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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书读

《蒙上雾的脑袋瓜：

一本解释抑郁症的

温柔绘本》

【法】朱迪丝·里费尔著

【法】卡洛琳女士绘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3年7月

力津报 荐 书津报 架

情感经济改变世人的认知
戴荣里

推荐理由：故宫里只有600年明清史？不，故宫里有一部5000年中华文明史！

故宫不仅是明清历史的亲历者，集中展示了明清器物和建筑的精华，而且聚拢了5000

年中华文明的文物精粹，它们是中华文化皇冠上的明珠，是中华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存。

本书遴选具有代表性的故宫文物，从这些器物和建筑着眼，介绍一件件文物的历史内

涵、时代背景和它们背后的人物故事，串联起一部源远流长、绚丽多姿的中国史。

全书主要以时间为顺序，兼及专题，用讲故事的方式，勾勒出每个时代的历史、每个主题

的变迁，为读者展开一幅活起来的历史画卷……

中华文明的曙光：红山大玉龙

《水落石出》

刘汀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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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无数迷人的细节
李钊

这是一本教你如何有效沟通和
影响他人的书，作者是世界知名的演
讲撰稿人西蒙·兰卡斯特。他结合了
古代的修辞学和现代的神经科学，揭
示了一套秘密的领导力语言，可以让
你在任何场合抓住重点、吸引听众、
鼓舞人心。这本书适合想要提升自
己沟通能力和领导力的人士，无论在
商业、政治、教育还是其他领域。本
书核心包括：它提供了23条简单易
懂的沟通法则，可以帮助你快速掌握
高效演讲的技巧和策略；它融合了修
辞学和神经科学的知识，让你了解大
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
这种关系来影响和领导他人；它列举
了很多生动有趣的例子，从古希腊到
现代社会，从政治家到商业领导者，
从贝拉克·奥巴马到史蒂夫·乔布斯，
展示了他们是如何运用领导力语言
来赢得人心的。

本书是刘汀的全新中篇。北漂
中年返乡，揭开自己被交换的前半
生：童年寄养、兄弟易位，“我比我弟
弟小两岁”。真实的生活里，荒诞随
处可见，兄弟俩耿耿于怀了半辈子，
转眼都已人到中年。时代风潮轰轰
烈烈，风刀霜剑催逼甚急，原本短暂
的返乡，却意外带两人回到了共同
的人生起点，山高月小，一切即将水
落石出……

这本书由两位抑郁症妈妈根据
亲身经历共同创作，并得到精神科
医生的专业指导和审读。两位小主
人公的疑问和作者的解答交替出
现，两位妈妈用温和的语言、巧妙的
比喻和生动的图画，解开大众对抑
郁症的种种困惑。帮助家庭开启关
于抑郁症的对话，增进孩子对心理
健康的关注和理解。

这本书没有把医学解释一股脑
地倒给孩子，而是帮助家长用孩子
也能懂的语言谈论抑郁症。这样的
对话不仅有助于增强孩子的心理健
康意识，也有助于形成一种开放交
流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明白有任何
问题都可以向家人求助。

直面痛苦，也传递希望，疗愈每
一颗陷入低谷的心灵。书的前半部
分，用生动的比喻和暗淡的颜色展
现了抑郁症的痛苦；后半部分，用逐
渐明亮的颜色引出了作者在康复过
程中的正向思考和积极感悟。人生
中难免会遇到低谷，愿这本小书带
给你一些走出低谷的信心和力量。

悦分享 读

《胜算：用概率

思维提高胜算》

刘润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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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语言：

瞬间赢得人心的23个

科学沟通法则》

【英】西蒙·兰卡斯特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年7月

人生是一系列决策的过程，不
同的人生算法，会导致全然不同的
选择。理解万物运转的规律，你才
会作出正确的选择，用概率思维提
高人生胜算。本书包含六大进阶步
骤，帮你逐步建立个人成事框架，
117 个思维模型，搭建认知系统。
小成靠努力，大成靠趋势。每一个
人都应该找到可成事的能力内核，
不断复制，四散开花，像细胞分裂一
样，实现从0到1，从1到N。让幸
运变成你的能力，搭建一套属于自
己的商业模式。

