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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中华民族传承千百

年的传统习俗，是中华儿女共

同书写的文化记忆。即将到

来的农历乙巳年，我们将迎来

首个“非遗版”春节。首个“非

遗”春节怎么过？一本好书的

陪伴自然是不错的选择。第

53期“百本好书送你读”推荐

书单中，《四海之内》为你揭开

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层层真相，

《细胞传》带你走进细胞的神

奇世界，《璩家花园》讲述一个

家族的70余载变迁，《真年龄》

告诉你青春常驻的秘密……

让我们在不同的好书中收获

智慧与感动，一起迎接蛇年新

春的来临吧。

揭示层层迷雾下的历史真相
哪些看似没那么重要的事件左右了历史的走向？哪

些人物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的发
展更多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对于一段历史的解
读，是否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
的《四海之内》选取了中国历史的40个重要片段，从浓墨
重彩的具体事件出发，在旧史料中挖掘新观点，把藏在历
史背后的真相与细节娓娓道来。

荐书人说>>>

邱小群（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九久读书人副总编辑）
古人说“读书所贵，得间后可”，意指读书最可贵之

处，在于从字里行间发现隐含的意义。此处的“间”原指
门缝、骨缝，引申为事物的空隙。在历史研究中，“得间”
意味着不仅研读正史，还要从稗官野史和考古成果中搜
集资料，补订考证，揭示历史的另一侧面。葛剑雄教授的
这本书正是对“读书得间”的一次践行。他笔下的历史片
段，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常读常新的文化养料。这些
考究的史料与鲜辣的观点拨开了层层迷雾，以独特的视
角揭示了被传统叙述所掩盖的历史的侧面，丰富了我们
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关乎人与时代关系的故事
世事如潮过，寻常百姓家。《璩家花园》是作家叶兆言创

作的最新长篇小说，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里两个家庭、三
代人悲欣交集的人生故事为主线，书写共和国70余载史
诗。恢复高考、对外开放、出国潮、下海经商、国企改革、发
展经济……“璩家花园”目睹了主人公天井及一众亲朋好友
和街坊邻居的命运起伏，也见证了众多历史时刻。

荐书人说>>>

魏玮（译林出版社编辑）
这是叶兆言先生已经出版的14部长篇中体量最大、故

事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叶老师曾说：“这是我真正看家的
书。”他将半生的亲历、三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文学的
不懈探索融合在这部留给女儿的书里。当我们跟着他的讲
述了解了璩家花园的风风雨雨后，合上书本的一霎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关于南京的故事，而是关乎我们每个人，关乎人
与时代关系的故事。

用文学性活化历史叙事
《王氏之死》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写的一本关于清初

中国底层社会研究的历史类书籍。史景迁一向偏重文学性
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
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
命。以资料而论，《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是本
书的重要依据。本书使用的第三种资料《聊斋志异》属于虚
构的小说，作者大量使用来建构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心灵
图像，从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历史文献和文学
作品并治一炉的手法，反而显现了作者的创意和先见之明。

荐书人说>>>

武黎嵩（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曾经我们把《聊斋志异》当成是一个鬼狐仙怪的小

说，而今我们可以站在17世纪后半叶的历史维度中，重新
观察它的内涵，寻找更为深刻的历史逻辑。故事始于
1668年的郯城大地震，在某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示了普
通人如何求取欲望与生存和道德感的平衡。主角王氏本
是一个无名妇人，她在与人私奔的途中被抛弃，最后返回
家乡，引发了一串复杂案件。如何重建一种回归传统的
合理秩序？《聊斋志异》成为我们认识那个世界的钥匙。
作者使用的文学性的叙述和渲染手法，不同于分析考据
性的研究著作，而是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
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是以一种画卷而非结构的形
式，展示那个时代。

共谱“细胞之歌”
在普利策奖得主、细胞生物学家与医生悉达多·穆克吉

的《细胞传》笔下，探究细胞的历程与科学家、医生、患者的
人生经历融合在了一起。从发现细胞、了解细胞到利用细
胞进行治疗，在伤痛与希望的交织中，经历了百转千回。这
些内容与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息息相关，也为攻克诸多世界
性医学难题开辟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细胞世纪已经到来，未来人类可以修复与重建更好的自我。

荐书人说>>>

仇子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副院长）
只要一眨眼的工夫，我们人体的数万亿细胞内，已经完

成了无数次生化反应，而细胞的分裂、修复和死亡更是一个
复杂精密的过程，无论是基因突变还是癌细胞的出现，任何
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出乎意料的连锁反应。生命的
奇迹不仅在于其复杂性，还在于其脆弱性。“细胞之歌”是对
这本《细胞传》英文名字的直译。我想，细胞之歌的歌者，有
研究细胞的科学家，有在显微镜下观察患者病变细胞的医
生，还有千千万万的细胞疾病患者。细胞之歌还会继续，希
望科学家与医生携手，与无畏的病患一起谱写更多更动人
的细胞之歌。

用客观视角讲述历史
《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这本书从北到南、

由冬入春，穿越了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
途经8个国家、23个城市。书中不仅讲述了这片土地上
关于战争和民族、家园和重生的故事，还通过与当地居民
的攀谈，深入探讨了民族性格、国家立场以及在当下，人
们对于“何处为家”这一普遍性问题的思考。

荐书人说>>>

王涛锴（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通过了解巴尔干，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深入到巴

