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学》提升中国饮食文明
今年 4 月，《食学》再版，并被

英译、日译后在国外发行，受到好
评。 2019 年，该书作者刘广伟应
邀在日本召开的 G20 大会“世界
食学论坛”作主旨讲演，其研究成
果被写入《淡路岛宣言》。之后，他
被美国烹饪研究院授予荣誉院

士， 因为他提供了一件最新最有
品位的 “解决当前全人类食事问
题的公共产品”。

《食学》不是食学史，也非食
学概论，更不是饮食技法手册，而
是围绕着食物生产、食物加工、食
物利用、食物秩序、食事治理明确
食学的性质、定位、任务、法则，正
确引导人们的食事、食为。它对人
类饮食历史、 现状进行了系统梳
理、深刻分析和生动表达，并结合
作者多年的餐饮实践、技艺创新，

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食学理论

体系， 并努力确立食学在人文社
会科学中的学科地位。

书中有很多振聋发聩的思想

与创意，如作者主张食物生产、加
工、利用以一条线贯通、联动，统
一领导规划，统一标准规范，统一
立法执法， 以避免九龙治水式的
零碎化、片断化。 从 12 个维度出
发，提出食前、食中、食后三阶段
合理安排饮食。一改食生产、食利
用、食秩序的正金字塔结构模型，
他认为以食利用为首要的倒金字

塔结构才更为合理， 作者总结的
3562 吃法，无疑是对六大饮食陋
习的绝妙纠正。

《食学 》目标高远，既穿透历
史、富有人类情怀，又立足于现实，
调动了环境学、生物学、营养学、医

药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
多领域的知识， 将食物的加工、储
藏、运输、安全都纳入研究视野，是
理学、工学、人文学的有机统一，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

《食学》渴求建立在必需、理
性、合理、健康、快乐基础之上的
饮食习惯、秩序、文明，提高中华
民族的健康水平，将中国饮食文
化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饮食文明

层次。 它呼唤无污染的蓝天、白
云、绿水、青山、阳光、空气，坚决
阻绝形形色色的“病从口入”，杜
绝暴饮乱食， 维护可持续发展，
拒绝对无机肥料的过度使用、对
食品添加剂的乱用、对农药的恶
施滥施、对家禽家畜的转基因技
术荼毒，以筑起饮食安全的铜墙
铁壁。 (白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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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一所二本

院校从教， 长期的教
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

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
成长变化的见证者。本
书相当于她的教学札

记， 里面有她 15年一
线教学经验的分享，对
4500 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 10 年的跟踪走
访，也有两届班主任工作的总结思考。书中最真切
动人的，是一个个具体学生的采访日志，这也是作
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生活剪影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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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来自五十年

前的邀请， 让原本绝
无可能产生交集的两

个人相遇。 在作者舒
缓、深沉的叙述中，我
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

真正彼此理解的可能。
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

作品，甫一问世即获广大读者喜爱，曾入围 2018年
科斯塔图书最佳处女作奖、麦基特里克奖等。业内人
士评价，这是一部令人感动的杰作，关于平凡生活中
的友谊与爱，关于重新开始人生的勇气。

《我的二本学生》

《猫是严师，我是高徒》

作者：张 傲

出版 ： 化学工业
出版社

这本书 ，有 88 只
萌猫， 跟你聊聊生活
和职场这件小事儿 。
88 只萌猫， 直击 8 大
问题，给你 88 种关于
职场和人生的积极态

度， 全面强大你的内
心，教你在难搞的日子里笑出声来，给你直面残酷
青春的勇气。实实在在地缓解年轻人的成长焦虑，
让你在迷茫的年纪，做个身体有力量、心里有能
量、灵魂有热量的人。 （本报综合）

勇敢向前，必有光亮

对于不曾经历磨难的人来

说，“相信未来，憧憬美好”或许仅
是一句口头禅， 但那些经历过磨
难的人， 必然更加懂得其中沉甸
甸的精神分量。基于此，读长篇纪
实文学作品《岩兰花开》，让人的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作者杜文娟
是陕西女作家，出版过《红雪莲》
《走向珠穆朗玛》《阿里阿里》等作
品， 获得过柳青文学奖长篇小说
奖等诸多奖项。 无论是虚构还是
非虚构的文学写作， 她都能驾轻
就熟， 其温婉而富有质感的文字
和“在场”的叙事风格，给不少读
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岩兰花开》一书，真实地记
录了汶川大地震十年后， 失独父
母、地震孤儿、伤残人士、重组家
庭等诸多不同群体在当前的生活

和心理状况。书中提到的幸存者，
当年无不是在岩石中求希望，在
灾难中寻温暖。 这是一部大地震

幸存者生存状况实录， 更是这些
历经身体和心理双重考验的群体

的“全景图”。
中国近现代史， 也是一部与

自然灾难的抗争史。 在历次灾难
中，虽然家园遭到毁坏、有人不幸
罹难、有人受伤落下残疾，但作为
活着的人，生活还要继续。 《岩兰
花开》的主题是宏大的，但是在叙
事上以小见大，书中有 20 多篇是
地震幸存者亲口讲述不堪回首的

往事和这些年的生活境况， 涉及
多达数百人。 从一些篇章看得出
来，不少人有倾诉的意愿，想把痛
苦的往事说出来， 其实这也是与
昨天和解、 与自己和解的一种方
式，是一种灵魂的释然。

幸存者们讲述故事， 或许是
拉家常式的，有的甚至有些琐碎，
但正因如此，不同人物的身份、性
格和对生活的态度也被巧妙地刻

画出来。 本书开篇《感谢双拐》即

是口述实录， 说的是一个在地震
中双腿伤残的 90 后女孩在震后
受到精心治疗的故事。 虽然今后
的生活中多了一双拐杖， 但女孩
并不畏惧，她要自食其力，不想给
社会增添负担。在女孩的叙述中，
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也让人看到

了生活赋予的信心。 在 《不想结
婚》一文中，可以看到同样双腿伤
残的大男孩， 阳光活泼， 精通网
络，帮人做电商，生活过得有滋有
味。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不急于
结婚，而是想先打拼一番事业，朋
友圈子里也没人把他视为残疾

人。 《轮椅上的绣娘》一文，说的则
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农妇没有对

生活、对自己失望，而是钻研绣花
技能，有着强烈的创业念头。地震
给他们带来创伤， 他们也有过失
落、郁闷、焦躁的时刻，但最终都
选择了自强不息。

汶川大地震之后， 杜文娟曾
经冒着危险在灾区进行采访，发
表的作品在海内外均受到关注，
她的文字也为灾区吸引了诸多援

助 。 2018 年是汶川大地震十周
年，为了撰写本书，她第四次奔赴
当年的灾区采访。从情感上来说，
这样的采访是艰难的， 但作为创
作者，忠实地记录、还原幸存者的
生活，不仅具有文学意义，更有存
史留档的文献意义。

读《岩兰花开》，似可带来一
些另外的启示。首先，展现社会生
活的非虚构文学写作， 考验着写
作者的诚意、格局和胸怀。这样的
写作并不是对事件和人物 “照片
式”的复制，而是检验着写作者对
时代、社会、人心的思考深度。 其
次， 非虚构文学写作也有必要传
递出积极的价值观。 本书涉及的
选题， 尽管有不少是绕不开的痛
点，但作者在字里行间告诉人们，
在困难坎坷面前，只要勇敢向前，
人生必有光亮。 (河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