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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
情绪心理学》

荐阅 书单

《近代中国知识女性
的文化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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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不开心的
时候，什么也不想干，对
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在
开心的时候，则会感到浑
身有使不完的劲，会心花
怒放、步履轻盈，会有强
烈的意愿主动参与社会
生活，与人建立良好的人
际关系。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
情绪本身从来不是问题，
有问题的是我们对情绪的
认知和应对情绪的方式。

情绪管理对我们非常
重要，是我们一生中绕不
开的重要修行。本书从情
绪管理的角度，结合作者
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探讨
如何将“情绪陷阱”转化为

“情绪优势”，把自己的“情
绪负债”变成“情绪资产”，
从而在与情绪的良好对话
中活出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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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别》
作者：邓安庆
版本：译林出版社
时间：2024年7月

《暂别》：

一封游子的质朴家书
■ 赵昱华

《食南之徒》：

食物背后的南越史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珊珊

《食南之徒》
作者：马伯庸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时间：2024年4月

《倍速社会》

“注意看，这个男人
叫小帅”“眼前这个女人
叫小美”……常刷短视频
的读者，一定非常熟悉这
样的表述方式。三分钟
讲完一集电视剧剧情，五
分钟说完一部电影内容，
是短视频出现后线上最
流行的观看影视剧的方
式。

与长视频相比，今天
的观众更青睐短视频带
来的快感，“速看”类剧透
短 视 频 的 点 击 量 非 常
高。长视频网站都会提
供倍速观看的服务，观众
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迅速刷完几十集剧集。

“倍速视听”现象产生的
必然性是什么？本书对
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徐珊珊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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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中国文化的永恒主题。我们总
会美化自己记忆中的家乡，离开那片生养
了我们的土地之时，故土就成了一种带着
梦幻色彩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
言，一切远离都只不过是暂别——叶落终
须归根。对于乡愁的集体记忆，深深地刻
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

《暂别》是“80后”作家邓安庆的散文
集，“一个游子的质朴家信，远乡亲眷的深
情遥望。”邓安庆以细腻的笔触，写自己的
家庭，写自己长江岸边的故乡，写自己的记
忆与告别。

坦然是需要勇气的，作者将生活中
那些不美好的小细节坦承给读者——对
父母的疏于了解，偶尔产生的不耐烦，对
于现实生活的逃避……种种细节，真实
而可贵。作者写道：“我与父母亲就这样
相互牵绊着，直到终有一天，有人起身离
去。”我想，这大概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
家庭中，游子与父母的关系。

作者写下这本书，也是对自己人生
的一段记录。定居江苏苏州以来，他往
返于苏州的新家与湖北邓垸的老家之
间，如一只候鸟。苏州的新家，有他的事
业，他的未来，他积攒起的财富；而湖北
的老家，有他的家人，他的过去，他所遗
留的记忆。4年的时间里，他风尘仆仆地
回到家乡，与亲人留下鸡零狗碎的回忆，
然后又匆匆地离去。书中很少写及道
别，却又字字离不开家人之间的彼此牵
挂。这种散碎化的文字所反映的，是最
真实的生活。作者力图以真动人，用真
实激发读者的共鸣。

作为一本散文集，书中的各个章节似
乎毫无联系，却又被一条名为“乡愁”的看
不见的丝线所牵连，一次次地与家乡的重

聚，一次次地踏上漂泊的旅程。作者写下
的，已不只是他一人的故事，而是一种对于

“家”的集体追寻与共鸣。
家在何处？当作者踏上前往北京的列

车，作为编辑展开全新的人生时，他以为自
己不会再回到苏州。他在苏州生活的两年
半时间里，一直在工业城中从事他不喜欢
的工作。可是，十年以后，当他决定离开北
京、重新安家定居之时，他最终又选择了

“回家”，回到这座他曾经熟悉的城市。当
他回到苏州后，亲人所在的那座小城，又成
了他魂牵梦萦的那个家。

或许，家不过是一个概念，一个承载了
人们对于回不去的过去的美好幻想。在都
市化的洪流中，家的概念像是一座灯塔，承
载了人们对于避风港的渴望。人们总是喜
欢往美好的事物上堆砌想象，家被赋予了
太多的内涵。

