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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雨伞下：
理解世界的乐趣》

科 学 家 为 什 么 那 么 聪
明？因为他们有非凡的思考
方法。

数学就像一把雨伞，当撑
开这把雨伞时，我们仿佛进入
了一个奇特的世界；当收起这
把雨伞时，现实背后隐藏的真
相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这
就是数学的力量。从代数、几
何到相对论，从温度计到黑洞，
作者用简洁而生动的笔触阐释
了如何更好地思索、观察与理
解世界。让我们带上好奇心，
撑开数学这把大伞，在宇宙的
奥秘中漫步，体会解开疑惑后，
如雨过天晴般的愉悦。

作
者
：
（
法
）
米
卡
埃
尔
·
洛
奈

出
版
社
：
人
民
邮
电
出
版
社

出
版
时
间
：2023

年6

月

《苏东坡和他的世界》

荐阅 书单

《自愈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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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王水照先生对苏
轼的研究为底本，分四部分、
配百余幅图铺陈展示苏东坡
豁达浩荡的一生。全书内容
不仅有通俗化的学术研究成
果，更有其灵思泉涌时撰写的
随笔短文，立体呈现了多维度
的苏东坡——从人生经历、思
想情感、艺术风格的思考，到
诗 、词 、文 等 文 学 创 作 的 阐
释。书中的文字朴实平和，视
角面向大众，适合普通读者深
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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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英雄梦》
作者：琼瑶
版本：作家出版社
时间：2024年7月

《梅花英雄梦》：

86岁琼瑶的封笔之作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晗溪

《古人的日常礼仪》：

古代礼仪中的文化密码
■ 周洋

《古人的日常礼仪》
作者：曾亦 陈姿桦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
社
时间：2024年2月

面临严重健康问题甚至
绝症的人，在没有明确医学干
预的情况下，症状自然消失，
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自
发缓解”。

有过自发缓解经历的病
人，都做对了哪些事情？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执教
于哈佛大学医学院，也是执业
内科医生与精神科医生的杰
弗里·雷迪杰博士，用十六年
时间记录了大量患者对抗疾
病的故事。这些案例都经过
了严格筛选，是有明确医疗记
录证明的自发缓解案例。

（杨道 辑）

《中华文明格局的起源》

考古学具有大历史的宏
观视角与长时段的时间尺度，
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格局的
形成与特点。从考古学角度
看，中华文明格局有四个显著
特点：第一个是多元一体。第
二个是南北相依。第三、第四
两个特点代表中华文明的两
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向内陆发
展，另一个是向海洋发展。中
华文明不仅是农业文明，而且
具有多元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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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我其他的小说不太相似，可是，我认
为这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因为，在陆续写它
的时候，它曾感动过我，曾安慰过我千疮百孔的
心。”近日，琼瑶全新力作《梅花英雄梦》由作家出
版社出版，系该书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出版。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作家出版社获悉，
这部80万字的《梅花英雄梦》，琼瑶耗时七年
才完成，琼瑶在前言里介绍，这部作品是她的
封笔之作，之后不再写长篇小说了。

《梅花英雄梦》跟《梅花烙》是什么关系
呢？作家出版社透露，琼瑶这部作品“是在《梅
花烙》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梅花英雄梦》里的男女主角与观众熟知
的《梅花烙》里的男女主角有相同的名字“皓
祯”“吟霜”，并且都出现了“梅花烙”的元素。
在《梅花烙》中，琼瑶讲述了清朝乾隆年间白吟
霜和皓祯之间因偷龙换凤而发生的一系列悲
剧故事；《梅花英雄梦》虽是一部以古代为背景
的小说，但不是历史小说。

琼瑶在前言中说过，写一部以古代为背景
的小说，并不一定要严格地忠于历史依据，“好
看”是评价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其次就是小说
的“主题”和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在创作这
部《梅花英雄梦》时，琼瑶抛开了一切细节拘
束，放飞想象力，“请我的读者们，不要研究其
中的历史依据。故事是我杜撰的，连年代朝
代，我都刻意模糊了。故事里的人物，也是我
创造的，不用去找寻有没有依据。至于小说里
的官职、称谓、地名、礼仪、传奇、武术……都有
真有假有我的混合搭配。”

小说讲述了二十年前，安南王府一夜之间
惨遭灭门，当夜却有几个新生儿悄然诞生。二

十年后，当年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他们原
本看似毫无交集的人生，在命运的冥冥安排之
下，早已注定将迎来一段惊天动地的传奇。“我
绞尽脑汁的，是情节的布局、人物的刻画、爱情
的深度和英雄的境界！至于其中的各种发展，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死相许、忠孝仁义、沙
场征战……都发挥到我的极致。”琼瑶在前言
中如是介绍。

