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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木枯凋不改姿，千秋风雪压高枝。
仰瞻云汉窥深谷，傲立岩头天下知。

红岩松
■王 山

我们祖先的生活是怎样的？人类
从何而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样
的好奇心关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这是考古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与发
展的基础。

这部《无字史记》（中信出版社，
2021 年9月）就是从基因角度阐述远
古考古学的作品。作者波音，曾任《世
界遗产》等杂志主编，出版有《草与禾：
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航海、财富
与帝国》等多部历史类、科普类著作，
文风平易通俗，考据扎实周详。

作者娓娓讲述，层层揭秘：数百
万年前，猿人开始使用双腿直立行
走，但是，这些古人类统统都湮灭了，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距今7万~
10万年左右的智人才是我们人类共
同的祖先，他们是怎样把遗传因子遍
撒在世界各地的呢？作品从古人类
的生活讲起，然后是现代人类的诞
生、走出非洲的智人，核心内容是中
华民族的远古史。该书破除了一些
错误的印象，描摹了无字时代的人类
社会的面貌，让我们的崇古之情更有
了落实之处。

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渐渐浮现
眼前。作者带领我们追踪智人走出
非洲、踏遍各地的足迹。基因研究逐
渐还原了各个族群的人类在何时，以
及如何生成各自体质特征的过程，分
析这些特征的内涵，讲述不同族群的
混合与变异的过程。我们得以了解

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与流传至今的
神话传说之间的差异，重新建构接近
真相的古代史，理解人类这种生物的
来龙去脉。

作品详细呈现了沿着海岸线行走
与从内陆沙漠草原地带突进的两支智
人队伍的行程，他们渐渐演化成了游
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作品后半部分
集中描绘中国古代史，讲述二里头文
化、良渚文化等古代遗址的特征，讲
述夏商周直至汉代的中原王朝与周
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关系，以及这些少
数民族部落东突西进所带动的历史
格局的动荡变化，还有羌族、百越、台
湾高山族等民族与汉族的血缘关系，
作者还讲述了粟黍菽等谷物种植、牛
羊马等家畜驯养对于人类聚居生活
的影响等内容，这是最早的中国，我们
祖先的家国。

这个过程揭示了一个基本事
实：生物基因进化是遵循达尔文“适
者生存”原理的，而文化基因进化遵
循的是类似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
理。不同族群之间的DNA排序显示
了地球上的现在的人类都来自同一
个老祖宗，只是在后来的自然环境
状态里发展出了更适于生存的特别
的基因链，但是，联结我们的更深层
的情感，一定是累代传承的文化基
因，这是构建了每个族群强大凝聚
力的文化之根。

基因研究是一项技术，这项技术
用于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更清
晰的证据。藏在我们的DNA之内的
是一部浩瀚而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录，
它需要全人类的共同书写。

打我记事起，我就认为鸡蛋是个
好东西。

我的老家在大凉山麓的农村，家
家户户都养鸡，哪个亲戚生了病，谁家
媳妇坐了月子，都会拎包鸡蛋前去探
望。母亲在老家也养了一大群鸡，养
的鸡多，自然鸡蛋也多。小时候家里
穷，逢年过节都吃不上几个鸡蛋。而
现在，母亲就像要把过去没吃上的鸡
蛋给补回来似的，每次回老家，就换着
花样，给在外地工作的我们做鸡蛋吃，
什么煎鸡蛋、荷包蛋、石头蛋、蛋花汤
等，不一而足。然而对我触动最大的，
却是母亲做的蒸鸡蛋。

蒸鸡蛋在老家也叫蒸蛋、蒸嫩
蛋。打开百度，词条这么说：蒸鸡蛋是
将打好的鸡蛋放进微波炉蒸，可用作
私房菜食谱，可作补虚养身、健脾开
胃、营养不良及治疗贫血之用，口味咸
鲜，营养价值丰富，且操作简单。

我有晨跑习惯。沿着漂亮的东坡
城市湿地公园跑一圈回来后，磕两颗鸡
蛋放进碗里，再放少许猪油、食盐，加水
调匀，放到燃气灶上用火蒸。我调鸡蛋
用的水，是头天晚上凉的白开水。

怎么母亲做的味道就比我做的鲜
嫩呢？我原以为是生态鸡蛋的缘故，
再加上柴火的威力。前些日子回老
家，母亲说给我们找找儿时的回忆，做
包谷饭给我们吃，顺便把调好的蛋液
放到甑子上一起蒸。当我看到母亲把
滚烫的米汤往鸡蛋碗里冲时，我的表
情一下子惊讶了起来。