然而，作者却以真实细致的笔触回答
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家的概念被剥离那些
溢美之词后，你是否仍然爱着这个家？作
者没有作出正面回应，而是去写母亲黑瘦
干枯的手，写蜷缩在椅子中微笑的父亲，写
父母第一次到达苏州新家时的兴奋与不适
应——对于他们而言，亲情的纽带牵引他
们来到这陌生的城市，而乡土的情结又在
另一端牵扯着他们归去。到来，暂别，归
去，始终存在的都是爱。

我想，作者想写的，不仅仅是对于乡
愁的描述，那种与家的暂别、前往另一个
家的过程，同样是作者深思的。正如作
者在书中所写的，“我不是已经有苏州那
个家了吗？可只要父母还在，那个家还
不完全是自己的家。”或许，只有叶落归
根的那一天，我们才能真正选定自己那
个家。

最贪吃的大汉使者唐蒙，来到最会吃
的南越国，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

一打开作家马伯庸最新的长篇历史小
说《食南之徒》，就感觉到令人垂涎三尺的
美妙滋味，书中描绘的美食似乎就在眼前，
让人忍不住要上前大快朵颐起来。这本书
从真实的历史背景切入，以美食作为最诱
人的佐料，为我们讲述一段精彩纷呈的南
越国故事。

南越国又称南粤国，全盛时国力强
盛。这部书详细描绘了南越国的地理、气
候、人物和风物等。其中不少风物，海南读
者都比较熟悉。例如，书中所说的胥余果
即椰子。唐蒙等人第一次见到胥余果时发
现，“七八个圆如人头大小的青果，外壳看
起来颇为厚实，坚如木盾”“这胥余果在木
皮内侧，还附有一层白肉，状如凝膏，口感
绵软香甜，那才是真正的精华所在。如果
喝完汁液就扔掉，未免买椟还珠了”。又如
青黄颜色的五棱怪果子（即杨桃），当地叫
作五敛子，“南越这边称棱为敛，这果子有
五条棱，所以叫作五敛”。

和《长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等历史
小说一样，《食南之徒》也是一个马伯庸从
历史的细节里“抠”出来的故事，“我几年前
去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参观，看到里面有
一枚竹简，上面是一棵壶枣树的园林档
案。这个细节非常小，但很耐人寻味。广

东没有野生壶枣树，这棵树是哪里来的？
再一查，南越王赵佗是河北真定人，而枣树
恰好是真定特产”。

作为一名不断挖掘历史细节的文学侦
探，马伯庸在《食南之徒》后记中说，该书源
于《史记》中《西南夷列传》里的一段记载，

“唐蒙是《史记》里出现的人物，不过记载只
有短短一段，生平不详。不过正是因为这
种不详，才给了我想象的空间”。

《食南之徒》中涉及的南越国风土、掌
故、用具、建筑风格等内容，皆有考古佐
证。有据可考的真实历史细节，让这本小
说变得更加丰满。书中的唐蒙作为一个大
吃货，无意间卷入南越国波谲云诡的朝堂
争斗中。为了帮助小酱仔（卖酱的孩子）甘
蔗查明母亲去世的原因，唐蒙在南越国深
宫和大街小巷的市井喧嚣中查找真相。每
当束手无策、落入死胡同之际，令人垂涎欲
滴的美食，犹如一条条线索给他指引，帮助
他在重重迷雾中找到被岁月掩埋的真相。

与食物有关的记忆，往往会引发人们
强烈的思乡之情。正如书中所说的，“一个
人小时候养成的口味，无论后来走了多少
地方，无论长到多大年纪，都很难改掉。”赵
佗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壶枣粥就是最好的佐
证。食物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还
维系了人们与故乡、亲人的情感纽带，永远
无法割断。

本书通过秋瑾等8位
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知
识女性个体化际遇，揭示
不同时空下妇女解放与
思想转型、社会变革的内
在联动，将之作为窥探时
代履记的一个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