六七千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西辽
河流域的丰沃大地上，生命沿着固有的轨迹暖
洋洋地前行。

西辽河的人类聚落，一派繁忙景象。不
过，有一个格格不入的身影，安静地坐在角落
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做。再仔细一看，他的手
在侍弄着一块石头。那块粗糙的石头，在他的
手里逐渐改变形状、增加色泽，脱胎换骨成为
这个温暖的世界的新产物。

当一个人能够专注于一件不能吃不能穿
的无用之物，人类的伟大进步就蕴含其中。

他掌握了一项基本生存之外的技艺，而他
所处的社群既愿意也有能力养活这样的人。

在暖阳下研磨石头的手艺人，属于一个庞
大的人类社群。在他每天劳作的村落外，远处
有用石头垒成的多层的大型祭坛，以及用于祈
祷祭祀、寻求内心平静的神庙。在祭坛和神庙
周围，散布着多个大大小小的村落。人们的祖
先就长眠在村落附近，甚至就在村落里面。有
的死者拥有数以十计的陪葬陶器、玉器，有的死
者却只剩一具蜷缩的枯骨。这说明，这名石头
手艺人隶属的大社群，已经有了社会分工、贫富
分化，产生了明显的等级。数千年后，这块土地
叫作赤峰。1935年，人们在今内蒙古赤峰东郊
红山后首次发掘出该社群的遗址，便将它命名
为“红山文化”。

这名远古手艺人的作品，幸运地战胜了数
千年的时光，如今完好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

该件玉器由一整块黄绿色的闪石玉雕琢
而成，其形象应该是一只身体柔软弯曲的动
物，整体呈长圆柱形，身体弯曲成C字形。它的
头部雕琢最细，最前端的吻长而前凸，鼻子上
翘，保留着远古野猪的特征；创作者用几道简
练的阴线纹刻画出嘴及下颚；头部上方的梭形
长眼凸出，边缘用单阴线勾出轮廓；脑后长鬣
飘逸，神气生动，边缘呈刃状；身躯光滑，无肢
无爪，无角无鳞，躯体似蛇，却更显遒劲有力。
今人判断，这是一条玉龙。玉龙高25.5厘米，横
向最宽21.8厘米，曲长60厘米，身躯直径2.2至
2.4厘米不等。

当年，红山文化的手艺人生产了相当数量
的玉龙。每一条玉龙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形状
大体相同。《红山文化玉龙》一文比较系统地介
绍了红山玉龙的存世情况、形状特征，将玉龙
分为兽首龙、猪首龙和鸟首龙。故宫所藏的玉
龙便属于猪首龙，猪首形象来源于当时人们驯
养的野猪，表明饲养业在红山人的经济生活中
占据了重要地位。红山文化玉龙造型为昂首、
弯背、卷尾，整体大致呈圆形，首尾相接或相
对。首尾相连者呈环形，首尾之间有小缺口者
呈玦形，首尾之间缺口较大者呈C字形。

红山文化玉龙都有穿孔，便于系挂。在远
古技术条件下，孔是两面对钻而成的。神奇的
是，如果用绳系挂穿孔悬置，首尾正好水平平
衡。古人是如何寻找平衡点的，尚不得而
知。兽首龙的穿孔位于颈部，靠近头部；猪首
龙的穿孔位于背部，处于身体中部；鸟首龙的
穿孔位于颈部的翅膀前部，接近头部，完全符
合物理规律。

六七千年前，红山文化的上层权贵佩戴着
玉龙，相信它们能沟通现世与上天，拉近自己
与神灵的距离，便利自己得到灵魂的启迪。即
便死后，人们也佩戴玉龙，继续在另一个世界
寻求玉龙的护佑。除了饰物说，也有人认为玉
龙是红山文化祭祀的礼器。龙，是红山人的吉
祥物，是红山文化的图腾。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儿女认为自己
是龙的传人。

