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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童年都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不听
话，父母会搬出一些厉害的动物吓唬孩子，
“大灰狼来了”“再不听话大老虎就来吃你
了”，并且百试百灵。但长大后，这套说辞便
自然而然地失效了，因为在成年人看来，人类
属于高等动物，处于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并
且日常和野生动物没有太多交集，自然也就没
什么可怕的。

然而，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面对动物
时真的可以无所畏惧吗？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每年有500万人被蛇咬伤，其中30万人永久
致残，大约10万人死亡。

在我国，被狗咬死的人数每年有2000多
人，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6万~20万人被狗直
接咬死或者因感染狂犬病而死；被动物园的动
物攻击而导致死亡的人每年20个左右、被鲨鱼
吃掉的人每年8个左右，被鳄鱼、熊等大型食肉
动物咬死或者吃掉的人，每年见诸报端的就超
过 1 0人，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会是上千
人……

如果把每年所有被动物吃掉的人数加到一
起，这个数量将超过50万。

从以上这些触目惊心的标题和数据来看，
即使是作为高等生物的人类，也不可能超凡脱
俗到完全摆脱食物链，甚至某种意义上，人类
被动物吃掉，实乃稀松平常的自然现象而已。

而即便被人类视为“低等生物”，动物们
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欲念和生存轨迹，它们往往
并没有多想和人类相亲相爱，甚至潜伏在人类
身边伺机而动，等待捕猎。

此时的人类更应该考虑的是——— 怎样才能
不被动物吃掉。

地大物博的中国，千奇百怪的危险动物无
所不在，而它们当中最具威胁性的，不是湿
地、森林里的险恶怪兽，而是隐匿在我们身边

的危险杀手。
我们身边隐匿了哪些危险动物？不幸遇上

它们时又该如何逃生自救？

蛇：丛林中的冷血恶魔

真实事件：4月，深圳一名女童在家门口的
菜地被毒蛇咬伤，伤口发黑、手指肿胀并且已
经蔓延到手背。根据医生的诊断确定，小女生
是被竹叶青咬伤的。竹叶青蛇是一种外观颜色
鲜艳的毒蛇，小朋友可能会忍不住想要触摸
它，如果被它咬伤可能对全身，特别是血液和
心血管系统造成损害。

逃生指南：我国是毒蛇大国，什么眼镜
蛇、银环蛇、蝮蛇、竹叶青……这些你以为只
在书里有的毒蛇其实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用它
们的毒液安静地捕猎。

如果被毒蛇咬了。最重要的不是像武侠小
说里那样吸出蛇毒，而是近心端结扎，再拼命
地挤压伤口附近20分钟，尽量将毒液排出，最
后用清水清洗伤口。

比毒蛇更可怕的是潜伏的蟒蛇，它们虽然
无牙，却能将人直接吞食。如果在野外遇到巨
大的蟒蛇，逃跑已经来不及，你应该马上躺
下，抓好武器然后双手抱头，肘部展开。这样
蛇无法张口从头开始吞你，便会从你的双脚开
始吃你。当它吞到你的腰部时，你要瞬间迅速
弯起膝盖，同时迅猛地坐起来，马上开始攻击
蛇的眼睛和头部。

狗：又爱又恨亦敌亦友

真实事件：5月1日，广东一8岁男孩在家附
近玩耍，不小心撞到了附近一间厂区内豢养的
看门狗，躲避不及被狗咬伤，全身大小伤痕30

余处、后脑部一块面积约15厘米的头皮被撕
脱，右耳耳廓也不见了。

逃生指南：如果狗朝你吠，千万别逃，要
装作完全不害怕，“打酱油”一样从旁边从容
走过。如果狗已经扑上来了，你所要做的就是
蜷起身体，双手抱头，用膝盖保护自己的腹
部、下身和咽喉，犬科动物都有攻击咽喉的习
惯。

被狗咬伤，请在第一时间挤出伤口内的污
血，然后用浓度为20%的肥皂水彻底洗净伤口，
一定要保持伤口最大程度地裸露在空气中，因
为狂犬病毒厌氧，也就是在密闭的环境中更适
合生存繁殖，所以缝合、包扎以及上药膏等办
法通通使不得。

