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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四海之内：中国历史四十讲》
葛剑雄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礼仪，作为
贯穿国家、社会、家庭的血
脉，影响古人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作者在写作本
书时，一方面注重以浅近
的语言叙述古礼的精义，
一方面又以历史与哲学的
视角将其与当代人的生
活、西方礼仪比较勾连，在
古今之变中，引导读者把
握礼仪的精髓。

《古人的日常礼仪》
曾亦 陈姿桦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在本书中，作者
选取了中国历史的 40
个重要片段，从浓墨
重 彩 的 具 体 事 件 出
发，在旧史料中挖掘
新观点，把藏在历史
背后的真相与细节娓
娓道来。作者笔下的
历史片段，不是尘封
的故纸堆，而是常读
常新的文化养料。

《峡河西流去》
陈年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作家历时两
年半之久创作的一部乡
土根源散文集。经过近
20年漂泊在外的务工生
涯，作者携带旅途中的
悲欢离合、生死感悟回
到自己的故乡峡河，开
启了一段时光绵延的对
故乡及文学根源的探寻
之旅。乡音、乡貌、乡土
人情于笔端落于纸面，
凝结成27篇关于峡河的
佳作，描述了作者对故
土的依恋与深情。

故事聚焦于 20世
纪80年代至今四十余
年的漫长时间里，北
京春台路67号四个人
物的命运流转。小说
通过讲述四个来自乡
村的不同年龄、性格、
文化背景的人在北京
同一家物联网公司的
命运交集，深刻探讨
了城市化进程中人心
和欲望的变化。

有人说文化学者马未都“出口就是满分作
文”，有人说“马爷的演讲是浮躁的网络环境中的
一股清流”。可见，好的演讲和说话，是语言与文
学的范例，在表达思维、见解的同时，也展现了讲
话者的个人魅力与风格。

马未都的新书《演讲与讲演》收入了他多年
以来在不同场合公开讲课或者演讲的内容。他
以生动的案例和风趣的语言，毫无保留地分享自
己多年公开讲话的经验和技巧。“能说会写者，走
向社会不仅占其优势，还占其风光。无论表现何
种内容，语文的畅达都会使人出类拔萃，占得先
机。”在马未都看来，“无论演讲还是讲演，真诚，
是战胜一切的法宝”。

四个章节总结部分人生
《演讲与讲演》中“现实与实现”“学问与问

学”“欢喜与喜欢”“观复与复观”四个章节，与书
名形成呼应，呈现出马未都在生命成长、阅读治
学、审美趣致、文化文明等领域的见解。马未都
坦诚地表示：“这部集子，不能说代表我完整的
人生，但至少是我一部分人生的总结，从二十多
岁到如今七十岁，每十年一个心境的变化。我
自己回头看，有些讲得很好，有些也有局限，局
限是因为当时的经历和阅历不够……”

在“现实与实现”篇中，马未都分享了自己的
人生“八字方针”——自信、坚强、认真、宽容，鼓
励我们每个人练就强大的内心。那该如何度过
人生坎坷呢？他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在生理
上、心理上，或者周围环境上，肯定会遇到坎儿。
每个人内心中的坎坷一定是靠自己去战胜的，无
论别人怎么帮你，你都需要自己迈过这道坎儿。
如果你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你的世界一定不是这
样。所以古人说‘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英雄’
这个词是这么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生活中
的英雄。”

背诵和知识积累都很重要
关于演讲和讲演的区别，马未都认为核心在

于是否有准备的文稿。前者有文稿，“演”是很
重要的一部分；后者没有文稿，在于随机应变。

对于演讲来说，背诵是一个基本训练。他谈
到古人学习三个阶段，第一个 10年，从 5 岁到 15
岁，叫诵读，就是背诵。第二个 10 年，从 15 岁到
25岁，古人把这个阶段的读书称之为学贯，即背
下来了后要学会贯通，交融，理解。第三个 10
年，从 25 岁到 35 岁，叫涉猎，读一些跟你学业无
关的书。“所有读书的人一定要知道，要读一些和
自己生活或者学业无关的书，这对你一生都是有
好处的。”而这部分的积累对于讲演时的随机应
变、出口成章是很有好处的。“背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功夫，但不是生背，而是你说到哪个问题的时
候能张口出来，就是你的应用能力，这需要你慢
慢去训练自己。”

