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与美同行

《药草芬芳》用散文的语言展示
了中医药之美。在作者管弦的笔
下，每一味中草药，都是有灵性的。

她们“宛若精灵，盈着笑脸，唱着歌
儿，飘摇着，款款而来”。管弦将她
们的形态、特点、功效、文化、传说娓

娓道来，并把自己对中医药的实践、
认知和感触糅合进去，语言生动，让
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医药的价
值和优美。

于是，我们看到：蒲公英开成一
朵自由行走的花，随风播撒着清热解
毒、消痈散结的种子，还有浓浓执着
的情怀。马齿苋立在万紫千红的田
间地头，身负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
酯、防治心血管疾病、养肝护肝等功
效，传达着切切柔暖的怜爱，被李时
珍《本草纲目》称为“长命菜”的她，让
每一个日子，无论贫富贵贱，都过得
生机盎然。

我们听到：苍耳于“采采卷耳”的
吟诵中，行使着上通脑顶、下行足膝、
外达皮肤的功能，治疗诸如风头寒
痛、牙龈痛肿、鼻渊流涕、眼目昏暗、
风湿挛痹、瘰疬疮疥、遍身瘙痒等一
切风症。芍药也在多情女子的无语
凝噎中，表达了深长的情意，“君将离
去，我心悠悠”，她能够滋阴补血、益
气安神、解痉止痛、镇静消炎，还被称
为“女科之花”。

我们闻到：香樟树拥着奇特的香
气绽放在高高的山坡上，还因为“其
木理多文章”而大有文章，不但能够
杀菌消毒消炎，还被寓意为避邪、长
寿和吉祥如意的神树，自古就是人们
祈福和表达情义的地方。那菠萝的
香也从顶端和底部两头传出，直抵心
口，嗅到的那一瞬间，心，便像鲜花一
样绽放了。菠萝还含有一种叫“菠萝
朊酶”的物质，能够分解蛋白质，溶解

阻塞于组织中的纤维蛋白和血凝块，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稀释血脂，消除
炎症和水肿。

真的很美。哪怕鲜为人知的钩
吻、毒芹、商陆等，也是有毒却不缺灵
秀、无闻却不乏传奇。神农炎帝误尝
钩吻而死，韩非因受李斯的嫉妒也是
被迫服用了钩吻而亡。古希腊的苏
格拉底则是被毒芹夺去生命的。而
商陆这味有毒的花草儿，则有着胭脂
草的别号，因为她浆果成熟时果汁呈
深红紫色，民间常用之当作胭脂涂抹
在女孩子的面颊。有毒的药草儿告
诉我们，有一种爱，是遥遥相望，默默
远离。

跟随着管弦，我们仿佛从远古踏
歌而来，“古代的女子，很多都喜欢佩
戴鲜花。有时，斜斜地插进发髻里，
有时，散散地扣在胸襟边。眼波流转
之际，那花儿也跟着转动，于忽明忽
暗之时，散发出缕缕暗香，撩人目光，
袭人心怀。”

花开花落，都怀思绵绵，醉在恒
久的梦想里。

是的，草木和人一样，都是有情
的。所有健康的、美好的都是和着药
草儿出现的，“她们原本为一体，仿佛
几缕飞云，悄然生动；又犹如远方篷
船里透出的灯光，隐约着许多温暖，
印记着了无痕迹的瑰丽。”

那么，来吧，提一壶清酒，遍览药
草，尽享芬芳。健康和美，在阳光正
好的地方，等着我们。

（来源：新华读书）

《药草芬芳——发现中医药之美》
管弦
人民出版社

本书通过“唱片余韵”“现场回
声”“影像拾韵”和“旅途寻声”四个
部分，铺排生活中处处可与音乐相
遇的可能，从而告诉读者，特别是青
少年读者，音乐决不仅仅是技巧，更
是一种需要慧心与之相知，并从中
获得教益的精神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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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本书笔法细致地呈现了一部跨
度两千多年的西方审判史。会讲故
事的卡德里，把一个又一个非同寻
常的审判拉进寻常人的视野，从两
千年前苏格拉底被审判，到持续发
酵多时的萨勒姆女巫案，从法国大
革命中断头台上的冤魂、莫斯科审
判中无以计数的冤案，再到今日扑
朔迷离的辛普森案……通过对历史
深处的案情的回溯，传达出对司法
公正的呼吁。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奋进与包容》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对“人类之问”的应答

关于中国工业化，学术界已出
版了许多著作，《中国工业化的道
路：奋进与包容》一书中不再赘述中
国工业及经济发展的一般历史，而
希望从中国工业化的包容性角度，
反思中国工业化历程，讨论工业化
进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以及中国人的
思考与对策。并且将中国工业化置
于世界经济大格局中，揭示其在经
济全球化新时代将如何进一步融入
和贡献于世界工业化和人类发展的
伟大进程。

