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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本书作者在书中将《清明上河图》这幅
国宝级的画坛极品分解为二百多个细节，
让图像本身来说明那个大时代的新城市在
经济、人文、科学和管理机制上诸方面具体
而微的状况。通过150多张精选《清明上
河图》局部图片，立体还原北宋城市场景与
生活习俗。数百处细节提示解读，带领读
者深入了解传世名画创作的背景与内涵。
中国文明史和城市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变
化首先出现于北宋。读者得以从这幅名画
当中，管窥北宋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的繁
荣和民众生活的丰富景象。

■ 孙伟

“能量”一词，国人肯定不陌生，因为“正能
量”和“负能量”的说法充斥着社交媒体，而且具
有导向性：要弘扬正能量，消除负能量，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显然，这里的“能量”已经不取其
本义了，反而是在表示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是
一个价值概念，而非客观描述。比起探究这种
语义转移的起源，更令人好奇的是，为何会在

“能量”与人类社会之间构建起一种直接的联
系？看似寻常的能量，果真担得起驱动人类社
会的重任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没有能量就没有人
类的日常生活，小到呼吸、进食，大到国际经济往
来，全都离不开能量。正如《能量与文明》（九州出
版社2021年5月版）的作者瓦茨拉夫·斯米尔所
言，“能量是唯一的通用货币”。这里的通用，不仅
是就时间而言，而且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一部人类
史或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有关能量的历史。
斯米尔决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部从能量视角出
发的文明史。

不过，能量这个视角虽然新颖，但操作起来极
具挑战性，因为能量往往要求进行量化考察，而非
通常的史学编纂那般，以定性的描述作为结论。
与此同时，人类的过往似乎拒绝被这般分析。为
此，斯米尔采用了一整套复杂的计量工具，将原本
虚无缥缈的能量概念变成可感、可比的具体事实，
能量的转换效率、能量的损耗、能量的储存，都不
再是泛泛之谈，反而是读者据以思考和探索的有
力武器。

能量利用与文明转型

大多讨论人类文明的教科书，都会划分出采

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主要的类
型。但依据的标准可能远远不止一个，比如人类
维持生存所依赖的主要生产方式、制造工具的能
力，等等。斯米尔也注意到这一点，并在《能量与
文明》中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那里，能量
利用既关乎文明的维系，又深刻地影响着文明的
转型时期。而对转型期前后的能量利用考察，尤
其关键。

人类文明存在两大重要的转型。其一，从采
集-狩猎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在采集-狩猎时期，
直立行走、制造简单的工具、卓越的散热速率，为
人类的繁衍和“占据新的生态位”创造了巨大优
势。那么，人类的祖先为何会走向从事农业呢？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这并非一蹴而就，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狩猎-采集与耕作恐怕是并行不悖、兼而
有之的；其次，这种转型极为复杂，可能远非出于
某个单一原因；再则，“就过程而言，采集活动和农
业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因为驯化野生动植物耗时
甚久。

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是人口不断增长，对环
境造成较大压力，迫使人类选择新的生活方式；
二是“种植作物是一种确保粮食供应充足的尝
试”，加上“采集和狩猎的收益减少”，“定居式作
物种植保证了更多人一起生活，因此更容易形成
更大的家庭，积累物质财富，组织防御和进攻”；
三是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类似的过渡现象，而后
通过文化扩散和居民扩散两种方式带来了整体
上的社会变迁。

其二，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一点，
更为今日读者所熟知，尽管其中涉及的问题千
丝万缕，至今难有定论，特别是关于现代化的问
题。在农业文明时代，除了种植农作物，人类使
用的原动力和燃料，也都极大地受制于自然和
技术能力。因此，虽然人口的增长偶尔也会对
环境施加较大的压力，但总体上农业文明能够
维持人类的长久发展，直到新技术的涌现、新燃
料的大量开采和使用、新的生产方式和交通方
式的普及——可见，原因远不是某一个或某几
个因素。

能源消耗与文明塑形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利用能源的能

力和方式，定义甚至塑形了文明本身。史前时
代，火的使用无疑是个重要的分界线。从此，
木材在用作工具之外，还可以用作燃料，为人
类的烹饪和取暖等提供不竭的来源。由于彼时
改造自然能力有限，这种伐木取材对自然造成
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且，人类整体上持万物有
灵论，对自然既无比崇拜，同时又感到莫名的
畏惧。

到了农业文明，人类更为自信，木材不仅
用作燃料，还被用于制造武器和饰品、建造房
屋、修筑桥梁等，因而，部分原先绿树成荫的
森林逐渐退却，只留下生态破坏的痕迹，不时
发生的自然灾害被认为是对此类惯习的惩
罚。在人类面前，大自然脱去了其神秘的面
纱，但对人类来说，自然更多以其工具价值称
道。

