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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毛泽东博览群书，辩证地汲取书中精粹，将书本知识灵活应用于治国实践中，成就了新中国

的伟业。研究专家陈晋及其团队，集二十年之功，搜集梳理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笔记并进行客观解读。读者

从中既可了解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读书理念，认识他思想形成的源泉和发展轨迹，也可了解他在不同历史

阶段如何将书本知识灵活地运用在党和国家的决策及治理上。全书史料翔实，内容全面，解析精辟客观。

摘自《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陈晋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力津报 荐

《鹿之民》，【加】法利·莫厄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保护生态平衡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李钊

加拿大国宝级作家法利·莫厄特有一句广
为人知的名言：“如果我们能学着去关爱其他
的生物，就会学着去关爱自己的同类，那我们
就终于可以重拾人性了。”在《鹿之民》《鲸之
殇》《与狼共度》《屠海》等生态文学经典作品
中，他一直带着对自然世界的热爱和强烈的生
态意识，书写生活在自然逆境条件下人的故事
和其他动物的故事。《鹿之民》是他出版的第一

部纪实作品，全书内容来自作者的实地考察与
亲身经历，真实呈现了加拿大北部荒原上的原
住民与鹿共存的美好生活图景，完整记录了伊
哈米特人因殖民贸易入侵破坏了荒原生态平
衡，失去了族群的生存依托和信念，最终走向
消亡的悲惨故事。

这是一场原始部落文明的追溯之旅。伊
哈米特人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加拿大北极酷寒
之地的古老族群，他们与驯鹿相伴相生，被人
们称之为“鹿之民”。为了探究这一古老族群
从7000多人锐减至40人没落的真实原因，他两
次深入荒原，走进这一段沉痛的、悲壮的原始
部落文明消亡的追溯之旅。即便维持生活已
十分不易，伊哈米特人对待莫厄特依然十分友
好热情，将他视作族群中的一员，教授他们的
语言给他，分享他们的信仰，为他缝制鹿皮大
衣，邀请他一起享受上苍赐予的盛宴。狩猎是

伊哈米特人的主要生存手段，他们需要鹿肉和
鹿脂肪作为食物和能量，用鹿皮来搭建帐篷、
制作打猎和出行必备的鹿皮艇，用鹿骨和鹿筋
缝制冬暖夏凉的鹿皮衣服，等等。他们依靠原
始捕猎技术在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和物质极度
匮乏的环境里生存及延续下来，也守护着人和
自然和谐的生态原则以及互通有无、宽厚大度
的生存法则。在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他们
拥有不成文的生存法规，十分乐意向族人分享
自己的食物、用具乃至人力，偷窃和不忠在荒
原上闻所未闻。他们注重实用，生活中缺少绘
画等艺术，语言中也没有“美丽”一词，但走进
他们的生活，可以发现他们的内心需要“美丽”
这个词。在许多人看来，这是“美丽而有尊严
的生存方式”。

这也是一部维护生态平衡的启示录。二
十世纪初，唯利是图的商人在荒原南端建立了

贸易站，推行以狐皮和鹿舌换取面粉、子弹和枪支
的贸易模式，打破了荒原的宁静。在利益的诱惑
下，伊哈米特人放弃用弓箭猎鹿的传统，丢掉了制
作角质弓箭的技术和世代相传的围猎技艺，改用
猎枪猎狐，而南段森林里的印第安人则用高杀伤
性武器大肆猎鹿，无节制的猎杀让荒原上的生态
链条遭到严重破坏，打破了靠驯鹿为生的伊哈米
特人与驯鹿之间原有平衡。随着一战爆发，狐皮
价格骤降，白人撤掉边境贸易站，失去兑换的面粉
和猪油等食物的伊哈米特人掉入无底深渊。富含
高热量的鹿肉和鹿脂肪的缺乏、疫病的肆虐，让死
亡的阴影如影随形。在他们陷入食物匮乏的绝境
时，当地政府施舍性的做法，不能改变族群走向灭
绝的命运，因为“施舍往往是毁灭”。为了族群的
延续，他们选择将有限的食物分配给身体健康的
族人，而体弱的同族则自愿让冰雪严寒结束自己
的生命，试图重建荒原生态平衡。

如《鹿之民》所示：“只有限制人类的无限欲
望、承担起生态责任、重建生态平衡,人类才可能
长久生存。”保护生态平衡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如
果不能停止盲目破坏自然生态循环、破坏生态系
统平衡的行为,鹿之民的遭遇也许正是全人类命
运的一个前兆。