2024年，86岁的琼瑶依然活跃在文坛上。
1963年，琼瑶发表她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后
一炮而红，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依靠65部爱
情小说和50多部影视剧，一次次地掀起热潮，把
琼瑶这一笔名变成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对大众来说，琼瑶这一文化符号有两个，
一个是文本的琼瑶，一个是影视的琼瑶，二者
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存在。琼瑶小说曾对
上世纪不少青年男女起到了爱情启蒙的意义，
对不少中年人来说，琼瑶作品已经与自己的恋
爱经历相融合。琼瑶的小说迷年龄虽然相对
集中，且以中年人偏多，但从媒体做的调查中
发现，由于琼瑶不少作品都被翻拍成电视剧，
琼瑶的粉丝中不乏看着《还珠格格》和《情深深
雨濛濛》长大的80后90后。

琼瑶一直紧跟时代潮流，步入老年后，还
开通了个人社交账号，时常发一些她的文字和
影像动态，通过网络和网友们交流。今年，琼
瑶还玩起了人工智能，不过她也在个人社交账
号中透露，她将渐渐淡出社交平台，因为年纪
大了，身体有很多小毛病，浏览社交网络平台
也会伤害视力、体力，耽误睡眠。同时，因为网
友们温暖的留言，会让她感动，但也逐渐成为

“甜蜜负担”。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可以说，礼
仪贯穿国家、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
是古人在社交场合的润滑剂，更是维系社会伦
理纲常的规矩和方圆。笔者近日读到同济大
学哲学系曾亦教授的新著《古人的日常礼仪》，
深感此书值得细细品读。某种意义上说，读懂
了礼仪之中所承载的文化密码，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

古代所谓礼仪，其实是一个外延宏阔、内涵
丰富的概念。上到国家政治，下至个人修养，涉
及敬鬼事神、区别长幼尊卑的各种规定和仪节
形式。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天地鬼神祭祀、
水旱灾害祈禳、军队征战、房舍陵墓营造，乃至衣
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无不与礼仪有关。
作者曾亦以研究先秦儒学、宋明理学、清代经学
等领域为主攻方向，尤其擅长《春秋》学与《礼》
学。在书中，他把古代日常基本礼仪分成六个
门类，分别是相见礼、成年礼、士婚礼、饮酒礼、士
丧礼、家祭礼。涵盖古人日常生活所遵行的各
种礼仪，小到见面打招呼，大到红白喜事，一应俱
全。详细介绍每一种礼仪的来龙去脉，并用简
洁的图示分解礼数中的关键环节和动作程式。
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历史的脉络和哲学的经纬，
将古代礼仪放置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图谱中详加
考察，常有启人深思之论。

众所周知，孔子素以好礼、知礼著称。“不
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是孔门教
育理念中的纲领性原则。在孔子重礼的榜样
作用带领下，儒家弟子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并
称“三礼”：《仪礼》《礼记》《周礼》，成为汉代以
后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制定礼仪制
度的标杆性文献，有“礼经”之美誉。从礼的内
容来看，可以分为“吉、嘉、宾、军、凶”五个类
别，大类之下又层层细分，不同场合、不同时间

都有具体而微的礼仪。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繁
文缛节。可为什么这些传统礼仪能流传千年
绵延不绝？曾亦教授在书中探讨了这一现象
背后的原因。

从礼的起源来看，儒家学说认为，圣人本
乎人情而制礼，而人情在此前的各种习俗中早
已得到体现，圣人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
形成了后世的礼制。这样制成的礼仪，出于人
情的自然表达，同时又包含对情感的约束和调
节，尤其是对人内心深处消极情绪及负面情感
的淡化和抑制，符合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
要，因此更能够传承久远而不衰减。

还有一条也是非常重要，那就是“遵循中
道”。孔子主张过犹不及。礼的创制也要考虑
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度，兼顾不同等级的人的品
性，尽可能让所有人都能遵守。比如，当亲人
去世以后，子女内心哀痛而食不甘味、身不安
美，这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但如果七日七夜不
吃不喝，就不免悲伤过度，恐怕还会损害生者
的身体健康，造成痛上加痛。因此，民间会有

“节哀顺变”一说，安抚逝者亲属的情绪。
曾亦在书中着重阐述了古人送礼的原则：

称情而立文。即称量情感的轻重不同而相应
地制定不同的礼仪，体现在送礼问题上，要求
情感、礼物、礼仪三者的相称。礼物作为人情
的表示，应该恰到好处地表达送礼者与受礼者
之间的真实关系和情感状态，达到一种“无过
不及，恰到好处”的境界，否则就会流于虚伪。

《古人的日常礼仪》不仅是一幅描摹形形
色色古代礼仪的全景图，更像是一座关于礼
仪文化的博物馆，讲述着岁月长河中礼仪的
起源、改造、调整、变迁、流布，当我们沉浸其
中时，体验到的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滋润和
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