在我的认知里，加入滚烫的开水，
鸡蛋不就成了蛋花汤，可以直接食用
了吗？难道蛋花汤还能蒸成凝胶状的
鸡蛋羹，既保留了鸡蛋的香味，又像嫩

嫩的豆腐，便于食用，易于消化？
饭熟了，母亲端出了蒸鸡蛋。那

绸缎般质感的鸡蛋羹，沿着碗的四壁，
微微向中间凹陷下去，金黄的色泽连
同四溢的香味满是诱人。舀上一勺，
用嘴一嗍，鸡蛋羹闪动的腰身还没来
得及定格，就已经滑过喉咙，留在嘴里
的是满口的余香。

为弄个水落石出，我又翻着食谱
钻研了一番。小贴士这么说，蒸鸡蛋
要加温水，如果加入热水，鸡蛋会直接
被烫成蛋花汤，而如果加凉水的话，鸡
蛋从液体到凝固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就会比较老，不嫩
滑。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母亲这么
做，我真不敢相信，蒸鸡蛋是可以加开
水的。

尽管如此，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
仍将信将疑，不敢大胆照做。后来在
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

理，头一次是往鸡蛋碗里加温水，第二
次又用热水，第三次直接加了开水。
事实再一次证明，母亲蒸鸡蛋的方法
是管用的。

母亲说，用开水调鸡蛋，不仅节省
火力，而且蒸出来的蛋味道更鲜嫩。
陆游有首名诗《冬夜读书示子聿》，诗
中云：绝知此事要躬行。母亲的蒸鸡
蛋，确是让我深深地触摸到了“纸上得
来终觉浅”的道理。

九开八闭门十七，江十渝四三陆地1。
开闭相间有讲究，储金2都开是唯一。
两江朝天接圣旨，西千洪临闭开随3。
定远不通才通远，固若金汤五福齐4。
翠东安太人和气，收放自如下半池5。
跳过双开凤望南，山水之城景更奇6。

注1：“江十”，指临长江有十座门；
“渝四”，指临嘉陵江（古称渝水）有四座
门；三陆地指西边连接陆地的三座门。

注2：正南边的储奇门和金紫门
相邻，都为开门（故比闭门多一个）。

注3：从朝天门（开）始，北边临渝
水的依次是西水门（闭）、千厮门（开）、
洪崖门（闭）、临江门（开）。

注4：挨临江门的是定远门（闭），
过来是通远门（开），相邻的是靠近五
福宫的金汤门（闭）。

注5：从朝天门（开）始，南边依次
是翠薇门（闭）、东水门（开）、太安门
（闭）、太平门（开）、人和门（闭）。它们
收（闭）放（开）有序地与下半城连通。

注6：从人和门越过储奇门和金
紫门，紧挨着就是凤凰门（闭），然后通
过打开的南纪门眺望，可以感受山水
之城的日新月异。

重庆老城门
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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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蒸鸡蛋蒸鸡蛋
■刘友洪 这片山水

■谭建兰

海兰云天。 高兴明 摄

渝东南有个村，很早前就用泥瓦
盖屋，于是就有了瓦屋村；瓦屋村有一
湖水，水滨靠山，于是便有了山水；人
之痴恋这片山水，于是就有了痴人。
蹭一湖水的碧绿，普万棵李之乐章。

春天的音符轻快，携剪剪风裁冰绡
缀于枝头，满山又遍野的白，像春天的
一场雪。翠绿的松林间或镶嵌其间，松
绿花白便入了湖的心。风儿轻轻地吹
着，悠悠的香味便弥漫开来。行人惊其
清丽婉约，于忘忧塔盈满一袖的香来。
猛然间竟读出了大地的诗行，这诗行悠
远而壮美，于是一传十十便传到百。

夏天的音符有些热烈，一圆溜小不
点藏叶下渐渐丰圆，在风雨中坚强坚守，
痴人施肥以促其甜润，捉虫以保其身正，
恰是无私的父母，如心一般地守着，如肝
一般地护着，于是便有了秋的期盼。行
人惊其圆润心中便有了挚恋，等待恋人
的情思便种下了根来。痴人凝视护之，
只觉一天一样，十天便是十个样。

秋天的音符成熟丰韵，少女般的
翠绿如珠似宝，风韵不藏，光芒四射。
甘甜随风传来，痴人喜极，奔呼天地告
知四方，于是便有了苦苦挚恋的行人
的追寻，恨脚不能生风怨手不能生翅，
急急奔来，一刹那的相拥便成就了一
世的念想，一生的永恒。

冬天的音符犹如寒风怒号，为了
孕育来世的传奇，为了来世的相遇，悲
痛中与叶儿诀别，泪眼婆娑中见其随
风飘落，独留枯枝与寒风相争与冰雪
搏斗。为了与行人爱的誓言，为了来
世的相逢，执拗地孤独地磕着长头，只
为寻找心中的那颗朱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