其实，比被狗咬伤更可怕的是狂犬病发。
在狂犬病的潜伏期，患者就会有不安的感觉。
到了兴奋期，主要的症状是狂躁和肌肉痉挛，
特别是咽喉肌肉痉挛，表现为患者尽管极度口
渴，但是十分怕水，无法下咽任何东西，觉得
全身有蚂蚁在爬。到这个份儿上了，别无他
法。所以，你知道为何要给狗拴绳了吧。

毒蜂：小身材有大能量

真实事件：去年8月，河南一老人上山摘枣
被毒蜂蜇中，下午病情突然加重，家人立马把
老人送到了市医院，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失败，
透析尿液呈现红色。

毒蜂毒液的毒性是一般毒蛇的几倍，要不
是因为量小，人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这种毒
素属于混合毒素，注入血管达到一定量后，立
即会有生命危险。

逃生指南：春夏之时，不要往花蜜多、草
丛茂盛的地方去，因为一些胡蜂就把巢筑在那
里，很可能被你一脚踢翻。尽量不要带甜味的

液体食品，曾有过有人携带可乐被胡蜂蜇的例
子。去野外时不要喷香水、花露水，另外，胡
蜂喜欢攻击黑色的物体，最喜欢攻击毛茸茸的
东西，所以一般攻击人的时候，头部是最容易
被蜇的。

当在野外发现单只胡蜂嗡嗡绕圈飞，而不
是直接飞过的时候，胡蜂巢很可能就在附近，
它正在对你进行最后的警告，大部队马上就要
开过来……

老鼠：地球未来的霸主

真实事件：鼠疫曾经数次在地球上全面爆
发，横扫亚非欧。其中最惨的一次是14世纪的
大爆发，持续了300年，当时的中国也被波及
了。在欧洲，这场鼠疫直接导致文明倒退500
年，人口减少1/4。

逃生指南：首先，食物要收藏包装好，食
品垃圾要及时扔掉。吃零食不要弄得到处是碎
屑，否则老鼠也会前来光顾的。其次，保持房
间卫生清洁。衣服整齐放入衣柜，所有的织物
和纤维制品要放好，床底下不要放杂物。这样
的话，老鼠没有做窝的地方，也不会来。

如果家里已经有鼠患，建议用粘鼠板，放
老鼠药的话，万一老鼠死在家里，找不到尸体
非常可怕，因为腐败的老鼠味道难闻，还会招
来蛆虫，污染环境。

老虎：横行大陆的杀手

真实事件：2016年7月，北京八达岭野生动
物园内，一名女子被蹿出来的老虎叼走。另一
女子下车营救，被另外一只老虎当场咬死并拖
走。

逃生指南：老虎没东西吃了，就会吃人，

而且会结伙吃人。老虎擅长跟踪和突袭，一般
来说你根本无法发现它，等发现的时候，它已
经扑到眼前了。如果到了这一步，人基本只能
被吃。

如果你运气好，碰到的是吃饱的老虎，或
许它只是因为好奇而跟踪你。其他情况下，只
要你不靠近它的幼崽或者侵犯它的领地，它就
不会吃你。必须提醒的一点是，如果在老虎出
没的野外捡到猫，千万别拎回家，因为这个可
能是小虎崽。

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绝大多数人类都是
手无寸铁的弱小者，面对身边层出不穷的凶恶
动物，你总该有一点防范意识和基础知识来保
护自己。

《人类怎样才能不被动物吃掉》
峻舞涛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不能
像前者那样留下诸多有形、可触的物质遗产。
但这种先天的劣势，加上海洋之无穷尽、海上
文明之博大精深，倒是造就了这条“路”往往
以更为柔性、无形、纷繁的特质呈现在众人面
前，或者活在世人的想象、记载和传颂中。

与所有过往介绍“海上丝绸之路”的来龙
去脉、着墨于史实典籍的通识性图书不同，
《穿越海上丝绸之路》的题眼落在“穿越”二
字上。既与古老的海洋文明隔空相视，也拓展
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另一条通途。所以，“穿
越”还是贯通，是协商，是交换，是循沿着一
条看不见的“红线”，与世界上每一个友好合
作的国家“联姻”。

2017年5月，“一带一路”论坛在北京举
行，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将会再次回到世界舆
论的“风暴眼”中，向四面八方尽力延伸，并
发散它的辐射力、影响力。这一带一路，浅显