工业化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非
常独特的阶段，尽管这一历史阶段迄
今只有短短二三百年，但所创造的物
质财富却大大超过以往全部历史的
总和。工业化时期，人类以其迅速增
长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发掘和使用自

然界所蕴藏的巨大能源的能力，将自
然物质大规模地转化为工业品，即可
以估价的物质财富。

人类以工业技术手段创造物质
财富的动力是对物质财富及其积累
的欲望，而且，工业生产使得人们有
可能长期保存物质财富，人们因而产
生了强烈的几乎是无限度的“囤积倾
向”。从历史事实看，工业化同资本
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工业化为资本
主义提供技术手段，资本主义为工业
化提供动力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将
工业生产纳入无限追求利润和积累
财富，即马克思称为“榨取剩余价值”
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于是，财富欲望
成为工业化的强大动因，生产力成为
财富增值的工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机制成为将资源配置于能够最有效

创造财富过程的“机器”。经济学家
们以物理学的隐喻抽象化地想象并
描述了市场运行过程，刻画了工业化
在其中均衡或非均衡地推进的轨
迹。这样，工业化时代就成为财富的
时代，工业化轨迹就是财富增长的路
径，工业化的历史就成为财富堆积的
悲喜剧。工业化如同一架喷吐财富
的巨型机器，它的高速运转，让人类
兴奋不已。

人们欢呼工业革命和各国工业
化的巨大成就，将工业化迅速推进
的时期称为“黄金时代”。连对资本
主义持最彻底批判态度的马克思都
高度肯定资本主义曾经发挥过的非
常革命的作用，肯定其创造财富的
巨大历史贡献。但是，对于工业化
的批评和诅咒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们认为那不是“黄金时代”，而不
过是“镀金年代”，表面亮丽辉煌，其
实内藏苦难和龌龊。直到今天，许
多人仍然在问：工业化是值得的
吗？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

《人类简史》一书中写道：“工业革命
找出新方法来进行能量转换和商品
生产，于是人类对于周遭生态系统
的依赖大减。结果就是人类开始砍
伐森林，抽干沼泽、筑坝挡河、水漫
平原，再铺上总长万公里的铁路，并
兴建摩天大都会。世界越来越被塑
造成智人需求的样子，但其他物种
的栖息地就遭到破坏，这让它们迅
速灭绝。地球曾经是一片蓝天绿
地，但现在已经成了混凝土和塑料
构成的商场。”那么，经历了工业化，
并且将继续推进工业化，人类是否
真的获益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工
业化是否能使人类的大多数获益？

这一问题到21世纪显得更加重
要和突出，因为经济发展是否能够惠
及大多数人、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地
区，已经成为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最重
大和最尖锐问题。无论从经济、社会
和政治上，还是各国国内抑或整个世
界，都必须严肃而不可回避地做出回
答。联合国在确定千年发展目标，亚
洲开发银行在提出旨在解决世界人
口贫困、增长持续性以及更为民众所

认同的理念时，使用了“包容性增长”
的概念，这是一个启发性的应答。这
与正在工业化进程中因面临艰难抉
择而苦苦思索的中国不谋而合。中
国高度认同和积极主张：经济发展必
须确立包容性方向。因此，从2009年
开始，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多
次提倡和呼吁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包
容性。

中共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
包容性被作为更加突出的治国理政
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
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
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
展。尤其是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
特别强调了，“十三五”规划必须是
一个遵循社会规律、践行包容性发
展的规划。

所谓包容性，实际上就是要秉
承以人为本理念，坚持公平正义原
则，以公平促进效率，实现经济增
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同
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协调，让工业化所创造的财富和
福利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弱势群
体。而从全球化角度来看，就是要
让世界经济发展的利益惠及所有国
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十
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其他
中央领导人在国内讲话和国外出访
中，多次提倡和强调经济发展的包
容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国
际合作设想，充分体现了建立国际
利益共同体以至人类利益共同体的
包容性发展理念。

中国工业化历经60多年，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其成就举世
公认，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各种难以令
人满意的现象和问题，其中最突出
的，就是工业化所创造的利益和财富
能否惠及各方，让人民共享？工业化
同生态环境如何协调？可以说，这是
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世纪课题。正因
为如此，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其中

“共享”就是工业化的价值所在。
（来源：新华读书）

《生命之泉》是英国作家本森的
个人成长史，作者通过对人生中最
美好的时段在剑桥生活的描写，向
读者展开他的成长过程和心路历
程。一贯地透过人物和其生活来思
考和发现生活中的趣事，让读者在
一个不易察觉的情境中，进入美丽
宁静的画面和悠远的思考。

《生命之泉》
作者：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