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学衡尔雅文库》系列
——《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笔记

□ 龚舒琴

这是我近来阅读的由江苏人民出版
社发行的“学衡尔雅文库”系列丛书之
一本，全名是 《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
建构、传布与解构》（以下简称 《人
种》）。按出版人排序，《人种》 并不是

“文库”开卷之本。但因本人读史的习
惯，即：欲知事，先知人。况此书名尤
为简洁而干净，且对人种之悬疑一直以
来的困惑，让我开始了最先且最迫切的
阅读。

这是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来自南
京大学的孙江老师，也是这一系列丛书

的主编。作者用短短八个章节，就为读
者展开了一幅世界“人种”的绵长画
卷。他以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
布乃至解构的历程，如剥笋般地，层层
揭开西方人由来已久的“白人至上”的
傲慢、居高临下的缘由和演变。

在欧洲，早在18世纪，“人种”学已
经被冠之于“科学种族主义”的学名。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据阿根廷作家博
尔赫斯所说，在 18世纪末建构并解说人
的形象时，法国作家福柯作品《词与物——
人文学科的考古学》 中所引用的居然是

“来自中国的一个古老传说”：白人之所
以是最优秀者，是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
征服了“黄种人”。而这群“黄种人”
人，正是13-14世纪带给欧洲人噩梦般文
化记忆的蒙古利人，他们谈“谈黄色
变”。当然，在西方人的语境中，由最初
的“谈黄色变”到最后中国人沦为不堪
的“黄祸”，与其说是一个“科学”过
程，不如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过程。

研究“人种”学科的人很多。放在
“人种”学科漫长谱系里，法国医生伯尼
埃、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和德国人类学家
布鲁门巴哈等一干人等，绕不开。但在
阐发“人种”学科的论著中，布鲁门巴
哈的《论人类的自然种类》、钱伯斯兄弟
的 《人种志》 都是了不起的奠基之作。
布鲁门巴哈首创以人种特征作为分类基
础。尤为重要的是，他的判断来自他拥
有的数十个头盖骨。

大航海的发现，膨胀了西方人的财
富掠夺邪念。伴随着坚船利炮，传教士
的脚步也踏入非欧洲领地。中日甲午海
战，鸦片战争，日俄战争等系列之战，

令亚洲人尤其是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
瞠目。

有识之士奋起。有识之士图强。但
是，“戊戌变法”的猝然失败，更是给刚
刚开始学会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学人当头
棒喝。

中国人怎么了？天朝上国怎么了？
几千年的文明史怎么了？一系列的疑
问，让浸淫在故纸堆里的旧学人如刘师
培、章炳麟们也产生了怀疑，他们惊讶
地发现并游疑地采信了“中国人种西
来”说。

那些东渡日本的“新学人”如梁启
超学生蒋智由们，却争先恐后地为“西
来说”寻找有力证据。甚至，读过日本
作家编写的 《支那文明史》 的刘师培居
然在他的 《攘书·华夏篇》 中“愤愤
然”写道：“汉族初兴，肇基西土。——
汉土人数典忘祖，制盘古创世之说，以
溯汉族之起源。”同样，读过此书的蒋智
由也言之凿凿：“中国人种起源于巴
比伦”。

或许是天意，正值我认真研读 《人
种》之际，“实证中国”良渚文明主题特
展正在上海博物馆隆重推出，观者如
潮。一件件神秘而高度尺寸不一的玉
琮，一件件鲜活灵动的陶器生活用品，
一件件造型独特的精美饰品，隔着约
5300-5800年的光阴，无不透射出中国先
民真实、火热而高度发达的政治、生活
场景。这一实证，有力地回击了二百多
年前甚嚣尘上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的
谬论。

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不能误读。事
实上，回溯“人种”建构和解构的历

史，就是一场解读和粉碎“白人至上”
倨傲的征程。

据作者在本书开篇所提，1994 年，
发生在河海大学的一起简单的黑人留学
生日常管理中的一场小争议，却让好事
的外国论者骤然上升到种族的、文化的
和历史的高度，曲解成为“种族民族主
义”。这一极端实例，动辄拿“种族”