地说，是用生意铺设中国通往并连接全世界的
“商路”。跋涉漫漫长路，坎坷而艰辛，但勤
劳的中国人就是用“生意”，重新把中国带回
到世界之巅。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万千子民，
他们才是这条纽带上一颗颗虽微小但璀璨的明
珠。

《穿越海上丝绸之路》通过32个鲜活的人
物故事，串联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
这32个人物，他们是华人和当地人混血的“娘
惹”“荅荅”；他们是豪门贵族的后代；他们
是文化的继承者……曾经，他们的祖先，从广
州、泉州、明州、扬州等港口出发，沿着漫漫
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商，弘法，行医……，将
中华文脉中最精华的佛经、瓷器、丝绸、茶
叶、中药、建筑、书画、服饰、中文、饮食、
戏曲、武术等播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与
当地人缔结连理，从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加强异族间的融合和对话。哪怕过去好几代，

老字号格外讲究的经营之道、略带异国口音的
中文、老家的传统礼仪等仍然成为远方的游子
和故乡之间最牢固的纽带，以及他们的精神图
腾。

他们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根溯源，将充满活
力和魅力的古老海路无限伸展、绵延：他们继
承家族企业、传统工艺的衣钵；他们将古老的
刺绣与西方的时尚观念富有韵味地两相融合；
他们沿袭师徒传承的仪式将老手艺发扬光大；
他们漂洋过海，循着茶香，从南洋回国，寻亲
访祖，找回迷失已久的精神故乡；他们在祖先
发家的地方将产品进行升级换代，广播善果，
反哺族人；他们把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理
念散播至全世界；他们奇妙地与祖先曾合作过
的生意伙伴的后人再次相逢在生意场上……每
一个故事都饱含情感张力，颇具传奇色彩，人
物的只言片语、赤子情怀，常在不经意间触动
你我的心弦。

从今天的汤姆·潘恩、张帆、丁宗寅的生命
轨迹中，我们仿佛可以看见约翰·科比、伍秉
鉴、赛典赤·瞻思丁等故人的身影，也看见中国
与世界各国不绝如缕的合作，海上丝绸之路如
一条纽带凝结着历史与今天、中国与世界，文
明的流转、时空的轮回，彼此交织，勾勒出一
幅庞杂、壮观、细腻且感人肺腑的贸易、文明
和情感图谱。绵延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不是
一条单纯的空间轨迹，而是一代又一代旅人的
生命舞台，更是华夏文脉在茫茫海域划出的一
道璀璨无比的延长线。

通过《穿越海上丝绸之路》，我们看到：
海路迢迢，人来人往，融合与共存、传承与创
新，一代又一代、一轮又一轮，海上丝绸之路
怒吼了千年的波涛，仿佛再次发出华夏文明复
兴的最强音，让全世界洗耳恭听！

《穿越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美国记者约翰·麦奎德曾凭借《毁灭之路：
新奥尔良的破坏与超级风暴来袭》一书获普利策
奖。近作《品尝的科学》延续他对科学的缜密思
考以及对人与环境的独特见解。

苦甜辣咸鲜，滋味各不同。很明显，舌头是
基本感受器。埃德温·加里格斯·波林的“味觉地
图”曾经在20世纪中期风行一时。但是，事实
上，譬如喝红酒要用舌头的哪个部位品尝之类的
说法，完全是装模作样。味觉地图有悖常识。麦
奎德指出，21世纪的先进实验证明，整个舌头都
能感觉到五种味道（2001年，“鲜味”被认为是
第五种味道）。每个味蕾都分布着五种不同的受
体蛋白质，每种受体蛋白质专门侦测一种基本味
道分子。

对波林“味觉地图”的批评表明了作者的立
场，在这个各种饮食“科学”满天飞的时代，我
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学说呢？它不应当是无
事实根据的，或将细微的事实过分夸大发散的；
它不应当是哗众取宠的，脱离科学的轨道去营造
潮流的风尚。品尝作为一门科学，非常有趣，也
非常有用，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展
现它真正的魅力。

书中有个例子，加拿大的迪翁五胞胎生下来
就由国家抚养，五个小女孩儿先后参与了国家筹

划的多项实验，1941年，她们在六岁时进行了味
觉测试，尽管基因组成完全相同，生活环境也完
全相同，但孩子们的反应和描述存在很大差异。
这说明味道是一种很私人的体会。在我们的生活
中，有些人认为榴莲好吃，有些人觉得它臭得要
命。己所欲，勿施与人。有些孩子不爱吃青菜、
不爱吃胡萝卜，可能他的味觉系统就是抗拒这些
食物。