分享 读悦
用经历诠释 她才是真正的大女主

刘峥

《我的九条命》，张兰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原文】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

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

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
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醳（释）
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
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
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张仪于是之赵，
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
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
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
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
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
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
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
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
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
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
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
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
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
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
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
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
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
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
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

——摘自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

【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

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
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做从团结的
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
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
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
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
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
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
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
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

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
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头还在不
在。他老婆说：舌头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
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
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
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
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
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
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
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
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
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
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
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
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
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
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
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待不住了。张
仪说：当然待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
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
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
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
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
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
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
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
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
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
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
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
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
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
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

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
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
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
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
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
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
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
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
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

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
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四期）

【精讲】
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盛，企图以武力征服

其余六国。这样，当时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策
略，便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或者是崤山、函谷
关以东六国采取合纵的办法共同抗拒秦国；或
者是秦用连横的策略，打破六国的统一战线，以
分而治之。于是，合纵、连横成为当时各国之间
政治外交的主题。许多游说之士，大都分别用
这两种主张来说服各国的统治者，这些游说者，
被称为纵横家。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是洛阳人，字季子。起初，他曾劝秦
惠王用战争征服六国，不被所用。后来他钻研
兵法，分析时势，认为合纵之说更符合山东六
国特别是紧挨秦国的三晋（韩、赵、魏）的利
益。于是他游说诸国，献合纵之策，获得成功，
赵国封他为武安君，曾约劝五国攻秦，迫使秦
废帝号，归还一部分土地给韩、魏，直至身佩六
国的相印。张仪是魏国贵族后代，主连横之

说，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任秦相，被封为武信
君。执政时迫使魏献地给秦，游说各国服从秦国，
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国的汉中。《战国策》中记载
二人事迹不少，司马迁写《史记》，列有苏秦、张仪
本传，多用其中材料。前面所引《史记·张仪列传》
中的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苏秦、张仪二人的关系
即张仪走向成功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张仪列
传》还说，苏秦故意刺激张仪，并用计使他到秦国
去，是有政治目的的，即他深知张仪必有大成，到秦
国必能受到重用而执掌国柄，凭他同张仪的关系和
他有恩于张仪，将来必有利于三晋之地，特别是赵
国。毛泽东的一大段评述，更是生动地讲清了《张
仪列传》中的有关内容。在此不用多说什么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1960年他六十七岁生
日时，同部分亲属和工作人员聚餐时说的，参加的
人有十几个。他的目的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教育
亲属和工作人员要自强自立，而且在进步过程中，
要认真、虚心地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要把别人的
批评看成是对自己的促进和帮助；同时，相互之间
也要多作坦率的和善意的批评帮助。比如，苏秦
了解张仪有贪财的弱点，所以“无因以进”，“恐其
乐小利而不遂”平生之大志，才“召辱之，以激其
意”。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
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从
张仪发迹前的处境来看，他受到的压力：一是在楚
国被猜疑从而挨打受辱；二是投奔才具在自己之
下的故友同学，这本来就是件很尴尬的事；三是苏
秦的怠慢轻视（他当然不知道苏秦对他的真实用
心），这一点是主要的。毛泽东从苏秦、张仪的关
系中提出这个看法，无疑包含了他自己丰富的人
生体验。实际上，在这次谈话中，他就举了自己在
中央苏区受打击的事情为例，来说明压力使人进
步的道理。

“俏江南”品牌创始人、汪小菲的母亲、台
湾知名艺人大S的前婆婆——这三个标签加在
一起，构成了人们对企业家张兰的普遍认识。

张兰自传《我的九条命》，共15万字，写尽
不为人知的岁月甘苦。从下放农村到异国打
拼，从白手起家到餐饮帝国，从婚姻挫败到痛
失至亲，从单亲妈妈到为人祖母，从风光无限
到一无所有……

如今她六十多岁再度创业，新品牌麻六记
势头正旺，而她也充分接触新鲜事物，在网上
各种直播带货。老板、员工、主播多种身份一
肩扛，真正演绎了一个独立自强的大女主该有
的传奇一生。她以“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作为人生的注脚，讲述九死一生的传奇故事。