“人权”说事的勾当，国人必须警醒并给
予回应。

在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如何及时
而有力地回应西方人强加给诸如“人
权”等中国人身上的无处不在的曲意指
责，发出中国人真实而笃定的声音，这
是现代中国人应该有的姿态。无论黄
白，无论白黄。无论人种起源之康德所
推崇的“一元论”，亦无论伏尔泰所持的

“多元论”，都是以西方人的视角切入。
事实证明，世界之境，正是有了满天星
斗般的各具特色的文明汇聚，才有了今
天乃至未来的盛世。盛世之下，学会如
何智慧生存，小至个人，大如国家，都
需要自信地以实力为依托，高度重视话
语主动权，发出时代最强音。

这，正是 《人种》 提供给我们的时
代意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江苏
人民出版社新出的“学衡尔雅文库”很
好地实践并承继了“学衡”派前辈学人
的治学精神内核。

修心养生话读书
□ 刘绍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这是古人读书的理想和目的，咱把

“书中自有颜如玉”古语新说，读书真的
可以养颜。

不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
宁先生咋说“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不容
易老。多看书，可以跟得上时代发展，
与时俱进，人就显得年轻”呢？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就曾经说
过，“书籍是生活的营养品”，“生活里没
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
书籍，就如鸟儿没有翅膀”。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著名思想家蒙
田也说：“没有比读书更廉价的娱乐，更
持久地满足了。”培根说得更为明白，

“读诗使人灵秀”。
其实，读书不单单是使人灵秀，它

还可以治病疗疾。因为读书能够通过视
觉的扫描，让文学形象情景交融，从声
韵的节律美中，引起身心的愉悦和共
鸣，给自己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

当我们沉浸在茫茫尘世，为生活琐
事所扰时，不妨读两篇美文，吟几首小
诗。《陋室铭》 能让我们心胸开阔；《诫
子书》 能让我们得到警醒；《岳阳楼记》

又让我们变得高尚和无私。不知不觉
间，浮躁困惑会远离，卑劣庸俗会逃
遁，焦虑会淡化，狭隘会融解，我们的
心境就会越来越开朗，我们的精神就会
越来越松弛，我们的情感就会越来越丰
富，我们的情操就会越来越高尚。

也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们才发现，
原来外面的世界是那么大那么精彩，相
比之下，我们每个人又是那么渺小，那
么不值得一提。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
由反复咀嚼那段苦涩，沉湎在自我中不
能自拔呢？

真的，读书与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读书可以解除人的失落感，可以
使人心神集中、杂念尽消、心平气和、
神志安稳，从而有利健康；读书可以清
心明志，遇到过急之事可以避免“怒伤
肝、恐伤肺”等一些不利身心健康的情
况发生。

汉代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
以医愚。”事实上，读书确有“防病”和

“治病”的奇效。读书最能医治心理疾
患，有经验的心理医生常常把读书作为
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读书能帮助患者
消除恐惧、羞愧和自责心理，提高患者

的生活兴趣，强化其在社会活动中的正
常行为，抑制其不适应的行为模式。读
书更能帮助患者把压抑的心理矛盾释放
出来，转移病灶，达到心身松弛的目
的。读书还可以延缓衰老，预防痴呆症。

所以说，读书是一种精神疗法，这
种疗法没有打针之痛，没有吃药之苦，
却能达到打针吃药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早在两千年前，《黄帝内经》就论述
了“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哲学思
想。读书能够抒发情感，宣泄喜怒，正
是这一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你想啊，书中的语言美、韵律美、
情境美、艺术美，能够让我们忘掉惆
怅，斩断烦恼，走过那条死胡同，迈过
那座独木桥，去寻觅自己的理想，去跨
上自己的大道。

其实，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无不
是用吟诗来净化人们的心灵，用读书来
陶冶人们的情操。通过读书、吟诗的内
化和整合，让人们消除不良情绪，清理
心理障碍，最后达到修身养性、愉悦益
智的功效。

