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4年7月27日 星期六
编辑/江亚萍 组版/胡燕舞 校对/刘 军精选书单04

炎炎酷夏 唯书可解
我们推荐书目兼顾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和趣味，

重点关注思想、社科、历史、传记、文学、艺术、科学、童书等类

别。望有助于大家选书读书。

分属安徽、江苏的下吴村、洑家

村是相隔一座山、共饮一溪水的近

邻，相同的自然条件下，在改革开放

后经历了此起彼伏、你追我赶的发展

过程。本书作者早在30年前的一次

调研中关注到这两个村落，凭借媒体

人的新闻敏感与问题意识，此后又多

次到当地调研、采访，深入到乡村建

设、脱贫致富的“不寻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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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

受灾严重，后县城整体搬迁重建，实

现涅槃重生。2021年至2022年，作

者在北川挂职副县长一年，亲身参

与了新北川的建设，也因此与这片

土地建立起深厚感情。本书对北川

的叙写几乎是全面的，不仅写了北川

人重建家园的故事，烘托出新时代山

乡巨变的主题，更对当地的山川地

理、道路交通、植物动物、历史文化、

民俗风情、民族与宗教、美食与非

遗，都做了生动描摹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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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萧关道”，是指自西安西北

向穿过礼泉、彬州、泾川、平凉，经会

宁、定西指向兰州的古道，作者胡成

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以其摄影师的

写实视角与作家的细致笔触，记述了

自己在这条路线上的行走见闻，以及

由此延伸的对于历史、文化、民俗的

引述、阐发，对现实世界中沿途芸芸

众生生存状态与命运走向的思考。

《
萧
关
道
》

胡
成
著

稻米是养活中国人的

主粮之一，在国人的生活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本书聚

焦明清时期中国的稻米种

植和消费，对很多问题都贡

献了新的看法。为什么江

南地区很少采用耕牛而偏

爱铁搭？关于此一问题，作

者强调了人们对耕种成本

的考虑。稻米的长程贸易

是怎样兴起的？书中认为，

人口压力并非根本性的驱

动力，一地的富裕程度才是

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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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与全人类命运

息息相关，而种子的优劣决

定了最终的收成。这部逻辑

严谨、资料详细、文字引人

入胜的非虚构力作聚焦著名

的转基因种子生产商——美

国孟山都公司，在多方搜集

资料、全球实地调查的基础

上，通过对企业家、化学家、

农民、工人与法官等多方人

士的采访，回溯了孟山都公

司是如何达到今天这样的规

模和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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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后汉历史的非

虚构书写，勾勒了皇帝、士

大夫、宦官、宗室以及普通

人的“群像”，讲述他们的故

事，探究他们的思想，呈现

时代风貌，重点关注的是东

汉后期桓、灵二帝时期，尤

其对两次党锢之祸做了全

面叙写和深入探究。和其

前作《祥瑞：王莽和他的时

代》一样，作者在本书中亦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关注

在新朝洗礼过的“第二汉

朝”，儒家理想如何渗入政

治，“秦制—儒教”政制如何

演变，皇权和士大夫政治如

何从合作走向崩解，等等。

《
三
国
前
夜
：
士
大
夫
政
治
与
东
汉
皇
权
的
崩
解
》

张
向
荣
著

《
末
代
士
人
的
身
份
、角
色
与
命
运
：
清
遗
民
文
学
研
究
》

潘
静
如
著

与历朝遗民不同，清代

遗民的士人身份决定了他们

对社会变迁尤其是政治变迁

极为敏感。经历了从遗民到

弃民的角色转变，他们更迫

切地寻求自己的社会归属，

更依赖遗民认同的广泛建

立。本书以近代中国的历史

进程为线索，以群体性的文

学活动为中心，考察清遗民

的生存状态与社会角色。

这是一部以古地图为研究对象与叙

事依据，视角不乏新意，秉持全球史观

念，兼有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信

息的专著。本书作者的研究方向侧重于

全球史视野下的亚洲、东亚历史、中国近

现代史，这部新作某种意义上是其前作

《发现东亚》的延伸，特别是在空间意义

上的拓展，而书名中“制造”二字，其实

表明作者的态度（作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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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927年，美国人欧文·拉

铁摩尔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启程，途经

武川、额济纳旗等地进入新疆，最终抵

达今天的奇台县境内，本书记述了他

这次旅程的沿途见闻与所思所感。这

是一次带有个人色彩并无太多目的性

的旅行，但这本书记述的文字生动、详

尽，对所到之处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

有着田野调查意味等等，特别是对当

时这条路线的地理状况、人文环境、社

会风貌等的记录，今天读来仍具有一

定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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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哈姆雷特、绘画界的莎士

比亚，这部近千页篇幅的大作封底对

伦勃朗有如上描述，且不论这样的类

比是否严谨恰切，本书主人公因其天

赋与杰作在绘画史乃至艺术史上的地

位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部资料详尽、

观点独到、写法另辟蹊径的伦勃朗研

究著作中，英国历史、艺术史学者西

蒙·沙玛从 16 世纪至 17 世纪尼德兰

（荷兰）的时空背景切入，对伦勃朗不

同阶段的作品进行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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