勤奋成就生活之美

“勤奋，成就生活之美”这句话，是张兰每一
条朋友圈的结束语，也是她始终秉持的人生信条。

1992年，张兰从加拿大回国，迈出创业生
涯第一步，在北京创办了“阿兰酒家”。好不容
易找到的门面房，炉子也要自己搪。确定要开
一家川菜馆之后，张兰全凭一己之力，独自去
四川招厨师、请竹工、买竹子、削竹子，将这个
原本连上下水都没有的简陋空间，改装成一个
绿意盈盈的“蜀国竹乡”。短短数月筹备，“阿
兰酒家”红火开张。开业后，张兰更是身兼数

职，采购、财务、前台……很快，“阿兰酒家”便
成了北京最受欢迎的中餐馆之一，一度创下一
天四万元流水的纪录。

2000 年，张兰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俏江
南”，变了的是更为国际化的设计风格、更高的
菜品标准和服务标准，不变的则是她身体力行
的勤勉付出。

为了催促设计师早日做出设计图纸，她亲
自飞到旧金山督战，拿到图纸后立即返回，几
乎相当于24小时绕地球飞行一圈。为了控制
装修成本，她自己采购全部主材，每天游走于
建材市场，一砖一石都是精挑细选。为了确保
工作人员及时到位，她连喝咖啡时遇见的优秀
服务员都要努力游说，说服人家来自己的店里
工作，并以自己的高效、创意、言出必行，赢得
了人们的信任，由衷愿意与她共事。为了给新
店开业做宣传，她制作了数千张印有“俏江南”
logo的书签，又带领员工将彩色丝带系在书签
上，在写字楼中散发，使得新店开业当日，一炮
打响。

回顾十几年创业生涯，她几乎没有享受过
闲暇时光，很少在凌晨1点以前离开办公室，一
个会议接一个会议，一项决策接一项决策。因
为每天久坐，双腿总是肿的。她在书中写道：
“‘俏江南’不是我的生命，它是我的情人。生
命总让人想到由盛到衰的过程，情人却是永远
热情洋溢，永远心魂荡漾。”

女人扛起的不止半边天

著名学者周国平作为张兰的好友，为这本
书写了一段推荐语，其中提道：“我平时看见的
张兰，是一个开朗、爱笑、充满豪情和活力的女
人。她有过不寻常的悲伤和艰难的经历，但她
基本不向朋友们诉说。”

这一次，在周国平的鼓励下，张兰在书中
道出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她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比她小十岁，
彼此感情至深。弟弟大学毕业后，知道姐姐创
业需要帮忙，就义无反顾地辞去很好的工作，
帮姐姐打理餐馆，并承诺要帮她五年。

没想到，一向守信的弟弟这次却没有做
到。1999年夏天，张兰去欧洲探望留学的儿
子，弟弟在北京继续帮她看店、管账，半夜遭到
几个埋伏在楼道里的歹徒抢劫，他试图抵抗，
被残忍地杀害了。张兰的生活和事业全部失

去意义。她无心再经营，将几家餐馆全部变卖，每
天为弟弟的案子奔波。直到半年以后，另一桩大
案破获，那个专盯“有钱人”的犯罪团伙被逮捕归
案，弟弟也终于可以瞑目了。

生死之劫，让张兰痛彻心扉，陷落谷底。直到
有一天，一个念头像一束光，照进她黑暗的心底。
“你忘了自己的梦想吗？”她问自己。“弟弟付出他
最美好的青春，为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帮我
实现梦想吗？倘若我就此消沉下去，弟弟的在天
之灵也会不安吧？”

她从废墟中站了起来，决定重新开始经营事业，
打造一个自己的中餐品牌。这就是后来的“俏江南”。

正如书名“我的九条命”所指，张兰的人生绝
不顺利，而她对命运也绝不顺从。2003年，“俏江
南”的东方广场店刚刚开业，便遭遇“非典”疫情，周
围写字楼停止办公，这对一家新店无疑是致命打
击。面对极其不利的情境，她不仅不停业，不遣散
员工，还亲自制订营养菜谱，帮助员工增强免疫力；
按照同仁堂的方子熬制汤药，让员工定时服用；每
天组织员工学习锻炼；食材成本再高，也绝不降低
品质……对内、对外，“俏江南”都赢得了人心。
“非典”结束后，这家店很快扭亏为盈。经过

