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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书

“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
书，即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

《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
《三国志》，因其价值突出、地位重
要，史称“前四史”。把“二十四
史”通读过至少两遍的吕思勉先
生，认为正史卷帙浩繁，非专门治
史的人，不读也罢，但力推读前四
史：“此四书关涉的范围极广，并
非专门治史的人也有用，读了绝
不冤枉。四史者，正史中为用最
广，且文字优美，读之极饶兴趣。”

古代典籍汗牛充栋，“二十四

史”被历朝历代尊崇为史书之冠，
其中“前四史”可以说是“二十四
史”中的天花板。因其艰涩难啃，
普 通 读 者 常 常“ 一 篇 读 罢 头 飞
雪”。《前四史解读》是一部集通俗
性和思想性、趣味性及学术性于一
体的历史著作，作者王保顶称：“本
书的解读，包括作者介绍、写作过
程、内容结构、流传脉络、价值特点
等，既是阅读经验的分享，更是对
前贤伟大作品的膜拜与致敬。”

按照“前四史”的成书先后顺
序，王保顶将司马迁、班固、范晔、
陈寿四位史家的家世生平娓娓道
来，对成书背景和撰述经过备述
其详。作者在对史书的结构体例
和内容细致介绍的同时，对“前四
史”各自的特点、史学思想和成就
进行评述并加以比较，有根有据，
观点鲜明。打开这本书时，读者
会发现，厚重的历史变得亲切起
来了。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的《史记》在史学价值、思想
深度、文学水平等方面的贡献及
地位均属一骑绝尘。司马迁创立
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
书体裁，其发凡起例之功不仅仅
限于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而且
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王保顶强调《史记》作为传记

文学的价值，它的突出特点是不
拘泥于固定程式，根据人物的身
份组织材料，抒发议论。或侧重
于人物的经历，曲折生动；或侧重
于人物的言论，意味深长；或借人
物抒情言志，真切动人。《史记》记
述各阶层的人物，方式不一，皆能
各尽其妙。就此而言，后世正史
的传记往往只得其形未得其神，
的确难望其项背。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历史
文献也是如此。《汉书》的文章历
来受到人们称赞，成为文人士子
学习的典范。《汉书》中提到人物
7022 人，班固以传神之笔描绘了
各种人物形象，简练生动，栩栩如
生。《苏武传》记述了苏武坚贞不
渝的气节。武帝天汉时，苏武以
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结果被匈
奴扣留19年，“始以强壮出，及还，
须发皆白”。班固描述了苏武在
匈奴不顾威胁利诱、矢志守节的
非凡经历。苏武被拘后，单于劝
降，许以高官厚禄，遭苏武痛斥拒
绝。单于无计可施，让他到人迹
罕至的北海牧羊，所牧全是公羊，
对苏武说：待所牧之羊生下羊羔
之后就可回汉。班固写道：“武既
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
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
节旄尽落。”在生活极端艰苦、归

汉无望的情况下，苏武在荒无人
烟的旷野上坚强地生活着，汉节
从不离手，以致节旄尽落。通过
细节描写，班固把苏武凛然不可
犯的气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汉书》作为第二部正史在史学文
献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汉书》的
特点是体例上创立断代纪传体，
对《史记》体例加以改造，被后世
正史奉为圭臬；材料上，《汉书》以

“多载有用之文”的特点，成为西汉
史料的渊薮。王保顶在《前四史解
读》中提到，黄庭坚一有闲暇即研
读《汉书》，而且友人相聚也以读

《汉书》为乐趣，简直到了须臾不可
或缺的地步，他说：“每相聚辄读

《前汉书》数页，甚佳人胸中。久不
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
镜 则 面 目 可 憎 ，对 人 则 语 言 无
味。”循文坛宗师痕迹，追索古人
看古人的文采与精神，这种人文
样本在中华历史中灿若繁星。

《后汉书》作为“前四史”之
一，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
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也
占有一席之地。与司马迁、班固
不同，范晔明确地以“正一代得
失”为写作主旨，以总结一代存亡
兴衰的历史教训为著史出发点，
使史书的功能明确化，反映了“史
的自觉”。从主观上看，范晔不是