再到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此时人类的自信
心堪称膨胀。伴随着蒸汽机的鸣响和水汽的升
腾，人类利用能源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改进，时间的
奴役和距离的冷酷，都被撇在身后，尽管这种效率
实际上仍然偏低。大机器生产造就了一个又一个
经济奇迹，国家之间的你追我赶驱使着整个人类
走上了一条通往未来文明的快车道，哪怕在数十
年之后，人类才真正体会到这一切带来的成本是
何等昂贵。

当然，还有眼下这个时代，它或许可称为“后
工业文明”。一方面，人类利用能源的能力和技术
得到大幅提升，风能、水能、生物能丰富了能源库，
使得选择更加多元，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传统的
能源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人类意识到了
现有能源终有一天会枯竭，必须寻找可替代的新
能源，尤其是核能。

必须承认，《能量与文明》对诸多问题给出
了另类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尽管最终的结论
可能很多读者并不陌生。当下，我们已经走上
了一条快车道，这极其消耗地球的能源。对此，
即便不是悲观的态度，斯米尔也是无比忧虑的：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创造一种与高能文明
的长期生存相适应的新能量系统这一史无前例
的探索并获得成功的机会仍是不确定的”，“真
正需要的是做出改变的决心”。可我们有这种
决心吗？

《能量与文明》：换个角度讲述人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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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量就没有人类的日常生活，小到呼吸、进食，大到国际经济往来，全

都离不开能量。正如《能量与文明》一书的作者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言，“能量是

唯一的通用货币”。这里的通用，不仅是就时间而言，而且超越了空间的限制：

一部人类史或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有关能量的历史。斯米尔决心讲述的，

就是这样一部从能量视角出发的文明史。

《格林童话》初版为两卷本，

历经多次删改，增补说教故事，

于1857年格林兄弟生前出了最

终的第七版，质朴的多元化民间

实录最终被基督教文化改造为

中产家庭读物，许多原始的民间

故事被删除或被替换。本文作

者认为，《格林童话初版全集》的

出版，使中国读者不仅有机会能

够见到初版真正的面貌，也能看

到格林兄弟编写这部他们眼里

代表着民间传统的童话集最渴

望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余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本书是从余华所著随笔、杂文、演讲稿
以及前言、后记中选出，并由本人审定，共
选文三十余篇。余华由自身的文学创作及
阅读经验出发，又回到文学本身，谈论文学
之于人生、之于审美的价值，这是一个作家
在理性地言说文学的魅力。本书所选文章
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从20世纪90年代
到21世纪10年代，在这个跨度中，既包含
余华在创作风格上的转变，也包含着余华
在文学观念以及对不同的艺术作品、艺术
家在关注度上的细微改变，这些改变需要
读者在这部文集中通过余华写作的时间线
而细细品读。

[马来]张建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本书是系统论述香港导演王家卫
的开先河之作，作者在回顾王家卫职业
生涯的同时，又深入分析了其迄今为止
的电影创作。此外，作者还将王家卫拍
摄的广告、MV等一并纳入讨论范围。本
书剖析了王家卫所受到的电影和文学
方面的影响（从马丁·斯科塞斯到希区
柯克，从曼努埃尔·普伊格到村上春
树），并且审视了王家卫如何超越这些
影响。值得称道的是，张建德准确地指
出，王家卫影片背后的互文场域所牵涉
的并非单一门类的灵感来源：他解释了
王家卫所指涉、挪用的其他艺术家和艺
术门类的美学实践为何如此重要，以及
它们如何建构了王家卫影片的独特面
貌和叙事特性。

品鉴坊坊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清明上河图：

北宋繁华记忆》

■ 王帅乃

202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格林童话初版
全集》，在几年前“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下架风波后，中国
读者终于有机会能够见到初版真正的面貌。我们也有机会
看到，格林兄弟编写这部他们眼里代表着民间传统的童话
集最渴望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从一个“非民间”的共识说起

《格林童话》（原名《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并非纯粹
的“民间”童话，应该说，这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界的一
个共识。

据统计，格林童话中有40%的篇目来自各种文献而非
直接的口头采集。而在口述采集的部分里，讲述者绝大多
数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的先辈在上流社会的
沙龙中讲述这些故事。除了故事来源不够“民间”，格林兄
弟还为收集到的故事原材料作了文学加工，七个版本的反
复修订，到1857年推出最终版尘埃落定，这些故事早已不
是原始素材的模样了。

那么，格林兄弟是否如部分批评者所言“欺骗读者”，将
他们的故事包装成来自农夫并宣称它们代表民间传统呢？
既然他们要挖掘“自然之歌”，为什么对讲述者身份不加选
择又反复加入文学性改写呢？

