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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饮食文化史。
围绕饮食文化，从古至今被艺术家们津津乐道地描绘，
不少和饮食有关的艺术作品，成为经典之作，这不仅拓
展了艺术史的叙事空间，也提升了饮食文化的思想厚
度。《不散的筵席：艺术中的饮食文化史》一书，把饮食、
艺术和文明的三者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饮食与艺
术交融的独特“画卷”。

该书的作者吉莉安·莱利，是英国当代著名美食作
家、知名食物史研究者。译者为湖北大学艺术与设计
学院年轻的向垚老师，她曾在英伦求学多年，致力于艺
术理论研究和译介。饮食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情，不仅关乎口味与生存，其背后还彰显品位与文化。
该书以艺术作为入口，讲述饮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
演化及其背后的故事。

书中梳理了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在各式各样的
艺术作品中对于食物的描绘，指出艺术作品补充了大
量文字史料所无法提供的信息。此外，艺术作品还能
展现过去人们耕作、放牧、狩猎、收获以及交易的情景。

人类自从事艺术创造以来，视线就没有离开过饮
食。上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人类就在洞穴壁上作画，从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到法国拉斯科洞穴，都出现过
栩栩如生的野牛画作。虽然在人类最早的画作中没有
发现饮食主题的图像，但吃这件事是客观存在的。在
后来的艺术作品中，饮食渐次登场，这和人类文明向前
不断发展紧密相连。

古埃及时代，从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吃不
仅是为生存下去，还和信仰文化紧密相关，饮食被赋予
了特定的文化寓意。大约公元前1350年古埃及的一
处壁画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富有的公职人员与家禽
鸟兽在一起的场景。画面中，食品柜已经装满了食物
和酒水，鹅、河豚、罗非鱼等等，都是上好的食材。从古
埃及的一些壁画、浮雕里能见到，那时尼罗河流域物产
富饶，生菜、洋葱、大葱和大蒜生长茂盛。这些菜，据说
也是修建金字塔的建设工人所食用。

古希腊—罗马时代，饮食已经成为一道壮观的文
化风景。其中，古希腊时期的葡萄酒就是其中的代
表。古希腊的葡萄酒，通常用陶制碗或双耳杯作为饮
用器具。书中一幅插图中显示：陶碗上描绘一个美丽
的女子靠在沙发上，凝视着装满葡萄酒的陶罐。古希
腊很多艺术作品中，均描绘了诱人的葡萄酒。这也表
明，葡萄酒当时已经普及。古罗马时代的艺术作品中，
也有大量描绘水果和蔬菜。如罗马附近的莉薇庄园一
幅壁画中，生动地表现出果树、果实和飞鸟。从很多画
作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罗马，普遍食用苹果、梨子、樱
桃、石榴、草莓等水果。两千年过去了，这些依然都是
我们仍在享用的水果。

历史阔步向前，但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种类，更新
换代的速度其实并不迅捷。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大
量和饮食有关的艺术作品纷纷涌现，其背后折射出人文
的情怀。油画《化身“四季”之神威尔廷努斯的皇帝鲁道
夫二世》，给人的视觉体验尤其特别。画中，果蔬和鲜花
构建出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的“画像”。画中的玉
米、甜瓜、樱桃、梨子、甜瓜等等，恰如其分地描绘在人的
不同部位。作为一个皇帝，为什么会认可艺术家以这样
的艺术形式画自己？其实答案很简单，不管是达官贵人
还是平民百姓，食物永远是最重要的存在。

食物，是生活美学的重要意象。就拿餐具来讲，中
国人的一双筷子，就可以对付所有的佳肴，而西方人刀
叉并用，左右手齐上阵。饮食文化在中国漫长的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面貌，但遗憾的是该书中并未提及。

艺术中的饮食文化，是一部值得深入探究的“大书”，
具有辽阔的学术空间。《不散的筵席：艺术中的饮食文化
史》带给笔者这样的启示：世界各地的饮食不存在好与不
好，而是各有千秋。艺术创作中直接表现饮食主题，这是
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饮食、艺术与文明互为一体，三者
相互交融，离开了饮食谈艺术和文明，那么艺术和文明缺
乏载体。离开了艺术和文明谈饮食，那么饮食仅仅只是
为了填充肚皮，这就拉低了饮食的审美品位。