史官，且所处的南朝刘宋与东汉
相隔数代，忌讳较少，著史时身处
远离政治漩涡的宣城，能潜心以
新的视角审视历史。客观方面而
言，是史书功能的明确化及史学
自身发展的结果。经过司马迁、
班固两位史学大家的努力，史家
及史书大量涌现，史学从经学分
离出来，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仅次
于经学的重要门类。

在“二十四史”中，就影响中国
文化的广度而言，《三国志》首屈一
指。三国历史错综复杂，英雄人物
众多，使三国历史富于趣味性，尤
其符合大众文化的趣味。在文学
上，《三国志》不如《史记》自然生
动，也不如《汉书》周到缜密，其突
出特点是简洁，着墨不多却能勾勒
出事件的情节及人物神态，脍炙人
口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许
多场景就是直接从《三国志》演化
而来，正统史书也具有为大众喜爱
的经久不衰的魅力。

“前四史”是中华文明历经沧
桑流传下来的宝贵典籍，《前四史
解读》对于这四部史书的细致讲
解、深度点评，对其中蕴藏的思
想价值、人文精神的发掘，引领
读者更好地品读经典，从经典作
品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力量。

一件艺术品，从
被创造出来开始，就有
了生命力。时间会消
磨它的外观，朝代更迭
会改变它存在的意义。

手写信件在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
角色，有一些发挥了关键作用，改变
了历史的轨迹；另一些则记录了重大
事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大部分信
件鲜活地记录了过去时代的生活，泛
黄的信笺成为人们感受岁月流逝的
绝佳载体。

有哪些信曾经改变了世界？科林·
索尔特用《改变世界的信》为人们建起一
座“信件博物馆”，提供了一部“纸笺上的
浓缩世界史”。科林·索尔特定居于苏格
兰爱丁堡，著有《改变世界的书》《改变世
界的演讲》等。《改变世界的信》是科林·
索尔特“改变世界”系列作品之一，书中
所收录的信件都是历史信件，写信人既
有历史名人，也有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
人物。科学家、艺术家、诗人、战士……
写信人身份各异，笔下内容涉及科学、探
险、文化、情感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丰富
的人性画卷。

该书以历史信件为线索，以编年顺
序对 3000 年西方历史进行系统梳理。

作者以轻松通俗的笔法，摘引信件内容，
阐明背景，以此串联起一系列或明或暗
的重大历史时刻，带领读者从薄薄信笺
中窥见历史之潮的端倪和转折点，感受
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书中的近百封历
史信件类型涵盖私人信、公务信、公开
信、绝笔信、狱中书简以及战事前夜送出
的数则重要简报等。从简牍到手写信，
从电报到电子邮件，通信媒介历经流变，
但信件忠实记录了时代的变迁。鲜活生
动的个人化描述，为历史增添了细节的
血肉，使读者轻松贴近每一段历史，感受
其中的温度。

这些历史信件也许曾经改变了历
史，也许没有，但无一不具有历史意义。
例如，一封例常的来信告知年轻的查尔
斯·达尔文一个消息——小猎犬号勘探
船上有一个博物学家的职位空缺。虽然
只是一封极普通的信件，但正是这趟为
期五年的旅行使达尔文提出了“物竞天
择”理论。

有些信件来自科技先驱。其中包括

一封伽利略写于1609年的信，描写了他
通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多颗卫星。还
有莱特兄弟在他们历史性的首次飞行后

即时发送的电报，莱奥纳尔多·达·芬奇
于 1480 年写给米兰公爵的简历和附信
等。

书中收录的一些艺术家们的私人信
件显得尤为珍贵。比阿特丽克斯·波特
的畅销书《彼得兔》，源于她写给某个小
朋友的一封信；文森特·凡·高在一封信
中试图向弟弟提奥解释他的艺术；莫扎
特写给妻子的一封信，显示他在最后的
日子里仍在狂热而急切地作曲。

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重要的“狱中
书”，英国唯美主义诗人奥斯卡·王尔德
的作品，他在雷丁监狱写下了一封惊世
骇俗的信，而他以往的信件中总有着妙
语连珠的诙谐。马丁·路德·金也在监狱
里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为自己辩护。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信都有一些共
同特质，写信人、收信人以及写信时代之
间也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纸张、墨水
和文字这些有形的元素，使写信人所处
的历史时代变得生动起来，也为后人留
下了历史的余温。

