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 读悦 一部与《庄子》互文融通的乡村文化小说
沈文

《道泉记》，张生全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道泉记》通过一脉山泉从“道泉”到“盗
泉”再到“道泉”的变迁，展现了一个普通乡村
从土地下户前后到经济大潮来临的几十年来
的人事变迁，甚至还延伸了上百年的乡村历
史。小说描写了志、廉两个家族的数代恩怨，
以及年轻一代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不同理想
信念的坚守、不同事业发展的追求，将生态保
护、绿色发展、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等多个宏
大主题关联起来，融为一体，思想驳杂又集中，
人物独特又鲜明，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
得很好的长篇小说佳作。

这是一部描写乡村振兴的长篇叙事，但其
独特性和稀缺性在于，它是在文化道德切口上
精准发力的乡村叙事。它以一脉山泉的变迁，
作为乡村发展和历史变迁的喻象；以乡村各种
各样的偷盗现象，以及乡人在偷盗中思想、道
德、情感的挣扎和扭结，作为铺陈描写的重要
话论；以庄子思想作为文本的内在提挈，可以
说切口独特，构思精巧，力道强劲，别具一格。

这部小说最值得关注且让人耳目一新的，
是它有一个重要的互文文本，那就是《庄子》。
小说有多处引用《庄子》原文及其主要观点，几
乎在每一个细部都注入了《庄子》元素，包括人
物、事物的命名，以及茶室、章节的命名等等。
著名作家阿来评论道：“张生全的小说对命名
有特别的偏好。人名、家族名、地名，乃至茶室
名、章节名，似乎都有精心的设计。这体现着
张生全对小说的认知和思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泉记》人物性格的
描写和塑造，也灌注了庄子思想。比如对于偷
盗问题，庄子曾在《胠箧》一文中赞扬盗贼是
“圣、勇、义、知、仁”的人。庄子说这个话，更
多的是对那些表面仁义道德实则蝇营狗苟的
伪君子的反讽。《道泉记》中的廉把就是这样的
伪君子，写廉把，实际上就是在写《胠箧》。再
比如志慧，志慧是《道泉记》的女主角，她遭受
的打击是最大的。她的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
被廉把“偷”去了，她的命运由此改变。她爱廉

把，但廉把不爱她，还多次利用她。廉背一直
高调向她表达爱，但其实只是想赎罪，也并不
爱她。她举办“茶神节”活动，多次失败。但是
志慧面对打击，她的情绪从来没有激烈过，总
是顺其自然，坦然接受。包括她在道泉村做产

业，也是顺应自然的方式。这些都是庄子思
想。还有田成，他的无为而治，无用为大用的
做法，也包含着很深的庄子思想。至于全书
中对“欲”的描写和表达，更是庄子思想的集
中体现。
《道泉记》在文本上与《庄子》的有机结合，

以及大量隐喻及寓言的使用，把这部乡村叙事
小说，提升为一部文化反思小说。文本的独特
与叙事的精湛，使得这部小说成为近年来反映
新时代山乡巨变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范本。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吴义勤认
为，《道泉记》“化繁为简，用‘山泉’‘偷盗’‘兄
弟’这些形象化的关键词，逼近复杂的乡村和
琐碎的生活；又化简为繁，用结实的细节和葱
茏的枝蔓，让小说血脉丰满。好看，有趣，传
神，是值得关注的小说。”著名作家贾平凹认
为，“写乡村振兴的小说不少，但着眼于文化振
兴的不多；写文化振兴的也有，但落笔到偷盗
问题的少见。张生全的《道泉记》，以泉水为喻
象，以偷盗为话论，以《庄子》为内挈，通过两
个家族的数代恩怨和两个兄弟的爱恨情仇，对
乡村的时间和文化做了一番独特的诠释，别开
生面，意味深长。”著名作家阿来认为，《道泉
记》“强大的寓意和清晰的纹理，配搭上毛茸茸
的生活细节及神秘主义的光辉，让张生全的小
说具有不错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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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思维的亲密对话
推荐理由：本书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具身智能，即智能系统与物理身体的结

合。书中系统论述了具身智能的理论框架，包括身体与思维的互动、感知与行为的统一性，以及智能体如何

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学习与适应；详细介绍了自由能原理，这是理解生命体和智能系统组织原则的关键理

论，同时探讨了这一原理在人工智能设计中的应用，如强化学习感知与行动的和谐统一等。此外，本书还讨

论了多学科视角下的智能解读，以及空间智能与具身智能的整合策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人工智

