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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
华诞献礼的著作《跨越》四部曲——— 《历史的
轨迹》《理性的选择》《伟大的梦想》和《不
懈的奋斗》由崔友平、徐斌、顾保国、董振华
等专家学者编写完成并出版。本套丛书立足于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历史的维
度、理论的维度、实践的维度和空间的维度去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实现伟大跨越的历史轨
迹，分析中国道路理性选择的自觉自信，展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探索通过不懈
奋斗走向光辉彼岸的现实路径，旨在通过学理
论述、案例分析和现实经验，揭示中国共产党
成功密码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本书既是对历史现实的回顾，又是对历史
经验的总结，从历史出发延伸到未来，从蓝图
出发延伸到实践，既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理论
功底，又有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构建了一个内
容丰富、论述严谨、语言通俗的理论体系。

《跨越》坚持历史的观点，从历史与逻辑

的统一中把握70年风雨历程的成功密码。《大
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
后，则近道矣。”伟大的历史进程必然要有伟
大的领导核心来引领，近代以来国人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救国思想层出不穷，各种
政治派别粉墨登场，但最终都走向了失败。历
史早已证明，缺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
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民族复兴的进程
只会沦为“空想”。这套丛书认为，始终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我们实现历史变革的成
功密码之一，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
奋斗的历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跨越》坚持价值论的观点，从价值与逻
辑的统一中把握70年风雨历程的成功密码。人
类的认识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判
断，一类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解决“是什
么”或“有什么”的问题；价值判断解决“应

当什么样”或“要什么”的问题。《跨越》这
套书不仅对历史进程进行事实分析，而且对历
史进程进行价值探究，注重在价值与逻辑的统
一中揭示新中国的成功密码。紧紧依靠人民正
是我们7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又一成功密码，
《跨越》系列丛书对此也进行了深刻说明。本
套丛书认为，新中国发展的轨迹是人民创造
的；历史的紧要关头是人民理性选择了社会主
义；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
想，也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够变为现实。本书牢
牢立足于人民观点和人民立场，深刻揭示出人
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们的价值追求。

《跨越》坚持实践的观点，从实践与逻辑
的统一中把握70年风雨历程的成功密码。马克
思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一切
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不经实践都不能成为现
实，伟大梦想的实现，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只能靠自己奋斗争
取。《跨越》系列丛书从实践与逻辑相结合的
高度，总结出了70年伟大历程的方法论经验，
就是坚持不懈的奋斗，同时也对未来作出了方
法论的指导，就是继续坚持不懈的奋斗。本套
书围绕弘扬奋斗精神、提供奋斗动力、掌握奋
斗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提供了实践路径分
析。

丛书揭示了不懈的奋斗正是新中国70年来
实现繁荣富强的成功密码，是我们在今后发展
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方法论原则。

本套丛书最终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
史进程合乎理性的选择，并为实现伟大的梦想
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切都是在不懈的奋斗中实
现的，将来的成就也要在新的不懈奋斗中才能
实现。

《跨越》
崔友平 等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口腔菌群紊乱引发心脑血管病

现代的生活方式，吸烟、喝酒、暴饮暴食
等都可能导致口腔菌群的紊乱，进而对口腔健
康及全身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研究发现，口腔
菌群紊乱除了会导致龋齿、牙龈炎、牙周炎等
口腔疾病，还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有流行病学统计显示，口腔细菌与冠心病
之间存在关联，实际上，引起牙周病的细菌，
还具有凝血作用，导致血液变稠，从而增加了
心脏病发作或卒中的风险。

口腔菌群与血压

口腔微生物和食物一起还可以影响人的血
压。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发现，给健康受
试者使用7天含有抗菌药物的漱口水，杀死口腔
微生物后，这些人的血压就会持续升高。而血压
的升高跟一氧化氮（NO）的产生相关。一氧化氮

（NO）可在机体内皮细胞中一氧化氮合成酶
（NOS）的作用下合成并分泌，它可以扩张血管及
舒张平滑肌，从而增大血流量并降低血压。而口
腔中的微生物就可以合成NO，当食物中的无机
硝酸盐及亚硝酸盐经口腔菌群分解后可以作为
体内合成NO的来源。但是当口腔中产NO的微生
物被杀死或抑制后就会降低NO的含量，进而引
起高血压。当把产生硝酸盐及亚硝酸盐的细菌
重新定植在口腔后，血压就能恢复正常。

心脏病发作时经常服用的速效救心丸———
硝酸甘油需要采用舌下含服的方式快速起效，而
硝酸甘油起效的方式就是在进入体内后转化为
NO，最终起到扩张血管、舒张平滑肌的目的。