西方的宗教典籍 《圣经》 上就曾经
记载，古以色列国王用朗诵诗歌来安抚

臣民的暴躁情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在他的著作 《诗歌》 中，也曾说过
读书可以宣泄情绪，让心智得到康宁；
孔子在他编订的 《诗经》 中也曾告诉人
们“为人温柔敦厚，诗教也”的道理。

读书能够动情运气，吐故纳新，对
强身健体，确实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
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世说新语·栖逸》上说，阮籍啸咏
的功夫非常深，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
到，“阮步兵啸闻数百步”。“竹林七贤”
之一的嵇康也曾经深有体会地说：“咏啸
长吟，颐性灵寿。”

我们从现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 《白
鹿原》 中，也能看到读书对身心的帮
助。那位朱老夫子每日雷打不动的晨
诵，让他洞悉了美读能够健美心神、谐
调口眼的真谛。欧阳修的诗，更是昭示
了读书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至哉天下
乐，终日在书案。”

临近札达，四处可见各异的土林。整
座县城都被土林包裹，像童话里神秘诡谲
的王国。

土林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有见过，不过
无论规模还是样貌都远没有札达震撼。
绵延耸立的土林，一次次在我心中敲击出
颤动的鼓点。

抵达县城时，天还大亮，所住的酒店
后面有座巨大的土林，形似石笋。县城不
大，不到半小时便可逛完。县中有一广
场，可远眺巍峨的群山。与广场相连的是

条新修的街道，开满了四川人经营的餐
厅。表弟说札达为全国常住人口最少的
县城。

札达的佛塔不同于其他藏区，白色中
夹杂着一圈圈褐与蓝色的纹理。远望去，
颇有几分童话的浪漫。

许多老人闲坐在塔下聊天，有个高瘦
的老人捧着把阿里扎念在忘情弹唱。我
站在一旁侧耳细听，清脆有力的弦音像风
在弹奏石林。曲闭，我与老人相视一笑，
掌声四起。

在札达旅行最大的不便莫过于交通，
县城不仅没有通景区的公交和班车，就连
在其他城市常见的揽客车辆也难以寻觅，
想去任何景点都只能徒步或中途拦车。
原定了三个目的地，另外两个都因交通不
便不得不舍弃。

最后只余下较近的古格遗址，结果不
到二十公里的车程，在我唯一寻到的包车
司机那里却要价三百，我听后当即决定向
古格徒步。

没走片刻，炽热的阳光就让我忍不住
拦车。去往古格的车很多，刚挥手就有辆
白色汽车停住。车一路飞驰，路旁除石
林，见不到任何行人和住户。景区大门离
遗址还有两点多公里，有电瓶车往返。表
弟坚持徒步看沿途的风物。

古格的海拔比神山低了许多，大地披
挂的绿茵让古格有些南方的温润，河岸密
布着紫色树冠，枝干生满荆棘。树下，许
多马匹正在悠然吃草。一切像极了春日
的伊犁。

初见古格有些失落，古格是触动我来
阿里的缘由之一。本以为遗址会像欧洲
城堡那样恢宏，不过是在座普通石林上开
凿了些洞窟，建筑大多已成残垣，或颓然
模糊。

步入其中，岁月的风浪却顷刻抚来了
历史的颤动。所有的繁华与鼎盛，曾经的
文明与传说，都在此刻汇成了一曲苍凉的
挽歌。

遗址旁有条河流，如今只余下残迹，
就像一条风干的泪痕，诉说着古格远去的
繁荣。

越往上，景色越发壮阔。视野开始与
周身的土林平齐，人陡然拥有了比肩造物
的高度。

洞窟为古格人曾经的居所，由于建筑
材料奇缺，古格人便直接在土林上开凿洞
窟，穴地而居，而今，这些洞窟汇成了一面
历史的星河。

洞窟内积满沙尘，壁上有许多黑印，
为过去生火留下的痕迹。偶尔能在墙上
见到些浮雕，像岁月的暗礁，触动着心
绪。进入洞窟，待不了多时，涌动的沙子
便会呼呼地灌进嘴里，像在替主人驱逐着
不速之客。