优秀的博物馆能为人们带来
艺术的熏陶、心灵的慰藉以及文化
的滋养。卢浮宫是一座艺术之城，
位于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汇聚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万件艺术珍
品，到巴黎的游客都要去参观坐落
在塞纳河之滨的卢浮宫，人们在大
画廊中流连、驻足、慨叹……

卢浮宫是热爱艺术的人们魂
牵梦绕的地方。《卢浮宫：不朽之
旅》是“世界十大博物馆艺术课”
的第一辑之一。由资深学者、博
物馆研究员精选50件具有代表性
的旷世杰作，涵盖六大门类：古希
腊与古罗马雕塑、意大利文艺复
兴绘画与雕塑、法国绘画、欧洲北
方绘画、古埃及文明、古代近东文
明，带领读者感受艺术家的创作
激情，探寻他们如何用作品启发
人们的灵魂。这是一场世界艺术
的饕餮盛宴，是一场读者的心灵
之旅。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

“他们同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
一样，是带领人们走向灵魂、生命
深处的观察者和引路者。这就是
艺术家的价值，也是他们被世人
尊重的原因。”

到卢浮宫参观的人都惊叹其
丰富的藏品，却很少记得卢浮宫不
仅是一座艺术博物馆，还是一座经
历了800年岁月的历史建筑，是一
座宫殿。卢浮宫本身就是一件具
有历史价值的艺术精品。它宏伟
的建筑群曾经是王室的宫殿、王权
的中心、巴黎城市发展的起源地。
它承载着法国的历史记忆，见证着
800年的风云变幻。卢浮宫如何在
800年中成长和发展为一座艺术殿
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普瓦
松在《卢浮宫全史》中，讲述了卢浮
宫的成长历史，讲述了从最初的城
防城堡、王宫宫殿到世界一流博物
馆的悠悠岁月。

《卢浮宫全史》是卢浮宫这座
艺术之城的传记，而乔治·普瓦松
是有资格为卢浮宫作传的人。乔
治·普瓦松一生与卢浮宫结下了不
解之缘。他年轻时在卢浮宫学院
读书，毕业后在卢浮宫学院任教多
年，多次见证并参与了卢浮宫重要
的历史性时刻。他还是法国文物
保管主任官员，在法国建筑史和艺
术史领域深有造诣，对法国的文化
遗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
馆，研究和介绍卢浮宫的著作可
谓汗牛充栋。但最多的都是对卢
浮宫藏品的研究和介绍，是供参
观者了解欣赏艺术展品的导览指
南。《卢浮宫全史》这部著作浩瀚
详尽，不仅从法国建筑史、装饰艺
术史、政治史、收藏史等方方面面
还原出完整的法国 800 年浮沉岁
月，还从专业视角、普通参观者等
不同角度对历史人物、事件或结
局进行审慎反思。因此，这部独
具匠心之作被誉为“一部与卢浮

宫齐名的全史”。
卢浮宫首先是一座王室宫殿

建筑群。《卢浮宫全史》可以说是
一部建筑史，它讲述了卢浮宫从
最初的一座城堡，经过几百年而
发展成为一座庞大建筑群的过
程，这期间经过多次的拆迁和改
建、扩建、修葺，它的建造与发展
也正是法国政治史的缩影。当法
国王室的居住地迁到卢浮宫时，
这里就成为法国的政治中心，成
为封建君主制度的象征，不断上
演着一出出影响法国历史的大
戏。每一代国王都会进行不同的
修建工程，由不同的建筑师主持，
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里面许多
宫殿塔楼等建筑就是这样逐步改
建修建起来，慢慢扩大规模。而
他们也会在改建和装饰中体现自
己的喜好和情趣，使得卢浮宫的
装饰汇集了法国艺术的精华。

法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
君主路易十四的统治前期就生活
在卢浮宫。法国的国力在这个时

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成为
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路易十四的
多项改造计划对卢浮宫产生了决
定性的影响。但是，1682年，路易
十四把整个王室迁往更为奢华的
凡尔赛宫，将卢浮宫作为展示皇
家收藏品的地方。实际上，几百
年间，法国王室已经收藏了大量
的画作、雕塑等艺术珍品，还有许
多为装饰卢浮宫各个宫室绘制的
巨幅壁画，这都为卢浮宫增添了
浓郁的艺术气息。在卢浮宫早期
的年头，它就已经作为一座艺术
之城而存在。从醉心于意大利文
艺复兴艺术和北欧精致的写实主
义流派的弗朗索瓦一世开始，法
国历代君主都通过订制和购买艺
术作品，表现其个人艺术品味并
彰显其政治影响力。而路易十四
则以油画、素描、工艺品和古代文
物为主的大量藏品构成了卢浮宫
博物馆藏品的核心部分。