未来或许可以通过专门给心脏病患者定植
能够高产NO的菌株，在必要的时候给患者服用

NO的前体就可以了。那些血压比较高的人，可
能是口腔中产NO的菌较少，可以适当补充这一
类的细菌，从而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

更多时候，还是需要我们严格控制抗菌物
质的使用，避免滥用漱口水，减少不必要的清
洗口腔次数，维护口腔健康，并且还要避免滥
用抗生素，因为它们都会引起口腔微生物的减
少，从而增加机体高血压的风险。

口腔菌群影响糖尿病

牙周疾病和糖尿病关系也很密切。日本有
一项调查，他们对年龄为75至80岁的14551名老
人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与没有接受牙周治疗
的患者相比，那些接受过牙周治疗的老人2型糖
尿病的发病率显著降低，并且只要接受过牙周
治疗，无论治疗天数有多少，糖尿病的发病率
都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接受牙周治疗后，
糖化血红蛋白都出现了明显下降。

糖尿病与牙周病的关系是相互的，这两种
病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而口腔微
生物在其中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在小鼠
身上进行了实验，发现患了糖尿病的小鼠在血
糖升高之前的阶段，其口腔中微生物的构成与
健康小鼠相似；当糖尿病小鼠出现血糖升高症
状之后，口腔菌群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且糖
尿病小鼠也出现了牙周炎，包括牙齿骨质缺失
等症状。

糖尿病和牙周病的联系已经有大量的文献
记录。糖尿病患者血糖较高，伤口的愈合能力
比较差，一旦患牙周病，出血的风险更高，也
更难治愈。相应的，患上牙周病，也会使糖尿
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更难稳定。因此，要想控制
好血糖，除了要找内分泌科大夫，还要去看看
牙医。保持口腔卫生和牙龈健康对糖尿病患者
至关重要。

口腔菌群与肺部疾病

口腔和肺部疾病也存在关联。口腔和呼吸
道是直接连通的，有时候喝水会呛到肺里就是
咽喉部的控制气管和食管的瓣膜开闭错误引起
的。因此，口腔细菌和肺里的细菌会相互影
响。口腔健康会减少肺炎的发生，并且有研究
在肺囊性纤维化患者的肺中找到了与他们口腔
中相同的细菌。

口腔菌群影响生育

口腔微生物还会影响生育。在准备怀孕
时，医生一般都建议母亲先看看牙医，把口腔
的问题先解决掉，其中一个原因就跟口腔微生
物有关。如果一位母亲患有口腔疾病，口腔中
的细菌将有机会通过血液循环抵达子宫。有一
种具核梭杆菌是和牙周炎密切相关的细菌。有
研究发现，给怀孕小鼠静脉注射具核梭杆菌
后，很容易引起流产，说明口腔中的特定微生
物跟生育有关系。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发现婴儿
体重过轻、早产、不孕不育和死胎等不良妊娠
结局或妊娠并发症与牙周炎有着密切联系。这
种口腔中的具核梭杆菌也是与结直肠癌密切相
关的菌，这种菌的存在会明显增加患结直肠癌
的风险。所以，肠道癌症有可能起始于牙周
炎。

口腔菌群与神经系统疾病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疾病，一些神经系统
疾病也与口腔菌群有关。帕金森是一种常见的
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多见，平均发病年

龄为60岁。据统计，全球帕金森患者有近 500
万，其中一半来自中国，我国65岁以上人群帕
金森的患病率大约是1 . 7%。至今，这种病病因
未明。目前的研究发现，帕金森病人除了肠道
菌群与健康人不同之外，口腔菌群也与健康人
不同。有研究收集了帕金森症患者口腔菌群样
本，结果发现，帕金森症患者的中普氏菌科、
梭杆菌科、乳杆菌科和科氏杆菌科显著增加，
而罗氏菌、钩端菌和放线菌显著降低。

食物影响着口腔里的菌群

影响口腔微生物组成的重要因素应该是食
物，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只要进入嘴巴都会有
一部分跟口腔里的菌群共享。所以，口腔中的
菌群与食物构成应该存在密切联系。有人收集
了182名受试者的口腔冲洗物并检测了其中菌群
的组成，结果发现食物中饱和脂肪酸及维生素
C的摄入与口腔菌群的数量和菌群的多样性有
关，其中，饱和脂肪酸摄入越多，口腔中β变形
菌门及梭杆菌门的相对丰度更高，而维生素C
及其他维生素（如维生素B和维生素E）含量越
多，口腔中梭杆菌纲等细菌也越多。研究还发
现，乳杆菌科的丰度越多，血糖负荷也越高。

