入开掘。作家张之路的《雨燕飞越中

轴线》将北京中轴线的故事娓娓道来，

正是传统文化题材儿童文学的又一新

作。

北京中轴线南北延伸， 如城市的

脊梁，挑起北京城厚重的历史与现实。

《雨燕飞越中轴线》 里中学生罗燕凌

救助一只受伤的雨燕， 进而得以从雨

燕的视角由南向北俯瞰中轴线， 了解

和感受她的魅力和底蕴。 这是一场在

想象力的托举下不断打开视野的中轴

线之旅。 作者巧妙选取中轴线上的树

作为线索， 以树的历史故事串起中轴

线的文化脉络： 永定门前如焰火般炽

热的黄色银杏叶，天坛“九龙柏” 树干

上九条纵向的褶皱，社稷坛的“槐柏合

抱” ，太庙的“树上柏” ……这些古老

的树木屹立千年， 见证着一段段风云

壮阔的历史，亲历了古都的变迁发展，

也展现了今日的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

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中轴线文化

是作品的亮眼之处。 作者之所以选择

雨燕作为故事的叙述视角， 一是为了

借此在空中领略中轴线的宏伟气派，

二是由于雨燕喜在古建筑中筑巢而成

为北京的标志性物种之一。 基于此，古

建筑保护与生态保护这两个看似相距

甚远的主题，在作品中自然相融。 小说

采用双线结构， 一条线按照由南往北

的顺序介绍建筑和古树的来龙去脉；

另一条线则展现了罗燕凌从偶然救助

雨燕，到主动了解雨燕，最后身体力行

加入雨燕保护行动的过程。 一显一隐

两条故事线互相交织，相映生辉。 作品

中提及的永定门公园的绿地、 城南公

园的桃树林和育才中学操场中央的百

年榆树等， 都显示了当代中国为谋求

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平衡所付出

的努力。

作者不仅描绘了中轴线上宫殿和

庙宇的庄严神圣， 而且将笔触伸向天

桥和大栅栏的市井烟火。 天桥是老北

京曲艺和杂技的发源地， 大栅栏是前

门外著名的商业街， 它们所代表的市

井文化和商业文化丰富了老北京文化

的内涵。 作品中有不少对老北京民俗、

老字号店铺饶有趣味的介绍， 从中可

以看出作者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熟悉和

喜爱。 北京中轴线是古今交融的产物，

如果说恢弘的故宫树立起儿童读者的

民族自豪感， 那么充满生活气息的天

桥和大栅栏则让中轴线变得鲜活立体

和亲近可感，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

少年儿童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感受到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意义。 如今，经过

北京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重点文物、

历史建筑、 老城街巷肌理得到更好保

护，老城居民过上现代生活，古都神韵

焕发新的光彩。

极具生命力的中轴线， 向世界述

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貌。

《雨燕飞越中轴线》 在凸显中轴线文

化内涵的同时， 也启发我们思索古老

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

王一典

新作

推介

《施蛰存译文全集》面世

� � � � � 1923 年， 鲁迅将其陆续发表的

《狂人日记》等 15 篇白话文小说结集

出版，并“称之为《呐喊》” ，“聊以慰

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 使他不惮

于前驱” 。 为纪念《呐喊》出版一百周

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

纪念馆） 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共同举办

“但见奔星劲有声———纪念《呐喊》出

版 100 周年” 展览。 近日，该展在上海

鲁迅纪念馆揭幕。

展览从“《呐喊》的由来”“一发

而不可收”“汇印成书”“立此存照”

“不隔膜，相关心” 五个方面分别展示

《呐喊》 创作的文化积淀、 创作与发

表、结集出版、艺术再创作、翻译与传

播等相关史实， 汇聚北京鲁迅博物馆

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文物实物展品

124 件，历史资料图片 200 多件，生动

诠释《呐喊》辉煌的百年，揭示了《呐

喊》仍在不断发出回响。

展览现场展出的初版本 《呐喊》，

在 1923 年 6 月被列为新潮社“文艺丛

书” 之一付印，1923 年 8 月正式出版，

大红封面，封面文字用铅字排印；初印

1000 册，售价七角。 据统计，到 1936

年鲁迅逝世， 这本书的正式版本出到

23版。 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列部主任李

荣介绍，展览集中展示了上海鲁迅纪念

馆收藏的《呐喊》版本 69 种，包括新潮

社再版本、北新书局多个版本、鲁迅全

集出版社多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多

个版本以及其他各类出版社的版本。有

意思的是，当年鲁迅所收新潮社和北新

书局版税发票原件同时展出。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典范之作 ，

《呐喊》1930 年 7 月出版的第 14 版

最高印数达 48501 册，百年来不断被

翻译到海外广泛传播，改编为话剧公

演，创作成美术作品。 展览上有艺术

家根据《呐喊》创作的版画 、油画等

不同作品。

鲁迅对小说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

有自己的意见，在现场展出的 1930 年

11 月 14 日鲁迅致北京陆军军医学校

教师王乔南信中可以感受到。 王乔南

为将《阿 Q 正传》改编成剧本写信征

求鲁迅意见。 鲁迅在信中回复说：“我

的意见，以为《阿 Q 正传》，实无改编

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

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

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

刻的‘明星’ 是无法表现的。 ” 1930 年

11 月 6 日，王乔南将《阿 Q 正传》改

编本《女人与面包》寄给鲁迅，并请求

授以改编权。 鲁迅于同月 14 日回信同

意改编出版印行， 并表示：“实在恰如

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它化为 《女

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 ”

书名为 《阿 Q 正传俄文版鲁迅短

篇小说集》的《阿 Q 正传》俄译本 ，

1929 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

收入王希礼翻译的《阿 Q 正传》及施

图金、卡扎克维奇等翻译的《孔乙己》

《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社

戏》《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 等 7

篇小说。这不仅是《阿 Q 正传》的第一

个俄译本， 也是鲁迅作品首次在苏联

翻译出版。

1936 年 6 月 23 日，捷克著名汉学

家普实克致信鲁迅， 希望鲁迅支持他

将《呐喊》中的部分小说译成捷克文出

版。 7 月 23 日，鲁迅回信给普实克，同

意翻译且不要报酬，并为其作序言。 鲁

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一文撰写

于 7 月 21 日，表达了他对中外文化交

流的愿望：“自然， 人类最好是彼此不

隔膜，相关心。 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

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可惜走这条道路

的人又少得很。 ” 1937 年 12 月，普实

克和弗拉斯塔·诺沃特娜合译的 《呐

喊》 捷克译本由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

社出版。

1935 年 6 月， 日本岩波书店出版

由日本诗人佐藤春夫、 日本中国文学

研究者增田涉译的《鲁迅选集》，收录

佐藤春夫译《故乡》，增田涉译《孔乙

己》《风波》《阿 Q 正传》《鸭的喜

剧》等鲁迅作品。 两位译者都与鲁迅有

过颇多交流。 鲁迅认为该书“译得极为

出色” 。 据增田涉所述，《鲁迅选集》畅

销“约十万部” 。

施晨露

出版 100 周年纪念展览在沪揭幕

《呐喊》百年仍在不断发出回响

出版 100 周年纪念展览在沪揭幕

《呐喊》百年仍在不断发出回响

展览现场一角。

▲

� � � � ▲展出的初版《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