阿勒泰地处新疆北部，李娟《阿勒泰的角落》的书名用
了“角落”一词，让人容易想到遗忘、想到逃避。李娟却以
一个写作者的姿态去认识这个被外界遗忘的贫瘠角落，
以一种轻松幽默的笔触，去描述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琐
事，笑对生活的困苦，让人们在阅读中感受美好与愉悦。

在《一个普通人》中，有一个流动的牧民，李娟记不
住他的名，也想不起他的模样，但开店的时候，为了图个
好人缘，竟然让这个牧民赊了一笔不少的钱。很多年过
去了，这个赊账的人也在作者家成了“不要脸”的人。可
有一天，这个“不要脸”的人来了，其实作者一家并没认
出他来，于是拿出账本要他帮忙想想是否认识这个“不
要脸”的人。稍微有点狡猾之心的世人大概会装作不认
识自己的字吧？可这个普通的牧民、流动的牧民却对着
账本一边吃惊地承认自己的字迹，一边揪着胡子想不起
自己为什么欠账？然后分了好几次才还完那笔钱。

在李娟的叙述中，故事除了有一波三折的情节幽
默，还给人一种情感逻辑的错位；除了幽默的效果，可
以看到叙述情感的深厚性。这种幽默，让我看到了阿
勒泰牧民生活的贫穷，也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他们
在贫困中坚守着善良和淳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
活的真谛。

《在门口的土路》中，作者一家悄悄地把扔在路边的
空木头轱辘滚回家，用它来做家里的大圆桌、小床、小板
凳等。后来，空木头轱辘的主人，也就是那些架电线杆
的人来了，就坐在他们要找的木头轱辘做成的板凳上，
讨论“那么多的木轱辘子怎么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读
来让人忍不住发笑。这种幽默源于作者把悄悄滚回家
的东西公然坦陈给读者，这种幽默让我们看到天真淳朴
的作者一家人，也看到那些架电线杆的人的朴实、憨厚。

《我们的裁缝店》中，李娟一家为人缝制衣裳，每当
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李娟一家就请顾客看玻
璃缸里的鱼。而鱼对当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梦一
般的尤物，只见过画上和电视上的。等他们从曼妙的
鱼中回过神来，回头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微妙地软下
来，简直是“化干戈为玉帛”了。作者的这种幽默源于
机智灵活，用美好的事物将一场或许爆发的直接冲突
巧妙化解为和谐共处。

就像那简陋之店的金鱼，能给狭隘的生活带来情趣
与和谐，幽默也能给贫瘠乏味的生活带来愉悦与温暖。
李娟的幽默就像水中的浪花，不时闪现，让人忍俊不禁，
这源于她对沉浸式写作生活的热爱与敏锐的洞察力。

作家王安忆对李娟文字的评价为：“有些人的文字
你看一百遍也记不住，有些人的文字看一遍就难以忘
怀。”在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李娟的幽默就像阳光和雨
露，让生活的花朵绽放，带来心灵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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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一代青年的
记忆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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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家张炜长篇新
作《去老万玉家》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这
是张炜创作生涯中耗时最
长、用功最深的一部长篇小
说，灵感来自作者40年前研
读地方史料过程中的发现，
经由数十年的消化、酝酿，
于 10 年前动笔，完稿后由
41万字又精练至 26万字，
最终成就一部构思宏阔、想
象华丽的长篇力作。

《去老万玉家》书写了
大变局将临的19世纪末，胶
东半岛之上，几股势力正暗
流涌动。从广州同文馆回
半岛探亲的青年舒莞屏，回
程突遇风暴，借轮船延误之
期完成恩师重托，前往声名
远扬的万玉大营，由此开启
步步惊心之旅。

作品以清末胶东沿海
地域多方势力竞逐的格局
为原点，叙事却跳脱开以往
历史叙事的既定框架，而是
以年轻主人公舒莞屏寻访

“女大公”老万玉并身陷其
军中的旅程为线索，用“一
镜到底”的视角，描画出充
满异彩的人性图景。

在《古船》《独药师》《艾
约堡秘史》《河湾》等读者熟
悉的多部小说中，倔强、坚
韧的人物均有迹可循，此类
彰显张炜精神世界图谱的
人物，在《去老万玉家》中以
主人公舒莞屏的出现而再
次确立。