他在书中还提及不少自己的人生经历。“看
别人的人生，不见得非要学习什么，而是从中受
到启发。一本书，能带来一点儿启发就行了。书
里也没有那么多所谓干货，就看你能不能从中发
现对自己有用的那点儿干货。”

《演讲与讲演》，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马未都介绍，很多人很难区分演讲和讲演。

什么叫演讲？“演”在前面，有台词儿，要有文稿准
备。世界上的著名演讲，还有一些著名的获奖感
言都是事先准备过文稿的，甚至是有人指导的：
在哪儿怎么说，在哪需要停顿，所以它叫演讲，它
具备了“演”的一个成分。文稿当然最好是自己
写。在演讲的时候把握住节奏，把握住情感，让
人家愿意去听。

讲演跟演讲不一样，它不需要文稿准备，只需
要你的积累就够了。演讲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及
时跟每一个人沟通，要及时沟通，按相声的话叫现
挂。

不管是演讲，还是讲演，首先你要知道时间
的长短，一般情况下，3分钟可以阐述很清楚的观
点，十几分钟写出来大概四五千字，很多了。如
果给你很长的时间，你就肆意表达。如果很短的
时间，你就准确地表达你最想表达的观点就够
了，不要做到面面俱到。

上台时紧张吗？如何克服紧张？
马未都表示，他见过上台的人嘴唇哆嗦的。

其实自己也这样。别人觉得他不紧张，“我老说
不是不紧张，是你没看出来。很多人就问我怎么
能保证上台不紧张，我说装，装着不紧张就行了，
装着装着它就变成真的了。有一回我跟濮存昕
在后台备场，我跟他聊天，我说我怎么还是有紧
张感。濮存昕说，好事，演员就怕没了紧张感，没
了紧张感就会懈怠，你有紧张感是好事，你一上
去反而状态很好。他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所以
我现在遇到紧张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这句话，
紧张是件好事。” (孙珺)

能说会写占优势
马未都手把手教语言的艺术

《登春台》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马伯庸推新作《食南之徒》再写南越传奇
近日，作家马伯庸的最新长篇小说《食南之

徒》由中南博集天卷推出。该书讲述了爱吃的汉
使唐蒙来到饕餮胜地南越，卷入南越宫廷风云的
故事。

谈及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马伯庸在个人社
交媒体中表示：在浩瀚如海的史料中偶遇唐蒙与
枸酱的故事，他决定为此写一本小说，堪称一位
当代“吃货”向汉代先贤的致敬。

一如《长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这又是一
个马伯庸从历史的缝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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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伯庸介绍：创作的过程十分顺畅，毕竟我

自己也是个吃货，写起热爱的生活根本停不下
来。一个故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我多
年以来有一个习惯，先把作品放在网上，供读者
们试阅——就像水果商家会把水果切成小块，插
上牙签供路人品尝一样——大家觉得好吃，再买
不迟，童叟无欺。所以我还没写完，就先在网上
放了《食南之徒》的连载，贴了差不多全书将近一
半的篇幅。

马伯庸说，“这本书的主角是个吃货，为了写
好他，我必须要在美食段落里投入饱满昂扬的感
情。而维持这种情绪的办法，就是吃、吃和吃。
写完这本书，我多年的减肥成果毁于一旦，必须
要从头再来。各位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引以为
戒，不要轻易与书中主角共情，否则后果会很严
重，勿谓予言之不预。” (吴波 霍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