尔干地区去探索当地人的心灵世界，探索当地人在这块
土地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我很难去想象，也很难
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刘子超这本基于旅行完成的非虚
构作品，突破了不同族群的边界，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
深入巴尔干地区进行探寻，因为没有冲突、偏见和利益
交织在其中，得以用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去呈现历史，
并且呈现这段历史对人的影响，和人在这段历史中的命
运变迁过程。读起来有一种小说感，有一种吸引力，让
人欲罢不能。

保持年轻的秘密在哪里
《真年龄》是有关人类衰老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衰

老是人类无法避免的自然过程，但每个个体都会有与他
人相异的衰老程序。作者在书中指出人类拥有两种年
龄，生物年龄（真实年龄）与数字年龄（时间年龄），真实年
龄显示了我们身体、器官、组织和细胞真正的运作效能。
真实年龄与数字年龄并不必然同步，保持年轻的真正意
义在于让身体尽量远离疾病的困扰。

荐书人说>>>

张维（重庆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中心主任）
年龄不是以年数来衡量的，大自然并不平均分配能

量。有些人出生时就已经老态龙钟，而有些人到了70岁
仍然精力充沛，为什么？《真年龄》通过精湛的解释，阐述
了衰老的根源以及衡量我们“真实年龄”或“生物年龄”的
进步，从而弥合了我们对疾病和衰老理解的差距。莱文
博士通过最新长寿科学进步的成果，绘制了如何逆转生
物年龄的认知图谱。对于任何希望提高健康水平、延长
寿命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读的。

细腻讲述中国考古初创故事
《荒野上的大师》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初创

的故事。作者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营造学社四大机构的发展为主线，描
绘了中国考古的诞生经过。从这四大机构里走出了诸多
考古名家，作者讲述了他们在考古现场和学术书斋中的
工作与贡献，突出了他们在逆境中开辟新天地的勇气和
毅力，表现了他们在内忧外患之际为国效力的感人事迹。

荐书人说>>>

张向荣（文史作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这是一部不错的历史非虚构作品。虽然，书中写到

的那些人和事，或多或少，或早或晚，曾读过、听过、感慨
过，但汇总到一起，以如此细腻感性的笔法娓娓道来，不
但事事皆有出处，而且还那么流畅和恰到好处，作者用心
用力，可见一斑。本书的脉络从地质切入，从建筑淡出，
一条线曲曲折折，不绝如缕，那些近代学人在战乱中走出
书斋，在田野考古领域拓荒，至今想来，荡气回肠。总体
来看，本书在叙事、剪裁、结构等方面，皆有可学习之处。

如何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
作者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对“小镇做题家”的

家庭背景、学业表现、社会适应、就业出路等情况作出客
观全面的分析。本书以通俗的语言、翔实的数据、生动的
案例，结合受访者口述，呈现了农村与小镇青年社会流动
征程中的内心世界，并力求揭示在精英大学中个人的生
命历程是如何与宏观的社会进程相缠绕的。

荐书人说>>>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作者笔下的那些孩子，如同我身边的学生，他们的眼

神什么时候比较自在，什么时候比较自然，什么时候比较
自信？我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自尊，自尊有两面，有时候是
躲闪的，有时候又是挑衅的。什么时候能够平视而自在
地和自己和解，和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和解——我并没觉
得他们有特别大的不同，这背后只是一个差异，差异背后
既是他们非常珍贵的生命历程，又是一种多元，这是我们
需要去珍视的。他们如何破茧而出，在时代大潮中真正
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不仅是这一代人的必答题，也是时代
难题的破解之道。

见证一个图书馆的诞生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是一个真实的事

件。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杨素秋到西安碑林区挂职一
年，主持西安碑林区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的灵魂是书
目，在确定图书馆书目的过程中，她遇到了各种潜规则和
来自各方的阻力，关关难过关关过，最终，理想与现实得
到了最大的平衡。

荐书人说>>>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位青年学者，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服务社会，

其中的坚守和努力，体现的正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品
质。杨素秋用温婉的笔调叙述了她理想的图书馆是如何
建成的，这位文弱秀美的女生，在所有的细节叙述中都洋
溢着人文主义者的光泽和趣味。一座区级图书馆从无到
有的建设过程被记录下来之后，新生与建构的力量使阅
读的光从纸面一点一点透出，弥合了不同的阅读经验。
这部书并非宏大叙事，但它深深吸引了我，我读到的是一
种文化生态。它是一本关于“杨素秋们”的书，一幅人文
主义的肖像。

舌尖上的宋代美食
《山家清供》是南宋文人林洪所著的一部极其富有文

学韵味和医学养生知识的饮食笔记。每篇记叙简短有趣，
注释详尽，多穿插有关历史掌故、诗文，作者文笔优美，描
述生动，还配有精美的插图，给读者美的享受。许多菜肴
别出心裁，独具一格。本书在烹饪方法描写的基础上，增
加了中医学、本草学、养生学、膳食学等各方面知识的延
伸，适合普通读者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爱好者阅读。

荐书人说>>>

肖化化（重庆出版社科技分社社长兼总编辑）
本书收录以山野所产谷物、蔬菜、水果、动物、鱼类、

海物为原料的美食，叙其名称、用料、烹制方法，行文间不
乏与美食相关的掌故、诗文、作者个人经历。它以简洁优
美的笔触，描述了众多具有宋代特色的食物与饮食方式，

“碧涧羹”“冰壶珍”“梅花汤饼”……一道道美食仿佛一幅
幅流动的画卷，让人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感受宋代文化的
独特魅力。文化价值上，本书为我们今天研究宋代饮食
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食材的选取、烹
饪技术的传承以及饮食方式的记录，我们可以深入了解
宋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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