实际上，除了那时的研究与改写工作并不受如今已较
为成熟的相关专业规范的约束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格林兄弟搜集这些故事的直接缘起并非是要将它们作为孩
子们的床头故事，而是出于两位语言学研究者对专业研究
和民族文化的深刻感情。用著名童话研究学者杰克·齐普
斯的话说，“在他们的工作背后，是一种对浪漫的渴求，是在
故事绝迹前挖掘并保存大众对德国文化做出的贡献。”

此外，格林们写在初版（第二卷）的前言摘录透露并解
释了他们“不严谨”的秘密——出于对讲述者态度的感动，
更是出于对存在某些永恒价值和对“历久而弥坚”“大浪淘
沙”等口述脚本筛滤机制的信任。他们恰恰认为收集童话
的各种异文版本，反复对比融合，直至琢磨成一颗颗他们眼
里最光彩夺目的宝石，是保存那些最重要的价值与道德观
所必须有的工序。他们所找的那些人——直接信息来源在
他们眼里只是中介物，因为他们坚信民间故事中最值得保
留的最耀眼的部分在一次次的口传中将会得到很大程度的
保留；而他们修改故事亦是如此——因为他们热忱地相信
故事最珍贵之处在于承载了德国民众代代流传的精神财富
和道德结晶，这些结晶需要也最适宜由他们这样的语言学
者来识别和萃取。

然而，1812年第一卷出版后，批评家们反应平平，人们
认为有些故事太过残忍，人物形象也不够吸引儿童。1819
年第二版的改动充分说明格林兄弟还是受到了这些批评的
影响，它们更考虑儿童读者的感受和大众的阅读喜好，在故
事的选择和讲法上作出了明显的调整。以此来说，如果读
者想知道格林兄弟最初希望大众从故事中获得的“价值”和

“道德”究竟是哪些，故事的初版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删除与保留中追溯“格林童话之心”

“格林童话之心”是什么？答案蕴藏在七个版本的修订整理中。从初版到
终版，格林兄弟删除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太多恐怖暴力的故事，比
如《孩子们如何在屠宰场玩耍》；二是非源自德国的口述传统故事，比如《笨蛋
汉斯》《蓝胡子》；三是替换为格林们更喜爱的版本，或者将多个版本进行合
写。改动的则主要有可能引起性联想的部分，比如《莴苣》中暗示女孩怀孕（衣
服变得不合身了）的文字；将作恶的亲生母亲替换为“继母”。童话研究家玛
丽·塔塔尔认为这是格林兄弟将目标读者逐渐明确为儿童后，依据当时的实际
情况自然而然作出的选择，修订的方向主要是迎合了当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和教育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用齐普斯的话说，“尽管格林兄弟是政治上的‘自由
派’，但他们仍尽量避免出版那些过分激烈向父权体系和君主表达反对与不满
的故事”。初版故事更多地保存了原始素材中弱势者的反抗内容。弱势者之
间彼此合作共同战胜邪恶获得正义的故事尤其受到兄弟俩的偏爱，在首版中
可以说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虽然这种精神在后续的版本中延续了下来，但仍
然有许多相关的好故事在修订中被回避或排挤掉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格林童话的修订体现的是19世纪德国社会现代
童年观的确立——儿童被视为有别于成人的独立生命状态，儿童需要接受适
当的教育的理念已被普遍接受。格林兄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了筛选并
修改文本的选择，他们希望这部童话集成为适宜于儿童的“教育之书”。拟人
和对话等修辞的增加，“重复”等叙事结构的强化，暴力与性内容的删减，也确
实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儿童受众。

或许格林们正是在编写、出版、阅读评论和修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从普
遍受众到真正将儿童确立为目标受众，最为契合他们收集编写故事集的原始
动机——将散落遗留在乡间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纯粹天真、滋润人生”
的古老故事采集到一处，让其中“总能诚心相待，相互支持”的精神和万物有灵
的博爱信念在德国的土地上绵延不绝，他们逐渐深刻地感受到这些特质与天
真儿童的心灵最为自然接近，他们说自己“更喜欢星星与被抛弃在森林里的可
怜孩子之间的对话”，而前述理想的未来也须由孩子实现。

于是，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他们在1812年初版第一卷序言中所写下
的“宣言”：他们要为这个民族的心灵塑造一个“抖落虚假，笨拙者仅凭一颗纯
洁的心即使被欺骗或轻视也最终能获得幸福”的空间，一个珍视弱势者的反抗
和报偿的以“善良”为基石的童话空间，并且让这些“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大
自然的成果”回到孩子们的手中，“就像云彩滋润了大地后回归本源”——我们
发现，一切其实并未离开这一最初的心愿，在删改、保留和添加之间，格林兄弟
始终抱持着的属于他们的“童话之心”终于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阅读有益身体健康》

（言浅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