主人公舒莞屏象征着
清末民初刚刚成长起来的
一批青年，舒莞屏的山东之
旅既是一场满怀期待的奔
赴，也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逃
离，一往一返中，舒莞屏最
终完成了精神洗礼，寻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近些年，张炜尤为关注
青年的成长。他曾说：“我
非常关注年轻人的状态。
他们当然有苦难，还有厌
倦，这二者一块儿加在他们
身上。我写《河湾》，主要是
给年轻人的，好比给他们的
一封长信，地址不详，不知
他们能否收到。”

新作《去老万玉家》可
以视为张炜写给年轻人的
另一封长信。在张炜看来，
这是一个韧忍和藐视、周旋
和看破、决绝和撞碎的青春
故事，一部艰难完成的世纪
骄子传奇，一场迟迟到来的
男子成人礼。

阅读《去老万玉家》，就
是与青年舒莞屏一同踏上
一次险象环生的旅程。此
旅之后，未来将不存任何奢
望和侥幸，更不再胆怯和畏
惧。作者更是希望借此反
思现代知识青年在时代巨
变之下，个人精神道路的重
新抉择。在张炜看来，这部
长篇小说是他“写给一代青
年的记忆之书”，也是自己

“面对时代洪流的倔犟心
语”。

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教授、博导赵冬梅

的新书《宽容与执拗：

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

治》（以下简称《宽容

与执拗》）入选 2024

年4月中华读书报月

度好书榜。5 月底，

赵冬梅受邀来到湖北

省图书馆长江讲坛，

主讲《东坡过岭——

命定与选择》。不论

是新书，还是讲座，赵

冬梅讲述时，都为主

角们铺垫上丰厚的时

代背景，人物所处的

历史舞台上细节真实

生动。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专访了赵冬梅教

授，听她讲述小尺度

历史书写中的大尺度

观照。

《宽容与执拗》并不是赵冬梅第一次
书写司马光。

10年前，赵冬梅在《司马光和他的时
代》一书中写到司马光45岁，4年前的
《大宋之变：1063—1086》一书对司马光
的后半生有浓墨重彩的讲述。《宽容与执
拗》对司马光的书写涵盖了从其出生到去
世的整个生命历程，主要叙写作为政治家
的司马光的成长、成熟及其最后的“失
败”。本书不应仅仅视为司马光的传记，
而是以司马光串起一部北宋政治文化史。

司马光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
历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5个皇
帝。回望千载，司马光面孔是多样的。他
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也是当
代人熟悉的顽固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
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
人，也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
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青史
的文正公，也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
治的掘墓人。古往今来对司马光的解读，
赵冬梅认为多少带有一些偏见。

从历史角度看，司马光绝非上佳的
宰相人选。司马光的成长过程过于单纯
顺利，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他从
小受到父亲的庇佑，后来又有恩师庞籍
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司马

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
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司马光从父
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
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
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
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应对
失措、狼狈不堪。

从《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到《大宋之
变：1063—1086》，再到《宽容与执拗》，赵
冬梅对晚年司马光政治形象的看法在不
断改变。起初，赵冬梅认为：“司马光得到
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
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专横，不再宽容，
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后来，她逐渐
坚定了自己的新认识：“司马光没有晚年
变节，背弃宽容，他一以贯之，始终追求心
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
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
宽容的反面。”

司马光关心老百姓，追求国家的整
体利益，力求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建立
和谐的统治秩序，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
仰。但是，他的内在道德标准和现实之
间的冲突，让他的理想没能实现并造成
严重后果。这是司马光的遗憾，也是时
代的遗憾。

并不只是为司马光立传

按照生卒年月、跨入政坛岁月、政坛
上活跃的时间，赵冬梅将整个北宋政治
代际分成了五代：零代，代表人物赵普；
一代，代表人物寇准；二代，代表人物范
仲淹、富弼、欧阳修；三代，代表人物司马
光、王安石；四代，代表人物章惇、苏轼、
苏辙、蔡京。

在赵冬梅看来，相对于更为“光彩夺
目”的王安石，司马光在政治史研究当中
是个不太被重视的人。他一直被当作王
安石的对立面来讲述，形象一直是“漫画
式”的，没有被真正看清楚。“所有的研究
者、写作者还是希望贡献一些新的东西。
对于王安石，前人的研究积累得比较丰厚
了，所以我‘避重就轻’，这是我选择司马
光的原因之一。”