能未来发展趋势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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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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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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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赵宗彪先生的《史记里的中国》，细细
品读，和正值历史青春期的古人相遇，思古幽
情便不绝如缕。哪怕在太史公后的两千余年
后，其间萦绕的人性光辉和理想之花，仍让人
心潮澎湃。

读史使人明志，宗彪先生读《史记》，读出
了无数次深思熟虑后的醒世之言。几千年前
的历史人物在他笔下亲切可感，多年思考后磨
砺出的智慧结晶在他书中俯拾皆是。在《假如
沧浪之水干涸》中，宗彪先生由楚人《沧浪歌》
想起了深受司马迁钟爱的不同时代的两个楚
人，屈原和伍子胥，认为他们代表了两种人生
精神。“当沧浪之水清澈时，濯缨。浑浊，还行，
可濯足。但是，当沧浪之水变成了泥浆或全部
干涸，仅有一个沧浪之名了，你如果还想濯缨、
濯足，不就是自赴泥沼以求死吗？”屈原时代，
楚怀王和楚襄王尚有底线，所以屈原忠君爱
国，不惜自沉汨罗江，而在伍子胥生活的时代，

楚平王早没了做人的底线，此时的沧浪之水早
已干涸如污泥，所以伍子胥识时务，没有选择
和旧国一同堕落。他赞颂这些历史人物的精
神魅力和人格涵养，并不浅显地概括解读，不
拘泥于旧识，而是深入浅出，以振聋发聩的惊
世之语，与古人交，同今人谈。

宗彪先生的文辞几多深奥，或慷慨悲歌，
或真情流露，文风大气、深刻，说是字字珠玑
实不为过，结尾处常有神来之笔。更多时，读
者能感受到宗彪先生作为文人对世间大义的
向往，对人情冷暖的喟叹，看似在解读《史
记》，实则是在阐释作者眼里的人世间与世间
人。在《赵奢、赵括：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中，宗彪先生抒怀：“真正的仁者是在洞悉了
人性的种种黑暗之后，依然满腔热情地爱所
有人，以悲天悯人之宽大胸怀包容世界，并为
这个苦难的人间多播撒爱的种子。”罗曼·罗
兰曾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

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字里行
间，宗彪先生透过《史记》见微知著，他看到了
司马迁雄深雅健文字背后的真情和褒贬，作
为读者，我们也感受到了宗彪先生爱憎分明
背后的一腔热忱。
宗彪先生曾多次在书中表达对太史公的

敬慕之情，他说如果身边只能带一本书，那就
选《史记》，他认为：“司马迁，是最具人类意识
的历史学家。他写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帝王的
‘资治’，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
为了存续人类的历史，探索文明发展的规律。”
在数篇的解读文章后，附录的是《朝圣司马迁
十日记》，宗彪先生循着台州—北京—大同—
灵丘—太原—韩城—西安—咸阳—台州的匆
匆路线，在短短十天里向真正的历史朝圣。如
果说前面读《史记》的种种感怀尚是纸上谈兵，
在这长长的一文中，宗彪先生真正做到了“知
行合一”，他不光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太史公墓
拜谒，还访问了与司马迁密切相关的几个古
村，也一一拜谒、探访了茂陵、霍去病墓、卫青
墓、阿房宫遗址、未央宫遗址等历史遗迹。我
想，在实地探访朝圣的这些天里，已经完稿的
宗彪先生和历史面对面，一定感慨万千。在这
十篇日记里，他触摸到了历史波谲云诡下的平
静与廖阔。或许，宗彪先生和他的《史记里的
中国》身体力行地向人们展示了什么叫“念念
不忘，必有回响”。
在浅阅读、碎片化的当下，能与一本扎扎实

实的好书相遇，当是人生快事和幸事之一。借
由宗彪先生的文字，这个夏天，不妨与古人、历
史、人性之光和理想之花，撞个满怀。

在探索人类思维的奥秘时，我们不可避
免地遭遇了一个长久以来被边缘化的核心要
素——我们的身体。

具身认知理论，作为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
分支，正试图填补这一历史性疏忽。它不仅探
讨身体如何悄无声息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感知
和决策，还试图将这些深刻的见解应用于教
育、职业发展乃至人类行为的每一个角落。为
了揭示身体如何塑造思维，科学家们已经动用
了包括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在内的一系列尖端
科学技术，以捕捉大脑在处理身体信息时的微
妙活动。这些探索让我们得以窥见身体与思
维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身体和思维是如
何共同编织出我们认识世界的网络的。