路易十四迁到凡尔赛宫后，陆
续有一些艺术家把画室和雕塑工坊
搬到了卢浮宫，还有一些科学家的
实验室、绘画和雕塑学院、新建的法
兰西学院以及科学院也在卢浮宫内
办公。一时间，出入卢浮宫的，不再
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而是那个时
代最著名的画家、艺术家、科学家和
学者。他们在这里创作，在这里思
考，在这里交谈，还有频繁举办的各
种沙龙，孕育了那个时代艺术和思
想的风暴。在启蒙运动时期，卢浮
宫成为法国的科学和文化中心，而
那些大师的身影，则成为塞纳河边
的风景。1699年，卢浮宫首次举办
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艺术作品
展，迈开了它走向博物馆的第一
步。1725年，路易十五时期，卢浮宫
举办首次沙龙展。沙龙一词的得
名，就来自于在卢浮宫方形厅举办
的定期展览。

虽然这时就有了将卢浮宫改
建为博物馆的建议，而且事实上它
也承担了博物馆的部分职能，但只
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浮宫才
正式变成了一座公共博物馆。
1791年5月，法国国民议会宣布卢
浮宫将成为“汇集所有科学和艺术
古迹的地方”。1793年 8月 10日，
博物馆正式开放，并宣布每周三天
向公众免费提供无障碍服务。当
天展出了537幅画作，其中大部分
作品都是皇室的收藏品。

《卢浮宫全史》也是一段收藏
史，它追溯了5个世纪以来从古埃
及的文物到近现代绘画大师的杰
作数十万藏品的踪迹。每一件藏
品都有它的故事。艺术家、学者和
博物馆专业人员为保存这些世界
艺术珍品付出了巨大努力。几百
年间，卢浮宫也饱经磨难，历经战
火，多次陷入险境。几次面临战争
的威胁，卢浮宫曾进行了大规模的
文物搬迁，这是博物馆人面对战火
最无奈的办法。规模最大的一次
是在二战期间，卢浮宫撤离了大部
分艺术品，最重要的几件，甚至还
被分开藏到了各处。

乔治·普瓦松的《卢浮宫全
史》一书，揭开卢浮宫的神秘面
纱，写尽这座古老宫殿的变迁与
坎坷。向我们揭开它久远的身世
历史，展现它不曾为世人知晓的
隐秘一面，也见证了一座伟大的
艺术之城的蜕变。这本全面细致
的卢浮宫艺术历史之书，虽然有
600 多页，内容极为丰富，但读起
来并不觉得沉闷。作者在文字中
流淌着对卢浮宫深深的爱恋，充
满着无尽的感情，所以在笔端如
同讲述一位老朋友的故事，娓娓
道来，800年的历史成了一幅充满
激情的画卷，一座艺术之城成长
的画卷。

古代人怎么吃喝？古代的“饭局”是什
么样的？《无尽的盛宴：饮宴人类学与考古
学》（以下简称《无尽的盛宴》）在纸上复原了
古代餐桌，是一部探究古代饮宴活动的历
史人类学专著，它将时间回拨至古代并将
目光投向东方。宴会在整个人类历史和世
界各个地区都居于生活的核心。《中世纪
的餐桌：从食味到知味》（以下简称《中世纪
的餐桌》）是欧洲饮食史专家集大成之作，
翻阅它，仿佛进入一趟千滋百味的中世纪
日常饮食之旅。从上古到中世纪，我们不
妨跟随人类学家打开一幅由餐桌与宴饮铺
陈开来的文明地图。

翻阅《无尽的盛宴》一书能收获身临
其境的答案。书中还原了美索不达米亚、
亚述、波斯、古希腊、蒙古、中国商代和日
本平安时期的饮宴场景。宏大的场景、精
致的器皿、复杂的仪式令人目不暇接。许
多章节可读性与趣味性很强，如记述两
位欧洲修士的蒙古之行，在漫长而艰苦
的马背旅途中，肉汤和马奶逐渐征服了他
们的胃。