科学证据表明，人体的各个部位对滋味都有
感知能力。大脑的意识反馈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运
算。科学尚未真正揭晓味觉形成的完整过程。

当然，口味并不总是个人化的，它也存在普
遍性和地区共性。比如，在我国，江南人爱吃甜
食，北方则咸食居多。

麦奎德呈现了“从古至今最关键的五顿
饭”：据1982年墨西哥索诺拉沙漠的化石发现，
推溯地球生命的第一口饭发生在4 . 8亿年前，这
里在古代曾是海底；接下来的“四顿饭”分别是
法式杂碎、蚂蚁舒芙蕾、水果沙拉、烤鱼佐橄榄
和炖羚羊肉。它们分别发生在欧亚大陆、非洲丛
林、西伯利亚平原等地区，每一口食物的摄入都
代表了生物的一次演进。

气味引导了我们的远古祖先的食谱，也逐渐
拓展了他们的生活区域，尤其是“吃熟食”更是

人类文明的质的飞跃。
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最初的食物偏好，烙印

在不同族群的骨子里。这种偏好并非是凝固的，
而是流动的。

譬如，我们现在认为四川人嗜辣，这其实是
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事情了。苦、甜、辣、咸、
鲜，麦奎德分析每一种味道背后的文化机制。当
我们切入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口味的形成，可以明
了在过去与食物相关的事件里，政治与经济扮演
的重要角色。譬如，糖最初是一种昂贵的奢侈
品，欧洲的王公贵族为了获取糖，曾经在亚非拉
的种植园里施加了大规模的高压统治；还有马铃
薯，我们都知道，当它进入爱尔兰，以及在明朝
时期进入福建等地之后，曾经如何掀起历史的风
潮。如今，马铃薯常以薯片的面貌现身，在“嘎
嘣嘎嘣”的脆响里，它伴随着消费主义的狂潮，
席卷全球。

品尝不只是个人的进食，它包涵着约定俗成
的意义。这些意义既有科学的演化，也有文化的
沉淀，并以相互交叉的方式影响我们对食物的感
知。

《品尝的科学》
[美] 翰·麦奎德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地处鲁西的聊城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较早
的发祥地之一。明清时期，聊城已形成了“天都
之肘腋”“江北一都会”的区位优势。与山东其
他区域相比，聊城地域文化一个突出特性是世家
望族辈出。自汉魏到明清时期，聊城历史上许多
声名显赫、簪缨相继的名门望族便不断涌现，在政
治舞台和文化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个颇
值得研究的社会群体。郭学信教授的《唐宋聊城仕
宦家族研究》一书，就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向人
们展示了自汉魏至明清聊城历史上仕宦家族兴起
的区位优势，及其所凸显的共同家族文化特征，
并以唐代博州武水乐安孙氏家族和宋代大名莘三
槐王氏家族为个案研究对象，探析其家族兴起与
发展脉络、仕宦情况，以及家族文化等。

该书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其一，论述紧密

结合仕宦家族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
境，以及家族自身的文化因素。一个仕宦家族的
兴盛且能维持数代而不衰，势必与社会文化环境
和家族自身的内在文化因素息息相关。“适宜的
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可以促使一个家族藉此
而起；良好的家风、家学，可以促使家族的政治
地位和社会声望代代相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
识，作者紧紧把握时代环境和家族自身的文化特
征，揭示了唐宋聊城仕宦家族形成、发展的社会
环境和内在因素。这种从时代文化环境中看仕宦
家族发展，又从仕宦家族发展折射时代文化风貌
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人们把握唐宋聊城仕宦
家族的历史面貌，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唐宋社会政
治文化风貌的认识。其二，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
基础，注重对史料的辨析比较，在对史料的爬梳