胎盘菌群来自口腔？

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
人们发现胎盘并不是无菌的器官，而有着自身
的内生微生物。奇怪的是，胎盘微生物组成根
本不同于阴道微生物，而与口腔微生物最接
近。这可能是因为胎盘是母体的血液和胎儿血
液交换的地方，而母亲血液又直接受口腔黏膜
的影响，这就导致两者之间的菌群可以互通有
无。当然，关于胎盘是否有菌的争论仍在继

续，有人质疑取样过程造成了污染，有人拿出
了多项证据显示胎盘的确有菌，并且数量和种
类还不少。但无论胎盘有没有菌，口腔黏膜和
胎盘直接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靶向抗菌，调节口腔菌群？

人们一直在寻找可以靶向精准控制微生物
的方法。目前来看，通过人体的共生菌来防止
或抑制致病菌的定植，而不是采取杀菌素、抗
生素来杀死致病菌更符合口腔微生态的实际情
况，采用靶向性的以菌制菌、以菌抗菌的疗法
可在去除关键致病菌的同时，重建健康菌群。
这种靶向性抗菌疗法的策略包括：通过挖掘具
有特异性抑制病原菌的活性菌、采用CRISPR
等基因编辑的方法靶向病原体特异性基因、开
发靶向性药物递送系统、生物膜分散等。

《晓肚知肠：肠菌的小心思》
段云峰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近日，由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万森主编的《厉彦林乡情散文研究》，由山
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厉彦林乡情散文研究》主要是对厉彦林
的乡情散文创作进行系统研究解读，有综论、
名篇赏析和创作谈、访谈录，收录了张炜、邱
华栋、李一鸣、王兆胜、石英等文学名家和张
晓林、贺茂之、何中华等文史哲专家的评论，
同时附有厉彦林散文发表目录、获奖篇目、入
选教材教辅和被选为中高考试题、模拟试题情
况。寻觅他创作“赤脚散文”的一路脚印，明
确他在沂蒙派文学、沂蒙派作家群中的角色定
位和文本价值，对于深入研究他的创作轨迹和
文学艺术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据和资料。

厉彦林是我省颇有影响力的散文作家，从
沂蒙山走出的厉彦林，尽管离乡多年，但故乡

的山水人物从未远离他的视线。他的创作里，
总是闪现着故土的影像，作品也传承着沂蒙文
化的仁义和善良，阅读厉彦林的散文作品会发
现，他始终都以淳朴自然的文字回望着故乡。
他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四十多年，始终扎根沂蒙
故土，贴近民情民心，讴歌亲情乡情，崇尚人
品与文品统一，继承和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
法，追求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讴歌、传递真
善美和人性光辉，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和
好评，被誉为“厉彦林现象”。已出版诗集
《都市庄稼人》《灼热乡情》和散文集《春天
住在我的村庄》《地气》等8部，作品数次获
奖。

《厉彦林乡情散文研究》
王万森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决定你人生高度的，就是抗压力。具有抗压
力的人通常是充满希望、积极乐观的。他们从不
放弃，特别自信，即使在没有别人的帮助下也可
以独自做事，而且能够做成事。我们在工作或生
活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如果我们不能化解
这些压力，那么我们的生活将变成一团乱麻。

抗压力越强的人，越能够承受职场、生活中
的压力，成功应对挑战。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道
格·亨施长期致力于研究抗压力，提升人们的幸
福感。道格·亨施最新出版的《如何成为一个抗
压的人》包括《让抗压力成为你最优秀的品质》
等九章，作者根据他40多年的专业研究和20年的
专业实践，从增强灵活性、保持乐观、培养好奇
心、学会鼓舞、寻求外部支持等五大方面，详细
讲述了培养抗压力的技巧，帮助你成为一个“能
抗事儿”的人。

作者在本书中理论联系实际，针对相应技
巧，列举了大量案例。譬如他谈到，小学作文教
师吉姆在一个富人区执教。这个学区的家长大多
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富人。吉姆经常受到这些家长
的质询。他的教学方法受到质疑，他的评分总是
引起家长不满，对学生课业提出补救的建议也会
受到怀疑。吉姆没有把这种争论加剧演变成一场
战争，而是向家长强调他自己也是一名家长，他
具有教导孩子并且给他们提出建议的资质。因
此，吉姆一边听取家长的建议，一边依靠自己在
教师岗位上多年的经验而勇敢地站了起来。如果
吉姆没有及时化解这些压力，那么他很可能会失
去这个工作机会。

