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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读书周刊

舌尖上的血泪史
——读《胡椒的全球史:
财富、冒险与殖民》

用哲学之光照亮平凡人生用哲学之光照亮平凡人生
——读周国平《人生哲思录》有感

珠海书城本周
畅销书排行榜

1.《美国陷阱》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法]马修·阿伦 著

2.《小飞机，欧洲行》 毕淑敏 著

3.《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

[美] 约翰·卡雷鲁 著

4.《金庸往事》 沈西城 著

5.《读孩子们的书》 [日]河合隼雄 著

6.《寻找白岩松》 刘楠 著

7.《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

[英]霍吉淑 著

8.《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尔贝 著

9.《高情商职场沟通术》 林开平 著

10.《孤独的吃吃吃》 王蒙、郭兮恒 著

一场不可思议的非洲之旅一场不可思议的非洲之旅
——读《巫医、动物与我》

□禾 刀

在中世纪的欧洲，胡椒简
直就是“硬通货”：“胡椒能用来
买地、付税，甚至当嫁妆”，“皇
亲国戚宅第中珍藏的胡椒有专
人看守，富人则是私藏在隐秘
的橱柜里。用胡椒做菜是少数
人的特权”。

“胡椒藤喜欢温暖、潮湿、
多雨的热带地区，全世界只有
赤道附近的一条狭窄地带符合
要求”，所以历史上产量极其有
限。胡椒具有奇特味蕾刺激功
能，加之物以稀为贵，一时被欧
洲和亚洲诸国捧为珍品，药物
用途也极其广泛。

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
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
度的科泽科德，第一次从东方
带回了胡椒，从此也拉开了长
达400余年的胡椒掠夺史。

本书中，纽约大学医学院
科学作家玛乔丽·谢弗以印度
洋各岛屿为中心，生动地描绘
了胡椒传入欧洲、亚洲和美洲
的故事。从达伽马开启欧洲到
印度的海上线路、郑和下西洋
多次到达胡椒港，到英国、荷兰
相继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再
到美国建国初期依靠香料贸易
充实国库，胡椒的流通见证了
大航海时代帝国的崛起与世界
贸易的发展。

1601年，当兰开斯特代表
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登陆苏门
答腊北端的亚齐国时，苏丹派
出六头大象高规格迎接。登陆
后的英国人很快与先前抵达的
葡萄牙人、荷兰人展开激烈的
地盘争夺，甚至不惜诉诸武
力。1695年，在所谓的势力范
围内，唯利是图的英国人推出

“无异于奴隶制的强迫种植法
来增加产量”，结果导致大量男
丁离开家乡。1824年，英、荷
甚至达成划分胡椒种植势力范
围的协议，而整个过程，本是主
人也是主角的苏门答腊当地居
民却无权参与。登陆的欧洲人
为扩大胡椒产量，还强行驱赶
当地人。

1621年，荷兰士兵对班达
群岛岛民大开杀戒，导致
13000人丧生，饿死者达数千
人，还有一部分被“当成奴隶运
送出去”。至于葡萄牙人、英国
人还有后来的美国人，为了胡
椒利益，手上均曾沾满当地居
民的鲜血。

欧洲人对胡椒的争夺并非
出于造福胡椒种植地居民的宏
愿。相比之下，掠夺不仅大大满
足了欧洲的舌尖快感，充实了
葡、荷、英、美等国国库，还“把欧
洲拖出发展迟缓的中世纪”。

今天，胡椒早已走出东南
亚的狭长地带，苏门答腊从胡
椒种植的独树一帜到沦落，这
本身也是历史的一种鲜活写
照。

□刘昌宇

如果把人生比做一本意
味悠长的“大书”的话，那么，
面对它的色彩斑斓和丰富要
义，又该如何去阅读和理解
它的深刻意蕴？著名学者、
作家周国平通过《人生哲思
录》这本随笔集，用独到的哲
学眼光，以深入浅出的析理
方式，拨云见日中，照亮了我
们清悠的生命之旅。

周国平眼中的人生，清
浅、自如、宁静、惬意。没有
尘世的纷纷扰扰，也无庸常
的世侩和功利，它清纯得如
一滴水。透过它小小的折
射，已然能照见太阳的光辉，
窥察到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并得以照见人性的幽微。当
许多人都在为现实的喧嚣和
困厄的命运感到束手无措
时，周国平却洒脱地告诉我
们，人生贵在活出真性情，也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别在
人云亦云中丢了初心，放弃
了做人做事的底线。他说，
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在。初
品此话，尚觉得有些不解，但
想想现代人面对丰盈的物质
财富，往往趋之若鹜，唯恐落
于人后，争来抢去，又有几人

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活出了
一分大豁达和大通透？过犹
不及是古人的一种生活智
慧，对现今的我们来说，在追
求物欲上更应懂得适可而止
的道理。对此，周国平说得
更为精当，“如果一个人太看
重物质享受，就必然要付出
精神上的代价。”