登顶望去，才让我恍然古格选址的意
义。居高临下的地势，不仅在心理上塑造
了统治者的权威，更兼具了易守难攻的地
形。王宫像座兀立于荒原的神殿，受着日
月的加冕。

原打算次日去参观皮格石窟，但因为
交通不便断了念想，匆匆结束了札达的旅
程。回程路上，我看到所有雪山腾地而
起，化成了一只飞鸟。

札达，西藏的天空之城
□ 曾 龙

不当“电脑妈妈”
□ 张军霞

记忆中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
刻：母亲让我喝药，我嫌苦不肯
喝。母亲把眼一瞪，冲我吼起来：

“嫌苦是吧？我让你尝尝更苦
的！”说着她把手中的白色药片碾
成粉末，逼着我喝下去。

白药片碾碎了苦味翻倍，我
在母亲的“逼迫”下，龇牙咧嘴地
把药喝了。从那以后，我喝药再
也不敢嫌苦了。因为这件事，有
时我会觉得母爱都是苦味的。

苦味母爱，我说得不夸张。
我小时候，母亲总说：“得让你多
吃点苦，要不然你不知道天高地
厚！”她会在炎热的夏天带我下地
干活，让我体验劳动的辛苦。她
在集市上卖水果的时候，让我跟
在旁边打下手。

我们有时饿着肚子做生意，
直到集市散场才吃饭。我抱怨几
句，母亲就说：“男孩子嘛，饿一会
儿没关系，吃点苦，骨头才硬呢！”
其实那时父亲和母亲做点生意，
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差，可母亲
从来不肯“富养”我。我吃的穿的
一般，手头的零花钱从来没超过
五块钱。

有一年暑假，那时我已经上
了初中，有个同学为了赚点钱补
贴家用，开始走街串巷卖雪糕。
母亲鼓动我说：“要不，你也去试
试吧，赚不赚钱不要紧，重要的是
体验一下挣钱的艰辛，这样你才
会懂每一分钱都是不容易赚来
的。”母亲到底是读过些书的人，
总能把她想让我做的事“升华”到
一个高度。

我想母亲说的话也有道理，
多体验一下生活没什么不好，于
是就跟同学一起卖起了雪糕。火
热的午后，很多人都在午睡，我们
推着自行车卖雪糕。汗水一个劲
儿往下淌，我想吃个雪糕解渴，可
同伴一个都舍不得吃，连一毛钱
的冰袋也舍不得吃，我也只好忍
住。最惨的是有一次突遇暴雨，
雪糕是卖不出去了，我和同伴只

好往回赶。
暴雨如注，我们俩骑着自行

车在雨里狂奔。我浑身湿透，在
雨里呼吸都困难，脚下的泥泞更
让人难以忍受。那时我脑子里冒
出了文言文里的句子：“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我心想，母亲定然是把
这样的句子牢记在心，于是便想
方设法用各种“苦役”“折磨”我。
这种教育方式，应该就是如今人
们所说的“挫折教育”。

事实证明，我那次的经历真
的够“挫折”的。那天雪糕一根没
卖出去，赔了不少，把之前赚的那
点钱也赔进去了。我尝到挫败的
滋味，决心撂挑子不干了。可母
亲不同意，她说：“你现在不干了，
就彻底赔了。明天再去，能把损
失弥补回来。”

我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那个暑假，我赚到了属于自己的

“第一桶金”。母亲让我自己支配
那些钱。因为赚得不容易，我舍
不得花。

多年里，类似的事数不胜数，
贯穿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所以很
多年里我觉得母爱不像人们说的
那样温暖慈爱，而是充满了严酷
的味道，甚至有一些苦味。