素朴简洁的红山玉龙，与后世繁复威严的
龙的形象，存在较大差异。在红山文化里，无
论兽首龙、猪首龙，还是鸟首龙，都无角、无背
脊、无鳞、无肢、无足、无爪，属于比较原始的动
物形象。远古人类无法解释人生中的恐惧与
迷茫，便将心灵寄托给神灵。神灵在现实中的
体现便是图腾。可是，没有人真正见过神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图腾往往成
为各个灵魂求同存异、妥协折中的结果。远
古文化的图腾集纳各种人类信仰的现实元
素，还会在发展过程中根据人群聚合、形势变
化而变化。

最终定型的中国龙，是原始文明在历史的
砧板上反复捶打的结晶，是先前图腾优胜劣
汰、浪里淘沙的结果。红山文化玉龙就似河流
的上游，处于中国龙的形成阶段。赤峰地区骄
傲地自称为中国龙文化的发源地，显然是把红
山玉龙作为中国龙文化的源头。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主流观点是“满天
星斗”“多元一体”。文明的火种散落在神州大
地的各个角落，并不存在先后主次之分，宛如
满天的星辰。各个远古文明在频繁接触中，融
合与发展并举，形成了更先进、更强大的文

明。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的文化心理，也在文明的
进化过程中得到锤炼和巩固。汉族作为多元中
的一元，发挥主导作用，在千百年历史中把“满天
星斗”的多元文明凝聚成大家共同的文明。中华
文明最终诞生了。

中国龙，就是这种“多元一体”文明史观的体
现。最终的龙形象，融合了诸多原始文明的图
腾，是变化的、多元的。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江
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
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是目前中国人公
认的远古文明的区域中心。而龙文化不约而同
地出现在这几个地区，表明了神州大地的先民有
着某种共同的原始认知，也说明了中华文明的交
融在远古即已萌动。红山文化出土的彩陶，与中
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有着共同的特征；红山玉器具
备商周玉器的主要题材，如龙、虎、龟、鸟、鱼等，
都说明塞北和中原的远古文化血脉相连。原始
文明的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的洪流。

红山文化，汩汩细流，尚处于新石器时期、氏
族社会阶段。之后，西辽河畔的先人部落，由零
星走向联合，部落联盟再产生政权形式，参与文
明的纷争，最终融入更宏大的社群，在更先进的
文化中实现永生。这个演化的过程，最典型的记
载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武陵地区巴人
（巴郡南郡蛮）的描述：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
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
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
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
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
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
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
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
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
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
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
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当地蛮人的五姓，犹如西辽河流域的诸多人
类部落，没有统一的领袖，文化也还处于“事鬼神”
的低级阶段。最终，来自巴氏部落的务相凭借武

力，凝聚了五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务相就是
巴人有名有姓的第一任领袖，在部落联盟成立后
称廪君。一个“君”字，既是尊称，也是权力的象
征。作为领袖，廪君有拓展部落联盟生存空间、为
联盟谋求更好发展的义务。于是，他率领武装人
员乘船出发了，来到了一处土地广阔、盛产鱼盐的
新领土。无奈，新领土并非处女地，已经有了人类
社群及其领袖（“盐水神女”）。在传说故事般的文
字背后，隐藏着廪君战胜神女、鸠占鹊巢的事实。
廪君以武力射杀了神女，建立了夷城。下一步，廪
君率领的巴人部落联盟自然是以夷城为核心据
点，建立了强大的政权，最终发展壮大为中华文明
的一个著名分支：巴国文明。

远古文明缺乏文字，因此不是信史，才有了盐
神化身为虫、遮蔽日月，廪君射杀神女的传说。红
山文化的诸多部落，没有诞生廪君这样的领袖人
物联合大家，也没有留下确切的发展轨迹，只留下
了诸多的文物供人解读。

红山文化遗物中，玉龙是中国发现的数量最
多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形象清新、功能明确。现存
的红山玉龙数量较多，赝品、仿品也不少，一般认
为在红山文化玉器被确认以前（也就是20世纪80
年代以前）已经见于著录的玉龙多为真品。