在深入探究身体与思维之间的微妙联系
时，我们首先将视角投向身体姿势对认知状态
的潜在影响。身体语言不仅是情感的外在表
达，还是思维状态的一种反映。当一个人背脊
挺直、端坐如松，往往伴随着一种警醒与集中
的精神状态；而当一个人身体放松，甚至躺下
时，思维的界限似乎也随之拓宽，创造力与自
由联想的能力得到释放。这种现象并非随机
发生，而是身体与大脑交互作用的结果。现代
研究揭示，开放的身体姿态能够促进创造性思
维的涌动，而较为封闭和紧张的身体姿态则有
助于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和专注力，这一发现为
我们如何通过调整身体语言来优化思维模式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身体动作对思维
流程的影响。身体活动，尤其是像散步这样的
简单动作，对我们的思维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
作用。当身体在散步的自然摆动中找到节奏
时，我们的思考过程也似乎获得了一种流动
性，使得原本模糊不清的问题变得明晰起来，
解决方案在不经意间浮现脑海。研究表明，这
种身体活动与思维清晰度之间的联系是有科

学依据的，散步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还能显
著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效率。

最后，我们来审视身体状态对思维和决策
的影响。身体状态，如饥饿、疲劳，甚至是心跳
的快慢，都被证实可以对认知功能和决策过程
产生重要影响。在饥饿状态下，人们倾向于作
出更加“急功近利”的选择，而心跳的加速可能
引发紧张和焦虑情绪，进而影响我们的决策质
量。这些发现提示我们，身体状态与心理状态
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而微妙的，它们共同构
成了我们决策和认知的生理基础。

可以看出，身体与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构
成了我们认知架构的核心。这些前瞻性研究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认知过程更深层次
的理解，也为心理学、认知科学乃至人工智能
领域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通过深入
理解身体状态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和决策，我
们可以更好地利用身体信息来优化我们的认
知能力，从而在教育、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取得
更好的成效。

这些研究揭开了一层令人惊叹的认知面
纱：我们的身体，以一种精妙而独特的方式，
成为塑造思维的关键力量。这一革命性的认
识不仅刷新了我们对思维本质的理解，更开
启了一扇通往思维优化和决策改进的新大
门。通过有意地调整身体姿态和动作，我们
得以部分地操纵思维的状态和模式；通过细
致入微地关注和调节身体状态，我们能够提
升决策的精度和效率。这些深刻的灼见，对
于个人的学习路径、职业发展乃至日常生活
的质量，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换言之，具身
认知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范式，它引
导我们重新审视身体与思维的互动关系，并
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如何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决
策过程。随着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有
望在教育、工作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见

证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将所有的关

注点单一地聚焦于身体。恰恰相反，身体与思
维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在生活的
舞台上相互影响、相互塑造。我们不能忽视身
体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忽略思维的力量。关键
在于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使得身体与思维能
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和谐统一、协同发展。这种
整合性的思维方式，对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
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
能够深入理解并精确模拟人类身体与思维之
间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将有望研发出更加智
能、更具适应性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将不仅
能够执行复杂的任务，更能以一种更深层次的
方式理解和响应人类的需求，从而在人机交互
的领域中开拓新的可能性。

在追求对具身认知深层次理解的征途中，
我们需要借助一系列尖端科学研究方法，以揭
开身体与思维相互作用的神秘面纱。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等神经成像技术的应用，使我们得
以窥见大脑在处理身体信息时的精细活动模
式，从而深入理解身体感知如何转化为神经信
号，并进一步影响认知与情绪。心理学实验则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通过它可以观察和统
计身体状态和动作如何塑造我们的情绪反应
和决策过程。此外，计算机模拟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为我们模拟和预测身体与思维的复
杂交互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这些跨学科的研究不仅极大地推进了我
们对具身认知的理解，更为实际应用具身认知
提供了丰富的指南。在教育领域，这些研究结
果可以指导教育工作者设计出更具互动性和
体验性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和
认知发展。在心理咨询领域，心理咨询专家可
以利用这些发现，通过调整客户的体态和动作
来改善其情绪状态和心理适应能力。而在工

程与设计领域，对具身认知的深入理解将激发
出更智能、更具适应性的人机交互系统和机器
人的设计灵感。

尽管我们在具身认知领域已取得初步进
展，但仍有众多未知等待探索。例如，我们如何
精确量化身体与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高
效利用身体信息来提升我们的思考和决策能
力？这些研究成果又如何扩展应用于公共卫
生、社会政策、城市规划等更广泛的社会领域？
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投
入更多的智慧和努力。