这次风浪，“俏江南”员工对企业的认可度和忠诚
度，牢不可破。

时至今日，一度鼎盛的“俏江南”几经转手，归三
个股东共同所有。而最终的仲裁结果，经过四年的奔
走与等待，延迟再三，仍未落幕。张兰，这个白手起家
缔造餐饮帝国的企业创始人，个中辛酸，无以言表。

值得庆幸的是，她有九条命，固然九死一生，
风浪中面不改色，是非前宠辱不惊。如同周国平
在推荐语中所写：“在本书中，她敞开心扉，讲述了
她的人生故事，其中展现的她的明亮性格令人击
节赞赏，她的曲折遭遇令人扼腕叹息。她在人生
的低谷写作本书，奉献给世人的是不尽的深思。”

《梅西传奇》

张佳玮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12月

《大量废弃社会》

【日】仲村和代、藤田皋月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12月

《爱是啮齿动物》

陶立夏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10月

《现代死亡》

【巴基斯坦】海德·瓦莱奇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22年11月

书津报 架

大家 书读

本次世界杯，阿根廷第三次捧得大力
神杯，梅西也成为首位两夺世界杯金球奖
的球员。可以说，阿根廷队能够走到最后，
梅西功不可没。

作为 21 世纪前 20 年非常重要的球
星，梅西在足球历史上，乃至在世界体育
历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21年夏
天被迫离开出道一直效力的巴萨转投大
巴黎，让梅西的足球生涯增添了更为传奇
的味道。

除了在足坛留下的一系列传奇的数
据外，梅西所展现出来的体育精神更是被
球迷津津乐道，在梅西的足球球员生涯行
进后半程之际，由张佳玮操刀执笔，将梅
西的绿茵生涯以及他的体育精神书写出
来，同时本书精选超百张照片，全彩印
刷。这本《梅西传奇》是给所有梅西球迷
的礼物，也能够让更多读者有机会知道梅
西的传奇经历。

日常生活中，冲着廉价打折买回的服
装，一次都没穿过就被丢弃时；在商家策划
的促销活动中大量购入的食品，吃不完不
得不倒入垃圾桶时，你的脑海里会不会有
一刹那闪过“这样真的好吗”“似乎有点不
对劲”之类的念头？在日本，服装产业每年
都要废弃处理上亿件新衣服，而快消食品
业废弃的产品数量更是惊人。

书中指出，每年日本都有10亿件崭
新的服装未经顾客之手便被丢弃。这
意味着供给日本的服装中，每 4件里就
有1件被丢弃。那些理所当然般存在于
“消费者”眼中的物美价廉的时装与美
食天堂，和我们所在的花花世界建立在
破坏环境和压榨劳工的基础上。

我们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大量生产、
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却把这些当作理所当
然、熟视无睹的时代。“浪费”的背后必然隐
藏着“不合理”。《朝日新闻》资深作者深入
产业生产与消费现场，探讨这一“大量废弃
社会”的现状和解决手段。

本书是陶立夏治愈系情感随笔的全
新再版。从冰岛到东京，置身于旅程与风
景，在独处中思索有关于爱的种种面目，
用行走和书写带领我们感受理想生活方
式的美好可能。在陶立夏的笔下，我们去
往更远的地方，见到更多的人，更深地抵
达自己的内心深处。50篇旅行随笔，26
幅精选摄影作品，让我们感受理想生活方
式的美好可能。

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没有哪件事比死
亡更古老、更神秘、更无解。它变幻莫
测，蛰伏在美好生活的阴影之中。我们对
其讳莫如深，仿佛只是触及一鳞半爪，都
足以让它从黑暗中暴起伤人。

可死亡从来不应是未知的，随着科学
技术的飞速进步，我们对死亡的疑问越来
越多：生命为何有限？生死如何界定？死
亡能否逆转？怎样超越死亡？我们是否
拥有死亡权？安乐死何去何从？照护为
何成为重负？如何商讨临终？谁才是有
权拔下插头的那个人？网络社交怎样影
响死亡……这些谜团困扰着每一个人，更
在不经意间操控着人生决策，而你却对这
一切懵懂无知。

为此，瓦莱奇博士开启了一场消除未
知、恐惧与焦虑的谈话，以亲身临床救治
经历结合医学、进化学、社会学、法学、伦
理学、认知心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观
点，深入根源，直面“禁忌”话题，详述人类
在死亡相关议题研究方面的点滴变化与
前端进展。对于我们人生最后一段路的
样貌如何被各种风潮和事件改变，这本书
极尽所能提供了扎实、丰富、可靠的回答。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