生活是一个万花筒，每
一个人透过它，都能从中发
现不一样的风景。有的人看
到的是繁华，有的人看到的
是绚丽，有的人看到的是沧
桑，不一而足。面对这个七
彩的世界，人们常说，要学会
识透人心，参透人性。如何
参透人性？周国平举了个形
象的例子，正如硬币有正反
两面一样，人性中的长处和
短处，也会既对立又统一地
存于这个世界。他提示我
们，多扬其长、避其短，用知
识和智慧提升其真、善、美这
一“正”面，用德操和修为抑
制其假、恶、丑的这一“反”
面，用高远的境界润泽我们
的内心，丰盈我们的思想，则
俗气和隔膜少了，高雅和坦
荡多了，欣欣然里，人自然就
活得轻盈洒脱了。

人常说，说人生，道人

生，总离不人与社会的关
系。而且，在社会这个大家
族中，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同
的角色。在家中，你或许是
强势的一家之主，绝对的主
角；但到了单位，你可能因为
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成为普
通的员工，“沦”为众多配角
中的一员。角色的转变，必
然会带来心绪、情境上的变
化，这是社会属性使然，它也
要求我们应该学会与自己和
解、与社会和解。书中，周国
平就人们在交往中如何做到
相互包容，共同融入社会这
个大家庭，分享了他的一己
之见。他告诫我们要摒弃虚
伪和做作，“能卸装时且卸
装，要尽可能自然生活”。是
的，卸掉“面具”，你就选择了
本真，他人和社会必然会回
馈你一分真诚，生活在这种
温馨的氛围里，人生不由也
会多一分快乐和舒心。

人生是个很宽泛的话
题，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关
于生死、苦乐、两性、爱、美、
孤独、艺术、人性、世态、友
谊、亲子、信仰、职业、阅读
……周国平把哲思融入家常
的说理中，与大众倾心交流，
并娓娓道来。林林总总看似

庞杂，但细细咀嚼，他对所有
人生的辩证看法，都脱离不
了“平凡”二字。无论是推崇
简单生活，还是倡导抑恶扬
善，抑或是主张本真做人，他
对人生的理解，都在诠释一
个普世的生活哲理——平平
淡淡才是真。

用哲学之光照亮平凡人
生，繁华落尽见真淳。我想，
周国平带来的这种人生启
迪，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都应被我们深深汲取。

□邓 勤

对于非洲的了解，我更多地来自于
那些与非洲有关的电影，先后看过的有
《卢旺达饭店》《血钻》《走出非洲》等。
其中《走出非洲》最让我感动，影片讲述
凯伦为了得到一个男爵夫人的称号而
远嫁肯尼亚，后来她跟英国探险家邓尼
斯产生感情的故事。非洲广袤的草原
赋予了电影以自由的灵魂，那动感的非
洲音乐、别致的民俗风情，都让人对非
洲心生向往，可是真要去非洲还真不是
一时半会能办到的。

于是，当我看到美国作家赫伯特·
雷布汉所著的《巫医、动物与我》时是
非常欣喜的。这是一本纪实性的文学
著作，分为“非洲教我的人生智慧”等
四部分，讲述了作者与非洲巫医、土
著、动物们的一段奇妙缘分，堪称一趟
怪诞且美妙的非洲之旅。作者是一名
兽医，以拯救动物、照顾动物为乐，曾
作为志愿者到中非马拉维行医，在那
里与津巴布韦人凯伦结婚。每隔两三
年，夫妻俩都要回到非洲去看当地的
亲友。因此，赫伯特可谓是一个非洲
通，他笔下的非洲经历也更加让人信
服。

作者以兽医的身份到非洲行医，神
秘的巫医姆津巴大夫第一个到访，不仅
带来几只孱弱的需要医治的小狗，还抛

下一句：“我已经等了你十六年，十六年
前我就看到你了！”光想象一下那个场
面，就足以让人汗毛直立。姆津巴一生
都浸润在传统巫医文化中，他九岁时就
被预言日后将成为巫医。作者亲眼见
证了姆津巴做的许多神奇的事。他在
村里的小医院里有个妇产科，每次有人
来找他产检，他都会拿一块碎镜子折射
阳光打到孕妇的肚子上，然后他就看着
镜子，像看着超声仪一样描述胎儿，能
说出性别、胎位、体型大小，比如“胎儿
的头很大，你的胯很窄，生产时会不容
易”等。

在非洲行医的日子里，作者遭遇了
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人和事：拿着大刀和
市场上的肉贩干架；在酒吧跟人比腕
力、教酒吧女郎下棋；主持当地人的成
年礼并学习如何联结“圣灵”；甚至和巫
医成了好朋友，与他一起探讨人生哲学
问题。譬如姆津巴大夫认为，我们最应
该感谢的是敌人，因为“强化一个人爱
与怜悯能力的不是朋友，而是敌人。”这
样的言论看似不可思议，但在非洲的经
历却让作者认为的确应该如此。这也
算文化的差异吧。

作者在非洲的经历看似不务正业，
却真正地帮助了在困境中挣扎的人和
动物，也让这趟非洲之旅格外与众不
同。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跟他一起
深入那个神秘、遥远的非洲内陆小国，

看大家眼中的“白人疯子”，如何在这里
展开一场场充满冒险、不可思议的行医
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