本书汇聚了科学家们在具身认知领域的系
统研究中形成的深刻思考，它们是对人类认知
奥秘的一次又一次勇敢探索。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我们目睹着知识的新边疆被开拓，真理的
更深层次被触及，以及无限的创新潜能被激
发。通过持续不懈的科学探索，我们致力于全
面理解人类复杂的认知过程，并旨在为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学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拓展
新的方向。我们同样期待这些研究成果能够渗
透至个人的学习和生活实践中，开辟出新的认
知和行动路径。

总体而言，身体在思维过程中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已经获得了科学界的广泛认同，并得到
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深入挖掘和理解这一
过程，不仅能够使我们更高效地利用身体去塑
造和培养思维，而且还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把
握具身智能的丰富内涵和思想脉络。我们认识
到，具身智能作为通向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关
键实践领域，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潜力。在这
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渴望揭
示新知识，理解新真理，创造新可能。我们更希
望，从具身认知这一视角出发，能够激发读者对
相关科学领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引领他们
走向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更广阔的学术探索。

（文/孙瑜）

本书脱胎于央视百家讲坛“诗说唐朝”系
列节目，以陈子昂、杜甫、孟浩然、王之涣等人
的21首著名诗歌为线索，呈现了唐朝生活多
个侧面。譬如以长安为重点的城市兴衰、以
长安物价为切口的经济史、以科举活动为代
表的制度史、以李杜等诗人命运为核心的文
学史，以及唐代饮食、乐舞、妆容服饰等与当
下生活高度同频的内容。本书力求展示唐人
生活方方面面，将诗的浪漫与史的厚重相结
合，展现一个更加全面、细腻也更富诗情画意
的唐朝。

拜占庭帝国皇帝罗曼努斯一世一直被
学界所忽视，但在帝国面临压力的阶段，他
的统治起到了关键作用。罗曼努斯一世出
身农民，一步步升至海军元帅之职，在君士
坦丁七世年幼时篡权夺位。在位时期，对
外，罗曼努斯一世固守首都，抵挡住了如日
中天的保加利亚帝国的多次攻势，耐心等候
保加利亚君主西美昂死去。他提拔了勇将
库尔库阿斯，库尔库阿斯攻下多个城镇，包
围埃德萨，迫使该城献出圣像，扭转了帝国
东部边境守势。对内，罗曼努斯一世没有与
教会的强硬派牧首尼古拉斯正面冲突，而是
耐心等候其衰老而亡，化解了教会的掣肘。
另外，他立法约束土地兼并，意图限制封建
大家族扩张。

作为篡位者，罗曼努斯一世并未谋害君
士坦丁七世，反而将女儿嫁给了他。年老多
病时，罗曼努斯一世不断忏悔，立遗嘱将君
士坦丁七世列为第一继承者。在罗曼努斯
一世的统治下，拜占庭帝国挺过了保加利亚
帝国带来的危机，维持了复兴之势，他实际
上为君士坦丁七世守护了帝国。

作者萨姆·史密斯凭借NBA芝加哥公
牛队随队记者的身份，追踪着 1990/1991
赛季公牛王朝首冠的全过程，也看到了很
多潜藏于幕后，不为人所知的故事。作者
笔下的乔丹不再是官方包装下优雅、无
敌、英俊的完美“战神”，而是一个在极致
的好胜心驱使下，冷酷严厉、刻薄偏执的
“暴君”形象。

一直以来，乔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都
是伟岸高大的，他拥有篮球世界里一切
能够想象的美好。不过，如果将他从铠
甲中剥离出来，就会发现，人们心中的
“神”也是肉体凡胎。本书内容颠覆了传
统概念中的篮球英雄形象，曝光了许多内
幕，对乔丹和公牛队产生了很大冲击，王座
上毫无瑕疵的“篮球之神”不为人知的另一
面开始被披露。时隔多年，乔丹个人纪录
片《最后之舞》亦将本书作为历史话题收录
讲述。《乔丹法则》带领读者了解“神”的另
一面，也能帮助大家更精准地评判和衡量
篮球世界。

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刺猬一家常常陷
入生活的旋涡中，家人之间冲突不断：早上起
床时，放学后做作业，甚至在餐桌上，误解无
处不在，大家的情绪时刻都有可能紧张起来，
外交危机随时可能爆发。为了更好地理解家
人的感受，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改变我们
对日常生活的看法，会怎么样？

本书以刺猬一家一天的生活为线索，针
对亲子生活的10个常见场景（晨起、放学回
家、做作业、洗澡、入睡……），为父母给出应
对小妙招，帮助他们轻松应对日常生活中的
小冲突。本书既温柔又幽默，是一本突破性
的育儿指南，充满了促进家庭内部关系的实
用建议。这本书是为有3至10岁孩子的家庭
准备的，亲子可以一起阅读，父母和孩子都
能读到属于自己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