曾经盛放丰盛肉食的盘子、倾倒佳酿
的陶罐、用长长的金制或天青石吸管从中

啜饮的啤酒罐、
能够制作上百人
份食物的大锅，
所 有 这 些 在 古
代 筵 席 和 庆 典
中 使 用 的 大 锅
和杯子、碗和广
口杯，都在香里·
奥康纳这本引人
入胜的书中获得
了生命。

《无尽的盛
宴》梳理了食物
研 究 这 个 跨 学
科 门 类 的 发 展
历程，为后续研
究 提 供 了 范
本。作者香里·
奥 康 纳 曾 是 英
国 伦 敦 大 学 人
类 学 系 高 级 研
究员，专注于通
过 结 合 考 古 手
段 与 历 史 学 而
研究物质文化、
时 尚 和 食 物 人
类学，曾荣获苏
菲·科尔饮食史
奖。

《无尽的盛
宴》的开创性还
在于，作者利用
人类学、考古学

和历史学方法来考察一些以壮丽宏大闻名
的古代社会饮宴的动力。我们可以从中看
到，宴会如何成为展示阶级、地位和权力的
竞技场，贵族谈判的舞台，调动和分配资源
的场合，以及身份被创造、融合与毁灭的地
方。宴会在奥康纳处并不只是一些事件和
活动，而被当作经济与文化的基本要素来
讨论，奥康纳扩展了我们对饮宴的动力和
共食行为的理解。

“宴会”真的是一种复杂又迷人的活
动，其中聚集了太多的人员、物资、事件和
社会动力。读者从本书中收获的情感也是
复杂的，它既令读者从文明的高度理解古
代人为什么要举办宴会、为什么如此举办
宴会，又提供了许多让人会心一笑的知识，
这也许就是人类学叙述的魅力所在吧。

《中世纪的餐桌》揭开了中世纪饮食
文化的隐秘褶皱，让读者沉浸式感受欧洲
文明的起源与传承。书中 62 幅传世图
片，纵贯十余个世纪的珍贵史料，生动再
现中世纪饮食方式、菜式、烹饪技法、饮食
偏好、餐桌礼仪，这本兼具知识性、趣味性
的书，满足了读者对中世纪怎么吃喝的好
奇。

《中世纪的餐桌》将神秘中世纪与美味
中世纪结合，于吃喝之中感受欧洲文明的
食、识两端，力图摆脱对中世纪的刻板印
象，从餐桌一窥中世纪社会与文明的全
貌。书中不仅论及美食，还揭示出饮食与
文化、权力结构不可分割的关系，将饮食与
人类文明的交融、进步紧密相连。

作者马西莫·蒙塔纳里是意大利研究
中世纪史教授，研究方向为烹饪史、饮食文
化等，本书是他探究中世纪饮食文化的新
史学著作。作者在广泛介绍中世纪食谱、
菜式，以及面包、肉、奶酪、油、酒等各类食
物的基础上，追溯了中世纪烹饪技法、饮食
偏好、用餐器具、餐桌礼仪的演进和变化，
探究了各类食材、佐料如何被发现、进入人
们生活，以及面包、橄榄油、葡萄酒何以成
为文明的标志物等。

我们对中世纪的诸多想象是否真实？
马西莫·蒙塔纳里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
概念，即中世纪既远又近，《中世纪的餐桌》
这本书就是通过“吃”这一轻松的视角，作
者穿越史料，描绘了中世纪日常生活与社
会变革的多个侧面，进而一窥中世纪社会
发展的整体景观，发掘出中世纪对欧洲文
明起源与发展的深刻影响。

打开一幅由食物铺陈开来的文明地
图，学者们将今日饮食中日益丰富的佐料、
香料与人类文明的交融、进步紧密联系，打
开这两部关于饮食历史的作品，读者会感
受到饮食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交织，领
略食物从维持生存的物质演变为社会发展
中重要象征的历程。这是一次迷人的饮食
之旅，从餐桌到宴会，“从食味到知味”，从
作为世界之表象的饮宴出发，探究烹饪体
系在社会和文化话语中神奇的力量。

古代餐桌的“千滋百味”
李海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