作者认为，绝大多数具有抗压力的人身上具
有共同的特质：他们拥有应对任何状况的信心和
希望。他们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是知道自己拥有
能够化险为夷的资源。具有抗压力的人能够从经
验中进行学习，在困难面前从不躲闪，也不会在挑
战前退缩。当挑战来临时，具有强大抗压力的人可
以愈战愈勇。与其抱怨时局之艰难，恐慌可能出现
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不如将情景进行重
构，使之变成对自己能力的考验或者游戏。从
而，最终打破我们常说的“好吧，我已经尽力
了”或者“这是没办法避免的”之类的困境。

《如何成为一个抗压的人》
[美] 道格·亨施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速读

口腔菌群影响人体健康
□ 小林 整理

在口腔里，居住着众多的微生物，从
口腔微生态的角度出发，养成早晚刷牙，
使用牙线和定期看牙医的好习惯，就是在
维持口腔微生态社区的秩序。因为口腔微
生态与人体的健康直接关联！

70年风雨历程的成功密码
□ 华景

传递真善美和人性光辉
□ 张殿武

读《水浒传》，虽有英雄豪情在前，但仔
细咂摸施耐庵笔下的细节，聪明的读者一下子
就懂了。正像歌中唱的“山河大地本是微尘，
何况是尘中的尘”。凡人皆是尘中之尘，在水
浒英雄貌似勇敢的杀伐决断背后，隐藏的仍是
他们一地鸡毛的贩夫市井真面目。

王路的新书《水浒白看》大致是这么个路
数：颠覆过去读者对水泊梁山好汉的认知，剥
丝去茧地将梁山英雄的内心世界掀给读者看。
他自有解读之法，势必与别人是不同的。显
然，这是一本“水浒微尘众”的文学素描簿。
那些在原著中一闪而过的人物，在本书里变得
鲜活。那些曾经浓墨重彩的人物，在这里，被
王路说破了心事，倒略显低眉了。

全书分为“山林”“市井”和“渔樵”三
卷。山林，当写登得上聚义厅之人，又或与这
些人有勾连的人。梁山一百单八将，不能人人
都写。王路选了武松、林冲、石秀、李忠、鲁

智深、李逵、吴用，以及李鬼之妻、卢俊义之
妻来写;市井，写的就是茶余饭后之事，着重写
武大郎、潘金莲和郓哥等人 ;渔樵，写的是闲
笔。先说武松，再写金圣叹，最后唏嘘了一下
自己创作这本书的文思，可以看作是一种用尽
真力之后的寂寥。

必须承认，王路在阅读《水浒传》的过程
中是有发现的。至少他在文章中阐述武松比林
冲聪明 ;李忠为人尤其厚道；鲁智深虽为出家
人，却有俗世的一面。这些洞察力都很精准。
况且身为酒肉穿肠过的花和尚，佛祖根本也没
在心中留过。这也侧面反映了施耐庵对佛家的
看法。

但王路却不会醉心于只做“表面”文章。
他的书里一定得有“重磅炸弹”才行。比如他
说李鬼之妻，一个生活那么困苦，却头戴簪
花，语态轻盈的妇人，心思不密，又热爱生
活，何来杀夫之祸？反之，李逵的心眼儿是不

是显得又脏又小了呢？由此，也不难引申到下
一章“李逵之孝”。他硬要背老母上山，不让
其与兄同住，是真孝还是假孝呢？老母亲在山
上被猛虎吞噬，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咎由自取
还是宿命枉然？

王路看似很喜欢武松这个人物。书中花费
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笔墨，由武松这个人写开
去。就像画国画，宣纸上洒了一滴墨，晕染开
了，一发而不可收。虽然王路极力想说明潘金
莲杀武大郎是被逼无奈，祸起于武松。武大郎
之死，是人生必然，但在人类社会里，我们不
能为任何杀人凶手开罪辩护，哪怕在小说里，
人类互害也是不能容忍的。

一本书，无论写什么，都是一家之言。
《水浒传》是经典，永远不会白看。

《水浒白看》
王路 著
海天出版社

《水浒传》里的微尘众
□ 夏丽柠

会减压，得自在
□ 邓勤

■ 新书导读

《为什么是毛泽东》
任志刚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该书讲述了毛泽东的开蒙、求学过程，
以及他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直至建立了
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作者将重点放在分析毛
泽东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试图探讨他诸多
重大决策背后的深意。

《此时此地》
[美] 保罗·奥斯特 [南非] J.M.库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两位世界级文学大师，一段意想不到的
友谊，三年不断的书信往来。库切是来自南
非的诺奖得主，影响了无数作家的创作；保
罗·奥斯特是来自美国的文坛巨头，当他们
相约通信三年，将激起怎样的思想火花？

《印象巴黎》
〔加〕罗斯·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一群艺术家在法国艺术机构的蔑视和嘲
讽之中，展示了他们的第一批画作，而这些
印象派的画作会成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艺术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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