不过这样的母爱，却给了我
强大的内心。如今我的抗挫能力
非常强，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能
把我打垮。我辞职后，这些年做
生意起起落落，无论遇到什么事，
我都能挺过去。别人都说我“能
抗事”。我知道，是严苛的母爱让
我受益终生。

不得不说，母亲是懂教育
的。哥哥和我在同一个年级，他
内向胆小，母亲对他的教育方式
与我完全不同。母亲总说哥哥像
小绵羊，我像匹脱缰的小野马。
母亲的“吃苦教育法”，正好打压
了我的桀骜不驯。

苦味母爱，如今却让我品尝
到最甜的滋味。

苦味母爱
□ 唐占海

早晨，女儿还在被窝里酣睡，
她的小脸上带着甜甜的笑，不知
梦里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我
一般起得很早，通常在自己起床
之前，久久端详一下女儿，再亲亲
她的小脸，然后我再打电脑开始
工作。

几乎每个早晨，我在亲吻女
儿时，内心都会产生一种愧疚：因
为回想起刚刚过去的昨天，自己
没有好好陪伴她，而接下来的一
天，又如往常一样超级忙碌，可能
依然又无法抽出时间听她好好唱
一首歌、讲一个小故事，或者听她
念叨学校里、班上同学之间发生
的那些事。

是的，在她极为认真地想和
我交流这些时，我常常听不到一
半，注意力就被手机里的消息吸
引走了。

是啊，我的手机里，微信和
QQ上消息总是不断，因为我在业
余时间做着一份培训的兼职，学
员的消息随时都会飞过来。于
是，在女儿兴致勃勃为我唱歌时，
我往往会说：“稍等一下，我回复
一下信息。”或者是：“好了，你先
去看会儿书，我要打开电脑改作
业了。”

我算不清有多少次，因为屡
次被我打断，女儿的小脸上写满
了失望。之后，她转身回到自己
的书桌前，默默写作业，写完作业
画一会儿画，或者玩一会儿黏土，
或者自己从书架上拿一本故事书
读起来。直到我忙得差不多了，
带她洗漱、催她上床，这一天就算
结束了。

有一天晚上，当我照常在电
脑前忙碌，不记得为了什么事，女
儿喊了我好几次，我都回答：“再
等一会儿，我正忙着呢！”过了一
会儿，她拿着电脑自己到客厅里
去了，我听到她在那里自言自语

了好久，不知在捣鼓什么。
等到女儿休息之后，我拿起

电脑，发现她录了一段视频。她
在自己的手指上画出两张人脸的
轮廓，分别代表她和我。

然后她自己分演两个角色，
先是以女儿的身份问：“妈妈，你
什么时候来陪我啊？”再假扮我的
声音说：“再等一会儿，妈妈正忙
着呢。”她又问：“又过去了一会
儿，妈妈可以来陪我了吗？”再假
扮我的声音回答：“再等五分钟，
你自己安静一会儿，先别跟我说
话，思路都被你打断了……”

接下来，是女儿长长的叹息
声：“一个五分钟过去了，又一个
五分钟过去了，妈妈没有来陪我，
还是没有来。唉，原来我有一个
住在电脑里的妈妈……”

我没有彻底看完这段视频，
已经快要忍不住掉眼泪了。女儿
模仿得太像了，这不正是每天晚
上我家上演的情景吗？如果不是
她以录视频的形式展示出来，我
又怎么会意识到她的内心居然积
攒了这么多的失望，甚至给我起
了“电脑妈妈”的绰号……

从那以后，我每天又把早晨
起床的时间，往前提了半个小时，
重新规划和缩短我的加班时间，
坦诚地跟学员们说出家有小女需
要陪伴，所以聊天沟通时间不能
太晚。

经过慢慢调整，我晚上用来
陪伴女儿的时间，终于也在慢慢
增加，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共读一
本故事。

有一天，女儿忽然跟我说：
“好开心啊，电脑终于不再每天跟
我抢妈妈了……”

我也在暗下决心：继续努力，
争取早点摘下“电脑妈妈”这顶帽
子，陪伴孩子的童年，母爱真的不
能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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