甄别中订正错讹。本书资料来源丰富，除了各种
正史等基本的文献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家谱、
笔记、方志以及大量的碑刻墓志等资料。由于资
料搜罗翔实，又注重对所用资料的辨析甄别，所
以论述中纠正了许多史料错误。例如《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将乐安孙氏家族族人孙侀说成是孙
审象之子，而作者依据孙侀墓志记载得出，孙审
象与孙侀并非父子关系，孙侀实为孙审象族弟孙
向之子。孙侀英年早逝，其墓志是由其父孙向所
作。由此作者指出，“孙侀为孙向之子的记载是
确切无疑的”。作者这种注重对史料进行爬梳辨
误的功夫，在该书中随处可见。

《唐宋聊城仕宦家族研究》
栾淑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木心先生说：“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
葡萄变为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把岁月变
成诗篇和画卷。”

《往事入画》是一位七旬老人真挚温暖的
人生回忆。张才柱老人用一百多幅“回忆画”
记录下童年的快乐、乡村的风貌、劳作的艰
辛、生命的顽强与时代的变迁，再现了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重庆乡下的生活与生产
景象。这些“回忆画”俨然就是中国农民的私
人生活史。

作者张才柱是一位普通农民，只上过四年
小学。66岁时，张才柱在逛书店时偶然看到了
美国人贝蒂·爱德华写的《在黑暗中绘画》一
书，封面上有一句话：五天画出你的心。那本
书里介绍的绘画方法极大地启发了他，他像突
然间被唤醒，特别想画一套“回忆画”，让沉
睡在记忆深处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他去图
书馆查阅，发现自己想画的那种画此前并没有
人画过，愈加觉得画出来一定会弥补一个空
白。几年前身患癌症的经历，让他感到生命的
尽头似乎伸手可及，也让他想到，来这世上走
一趟，总得留点儿什么东西下来。于是，零绘
画基础的他开始创作“回忆画”，从临摹花鸟
景物起，逐渐将自己的回忆付诸画纸，三年完
成了150余幅作品。虽然是农村户口，没有退
休工资，靠打零工赚的几百元以及儿女的贴补
过活，但他对画画这件事无比执着：“有生之
年能完成这几百幅画，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回忆的光晕之下，张才柱笔下的画面充
满诗情画意，每一幅都画得优美而细致：房顶
上的灰瓦，深深浅浅，光影流转；桌椅板凳、
背篓箩筐、灶台水缸、锄头犁耙、簸箕木桶那
样活灵活现；垒筑田埂的条石浓淡不一，石缝
间的青苔青翠可见；房屋四周的池塘溪流、蜿
蜒的山路、姿态好看的大树、摇曳多姿的竹
林，正在劳作的农人……带着作者的情感和体
温，画面仿佛自己在述说，栩栩如生又静谧安
详。
一个农民做了一件似乎很无用的事儿，也

许，可以用这句话概括这本书。但是这个无用
的成果，又足以让人汗颜与钦佩，这恐怕是本
书对他人的最大价值。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
始。有些看似无用的事儿，却是最有意义。

《往事入画：一个老人的记忆博物馆》
张才柱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速读

隐匿在人类身边最危险的5大动物
□ 方欣 整理

这本书平时读着能开心，因为
所说情形似乎不可能，但万一呢。
所以，关键时刻或许能救命！该书
用冷知识解读科普，用酷语言揭秘
世界。你必须知道一点的自然界自
救指南。

穿越海上丝绸之路
□ 潘飞

唐宋聊城仕宦家族研究
□ 栾淑玲

口味：个体性与公共性
□ 林颐

■新书导读

《勤王记》
大力金刚掌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该书讲述的是一个以少胜多、以智胜勇的
故事。其谋略不是阴险地算计与凶狠地杀
戮，而是巧妙地运用时机、局势，以最少的
筹码换取全面的胜利。历史上许多看似理所
当然的转折与递进，往往隐藏着一个不可思
议的赌局。

《好团队激活个人》
[美] 约翰·科特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80后、90后已成为消费主力，标志着注

重个人价值的共享时代真正到来。从管理学
角度，一个团队，当它为个人提供价值贡献
时，这个团队才更有生命力；而激活个人、
发挥平台的引导作用，已成为一个好团队的
最重要特征。

《忽必烈的挑战》
[日] 杉山正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荣获三得利学
艺奖的代表作。他以超越以西欧、中国为主
体的观点，不仅再现忽必烈创建地跨欧亚大
陆军事与通商帝国的历史，更颠覆了蒙古
“野蛮入侵者”的形象。

往事入画
□ 夏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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