1971年，赤峰当地一位农民在翁牛特旗三星
他拉村北山岗地表以下50至60厘米处挖掘出一
件玉龙，捐献给旗文化馆，后为国家博物馆借调入
藏。这件玉龙由岫玉精制而成，造型细腻、色彩厚
重，是最先确定的红山玉龙，入列第三批禁止出国
（境）展览文物。该玉龙已经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此外，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乃至私人收
藏家都收藏有红山玉龙。前述故宫博物院所藏红
山大玉龙是现存最大的一件玉龙。该玉龙原为著
名古玉研究专家和收藏家傅忠谟先生收藏。1992
年，故宫博物院收购了傅先生收藏的396件玉器，
其中就有包括大玉龙在内的3件红山文化玉器。

故宫里的红山大玉龙，是一条嗷嗷待哺的原
始龙，是一条“婴孩期”的中国龙，见证着远古中国
的历史，凝聚着远古中国人的想象与期望。

中华文明的曙光，正穿透大玉龙，照向我们。

小说的细节，总是迷人的。“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诗中这一小小的荔
枝背后，有无尽的历史细节和值得诉说的故
事。在马伯庸所著的《长安的荔枝》中，他以历
史为骨架、文学为血肉，讲述唐朝小吏李善德
想方设法、历经艰辛将鲜荔枝从岭南运抵千里
之外的长安的故事，透过这一历史中如尘埃般

细小的微观事件，我们不仅感受到唐朝由盛转
衰的宏大历史背景，也可从中看到小人物身处
职场的无奈与细小事件背后的博弈，与古代的
“自己”相遇共情。

如果说主题是小说的“灵魂”，情节是小说
的“骨骼”,那么细节则是小说的“血肉”，三者共
备，相融相洽，小说便能绽放出迷人光彩。熟悉
马伯庸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历史细节
控”，一直坚信“唯有细节足够细致，才能将读者
拖入到当时的情境中去”，以虚构的故事呈现出
历史逻辑的真实。史书记载往往宏阔而冰冷，
以坚硬骨架支撑起历史天空，而马伯庸却从史
书中常被人所忽略的细节入手，于历史缝隙内
做起绣花文章，讲述隐藏在宏大历史叙述背后

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和小事件，并据此来挖掘历史之
大、洞察人性之真。小说《长安的荔枝》便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
“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挂我写

小说的大衣”，这是大仲马对于历史小说的真实
和想象两者关系的妙喻。马伯庸在小说创作中，
很好地处理了真实和想象的关系，他以历史为钉
构建起整部小说的架构，再用文学的想象创造更
有戏剧性的小说血肉，让整部小说呈现出真实
的、鲜活的历史侧影。

虚构故事里有历史逻辑的真实。早在汉
代岭南荔枝就成为皇家贡品，而如何将“一日
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岭南鲜荔枝运
送到千里之外的长安，史书上并无明确记

载。这便给马伯庸的文学创作留下了较大的
施展空间。他虚构了一个唐朝九品小吏李善
德，他被同僚陷害而接下运送任务，南下岭南
寻找荔枝转运之法，最后成功找出最优解将
鲜荔枝运抵长安的曲折经历中，富含官场上
的波谲云诡、古代的交通运输限制、基层民众
的生存状态、人性的温暖寒凉等真实历史细
节。一斑而窥豹，运送荔枝过程中的丰富细节
不仅呈现出唐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面面观，也
折射出整个唐朝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冗余。透
过这枚小小的荔枝可以看出，当创造过诸多
辉煌的唐朝从上至下“烂透了”，走向灭亡也
只是时间问题。
《长安的荔枝》无疑是迷人的，书中大量唐朝

政治、经济、交通等细节丰富着我们的想象，而主
人公李善德的喜怒哀乐是小说最能唤醒现代人共
鸣的细节，我们可以被李善德在不可能中寻找可
能性的倔强所感染，会在“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
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的话语里，看到即
便身处逆境，也要从绝境中寻找希望，拼尽全力让
生活充满阳光的我们。

人类经历了从体力经济到思维经济再到
情感经济的变化。人工智能越发展，是不是从
事相关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越吃香？女人是
被弱化还是被重用？艺术家还有没有市场？
作者在这本书里，以饶有趣味的语言，对此进
行了分析和解答。