“还原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
更具代表性，可以说司马光是那个时代的
中位数。司马光没有王安石那么聪明和
有创造力。王安石有很多非常革命性的
东西，而司马光是保守的，作为中位数，在
某种程度上他更能代表时代。”赵冬梅表
示，“我真正想写的，不只是司马光的传，
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
时代的传记。”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
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
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
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
忘的大关怀。赵冬梅解读，在当时的宋朝
内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
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或者说，是很
多因素的合力，这些因素包括：不那么强
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体，包容异见、

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
1043—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
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
心的改革，今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最
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
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
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赵冬梅和读
者探讨：“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
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
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展开，只不
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
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
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画等号，只
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
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
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
他尊君、“尊民”，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
路。10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
敦厚的、宽容的、向上的政治气候。

赵冬梅说，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
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吏治
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
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
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
以胜善类之气”（《宋史·仁宗本纪·
赞》）——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
好，背后是复杂的人性与更加复杂的利益
缠斗。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
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
只可惜，这种宽容经这两个人的手走向了
终结。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
家，最终埋葬了宽容。晚年司马光亲眼目
睹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到他在相位
上辞世之际，北宋政坛已是徒留“执拗”，
宽容不再。

司马光是所处时代的中位数

历史学者探寻的对象，赵冬梅认为，
“不仅仅是过去留下来的记载，而是人类
留下的所有遗迹。”

在面对所有遗迹时，“我们所做的工
作是要辨别这些信息流传到今天的源和
流，它是怎样抵达我们的。要确定信息
的可靠性，不是简单的真和假，而是要辨
别：这个信息出现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或
者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呈现出什么样的
状态，最终抵达今天呈现的样子和在过
程中曾经呈现的样子有什么不同等等。”
赵冬梅说，历史研究是过去和现在之间
无休止的对话。历史学者像一个采矿
人，他戴着头灯，照亮过去残留的信息，
使得一部分的事实呈现出来，成为我们
所了解的过去。“通过残留的信息尽可能
地呈现当时的样子，或者尽可能接近，我
们永远都是接近，事实上是永远无法真
正抵达的。历史学者是人类记忆的维护
者、发掘者、整理者，一个忘记过去的民
族是不会有出息的。”

司马光砸缸的典故，是家喻户晓的国
民记忆，赵冬梅也有探究。综合现有史
料，在司马光去世后不久、蔡京当政时，在
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司马光砸缸”
就已经是人们喜爱的绘画题材了。司马
光本人似乎并没有提过砸缸这件事。

司马光在15年闲居之后重返政坛，
他用“黄叶在烈风中”的“危坠感”来比喻
自己的处境，这个比喻在司马光的笔下出
现了两次。“这个比喻，让我非常有触动。”
赵冬梅说，司马光此时正要回到朝中，做
宰相、行大事，但他的心理状态是忧惧、朝
不保夕。“好像他很蛮横、很笃定，但他内
心深处感知自己如黄叶在烈风中，这是一
个政治人物，即将再度投身政治时内心的
不安。”

“捕捉到这样的细节，足以证明我们
之前对他的认知是不准确的。”赵冬梅说，
自己“是个细节控，至少在现阶段，我相信
历史学相较社会科学的优势就在于细节
的真实、丰富与生动，所以，我的司马光传

是充满细节的，希望不至于让读者腻烦”。
赵冬梅研究宋史逾30年，尤其在官

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
深入研究。著有《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
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
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
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
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千秋是
非话寇准》等。赵冬梅还擅长将知识进行
适当转化，对大众进行传播，她曾在央视
《百家讲坛》主讲北宋历史及相关人物，深
受欢迎。在《宽容与执拗》一书中插入了
司马光的肖像、《资治通鉴》残存手稿，以
及与之相关人物的图像与墨迹等近40幅
高清古画，让读者贴近当时的时代“面
貌”，通过画面传达历史现场感，图文互证
的讲述方式，能够让读者直观、具象地认
识和感知历史。

头戴矿灯发掘遗存，厘清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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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图书馆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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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记者 王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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