人工智能所经历的变革，似乎和人类智能
有相辅相成的发展曲线。从现行人工智能的
发展趋势看，其变革趋势越来越趋向于情感经
济的发展。在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
负责思考，人类负责安闲地享受生活，感受人
工智能带来的能力改变以及群体交往的改革
和地缘政治的新变化。未来的世人，将面临岗
位选择、技能重塑和认知的全面改变。该书成
书时，ChatGPT还没有出现，但作者清晰勾勒

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用浅显的语言，分析
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问题和未来趋向。

人工智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正在潜移默
化或大张旗鼓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作
者向读者传输着：人工智能的进步，改变了就
业、教育、治理和伦理等诸多领域的传统模
式。未来的人工智能向何处去？作者对人工
智能诸多层面进行了剖析，对承担思维任务越
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人类（无论是管理者还是
消费者）开始更多地聚焦人际关系和同理心，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
遇和潜在风险，人类智能越来越离不开人工智
能，人工智能的风险性越来越需要人类智能在
人工智能提升支持下的高度安全性操作。

人类的情感和同理心，在人工智能高度发
达的未来，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从而造成“情
感经济”这样一种新经济形态的诞生。人工智
能带来的这种新变化，是技术升华后，人类人
性回归的繁荣，自我灵魂寻找的复活。作者深
入分析了人工智能如何在深刻地改变着周围
的世界，又由浅入深地介绍了情感经济将如何
主宰人类的未来。

全书总共十五章，每一章节，都有非常鲜明

的主题陈述，显示出作者构建此书结构时明晰的
骨架。

情感经济的特点是，人类负责情感，机器负
责思维。这让更多传统经济中处于劣势的女性
走向前台，那些在体力经济中的彪形大汉，反而
可能成为生活的弱者。机器实现思考的分析和
直觉，依靠映射和推理方式进行，从而产生了分
析性机器与直觉型机器。人类劳动者要想在新
环境下立足，就要完成技能重塑、技能交叉和技
能提升。非技术型的制造、思维劳动力，日渐转
型为非技术型情感劳动力；非技术型情感劳动
力，则要提升情感技能；技术型思维劳动力，则要
拓展情感技能。未来社会，共情能力强的女性，
会占据主导地位，那些引导人性回归的“软服
务”，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情感经济的关系变化，
让传统行业中的优秀人才可能失业，而让弱势群
体摇身一变，享受生活。

与人工智能的合作，改变着人类的工作，让
人类的工作升级换代加快。情感经济时代会依
据情感工作的重要性对行业有新的排名，由此会
引起情感经济时代人们就业策略的改变。如果
说，体力经济时代男性唱主角，思维经济时代女
性逐渐崛起，情感经济时代女性则会成为主导群

体。情感经济颠覆了传统的一切。同理心、情
感、感觉和人际交往技能的提升，标志着女性时
代的来临。

作者根据这样的分析路径，提出教育必须改
革，情感经济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向软性的人际技
能转变。作者似乎暗示了外向型性格和与他人
的积极交往，是情感经济时代团队协作和沟通
技巧必须经过的环节，同理心和情商成为核
心。情感经济时代的消费者，越来越注重情感，
也会使企业向情感经济转变，消费者和管理者
都面临着新的思考。
情感经济时代是人工智能发展到现阶段和今

后一段时期的产物，其负面作用是会形成失业问题
和财富不平等问题，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类的偷懒”
行为，也会造成人类自身的退化。人工智能导致的
偏见，也让人类进入另一个误区。隐私问题的保护，
是文明进步所要研究的又一问题。当机器人的权利
受到损害，人类又将如何裁决？人工智能能力提升
后，人类会面对更多的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顺序，经过了从机械到思维，

再到情感的过程。情感经济时代的工作，更加注
重情感和人际关系；当女性成为主导，教育因社会
的改变而改变；情感经济导致收入和财富不平均；
艺术家与人工智能的广泛合作，会让艺术家变得
更感性。情感经济时代的开启，为人类迎来了一
个全新的时代。作者的分析丝丝入扣，将情感经
济时代的变化一笔笔素描出来，让读者耳目一新
的同时，真切感受到人工智能情感经济带来的颠
覆性变化。该书语言流畅，通俗易懂，是圈内外人
士了解情感经济的一本好书。

摘自《藏在故宫里的中国史》，张

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6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