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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仪是怎么攻破六国
的合纵呢？

张仪的策略是在六国
合纵的链条上先找到一个
薄弱环节，从中截断，使整
个链条断裂。

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魏国。他对魏国采取
了哪些措施呢？

一是明任魏相，暗中
为秦服务。他选中的是和
秦国接壤的魏国作为薄弱
环节。张仪是秦国重臣，
他来魏国任职，魏王当然
不敢怠慢，马上任命他为
魏相。但是，张仪出任魏
相是要为秦国谋取利益。

他的目的就是让魏国率先背叛合纵，尊奉秦国，再让其
他国家仿效魏国。可是，张仪在魏国期间，颇费唇舌，
也未说动魏襄王背叛合纵。

二是军事高压和政治利诱两手并用。一计不成，
张仪改变策略，先对魏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阴令
秦伐魏，魏与秦战败”，“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
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魏国与他国作战，
先败于秦，再败于齐，而此时秦国斩首八万韩国士兵，
使得天下“诸侯震恐”，也让魏王惊恐不已。在连续受
到军事重创之后，魏王“于是乃倍从约”，通过张仪与秦
结盟。

魏王的屈服是不得已的，所以，张仪回到秦国再次
担任秦相之后，魏国又恢复合纵；秦国因魏国合纵而再
次出兵攻魏，并占领了魏国的重镇曲沃，魏国只好再次
屈服。

魏国尊秦之后，张仪的下一个目标是哪国呢？
第二个目标是楚国。继魏国之后，张仪又引诱楚

国背叛盟约。颇有意思的是，张仪飞黄腾达以后，仍对
当年楚相诬陷他偷玉璧一事耿耿于怀，曾写书信给楚
相说：当初我和你一起喝酒，没有盗你的玉璧，你却打
我。现在我告诉你，你要好好守卫你的国家，因为我这
次回去，不是要偷你的玉璧，而是要盗取你的城池。不
过，楚国最终并没有背叛盟约。

苏秦等纵横家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合纵，最终因
为齐、魏两国的负约而崩溃。

书名：《发现唐诗之美》
作者：王子居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何谓唐诗？理性地描述，唐诗应该
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凝练的文学体裁，
常用简练的诗性词句描摹出无限的优
美意象。感性地讲，唐诗是最美的文
字、最深情的歌颂和最动人的风情。

盛世大唐怀抱中的诗人们仿佛都
在腰间佩着酒囊，举杯痛饮方能意兴勃
勃、大发诗情。他们把一切都寄托在诗
上，自己的志向与情怀、山河的壮丽、边
关的豪壮、爱情的甜美、壮志得酬的快
意飞扬、贬谪后的失意凄苦……无数
醉人的名句犹如星辰一般闪耀在这片
盛唐的夜空之上，是千古未见的壮丽
景象。

介绍唐诗、解读唐诗的书浩如烟
海，王子居先生的《发现唐诗之美》以诗

歌境界、气韵、风格对唐诗进行分类，这
还属首创。

王子居把以唐诗为主要对象的文
学评论放在全书之前，是先扬一家之
言，挥笔落墨纸面纵横，为整本书定下
了基调与框架。全书鲜明的主题在这
里初露端倪，那就是唐诗的“美”。

这么美的唐诗，究竟是如何写作
的？王先生在书里说炼字、讲对仗、谈
气韵、论意象……唐诗五言篇幅限制可
谓一个极致，而我们偏偏要研究如何在
有限的空间里塑造出无拘无束的境界，
如何在这小小的螺蛳壳里做上完完整
整气派无比的道场，将诗论与赏析并入
一起，碰撞之下，能发掘之前不曾想到
的奇妙精微之处。这大概也是王子居

先生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之一吧！
什么是完美？哪首诗是唐人的压

卷之作？在读唐诗的过程中，曾掠过我
们脑海的种种疑问，都在今天被王子居
先生拎了出来，在书中进行探讨。虽然
只是一家之言，却的确也为大家对此深
入思考，更清晰明白地赏析唐诗的美丽
开了前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子居先生在《发现唐诗之美》中
感慨：“唐诗美在哪里，又究竟有多美，
我们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唐诗的一
角，就为之沉醉不已。”

此言不虚，唐诗之美，千言万语不
能尽述——这是千年来无人能及的高
度，这是唯有大唐盛世的绝代风华，方
能铸就的无价文学珍宝！ （人穷）

——千古冠绝唯唐诗

那盛世间的风华

微阅读
使你懒惰了吗？

书 海 观 潮
书 界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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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控”加“微信控”的手机阅读，
已成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近日，一份关于“大学
生微博使用情况调查报
告”显示：大学生半数以上
注册了微博，“微博控”即
每 天 使 用 微 博 者 占 到
25.15%。其使用微博的主
要原因是：关注新闻热点，
参与话题讨论，了解名人
动态，发表个人观点。同
时，微信平台已拥有 3 亿
用户。通过微信朋友圈交
流日常生活、共享心灵鸡
汤、转发新闻信息的“微信
控”已经初步形成规模。

“微博控”加“微信控”的手
机阅读，已成越来越多年
轻人的选择。

一位“手机控”这样说：“早晨
起床刷，上班得空刷，下班途中
刷，回家继续刷——每天至少要
3 小时。”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刷
微博、玩微信，已经成为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内容。但凡有零散的时
间，就习惯性地掏出手机。

在这位“手机控“看来，微信
的朋友圈就像客厅。大家沟通生
活、交流琐事、传播八卦，甚是有
趣；而微博则像文化广场，可以看
到许多“生活在别处”的人的生活
态度、观念理念。一般看完一条
微博用不到一分钟，这种随时随
地的零碎阅读，无疑是最吸引年
轻人之处。

据“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结果”显示：“获取便利”是人

们选择数字阅读的首要原因，其
选择比例超过六成。45.4%的
人因为“方便随时随地阅读”而
选择数字化阅读方式，26.9%的
人选择数字阅读是因为“方便信
息检索”。这两者均显示了“数
字阅读的便捷性”。其次，31.1%
的国民因为“信息量大”而选择
数字阅读，26.0%的人因为“收费
少甚至不付费”而选择数字阅
读。以手机“微博或博客”为主
要阅读内容的手机使用群体在
手机阅读接触者中的比例已超
过两成。

某数字传媒公司总经理认
为，大家喜欢使用微博、微信朋友
圈，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
息发布者，信息传递变得多元化。

微博与微信朋友圈有不同的“读者”，
他们的需求各异。

网友Judy发布了一篇名为《我的微博
整理记》的文章，其中提到微博的益处：

“通过微博的信息，可以追踪到很多自己
感兴趣的课程资源；缺失的学术文献收
集，也可在微博上得以实现。”对于不少

“读者”而言，微博像是资料库，能随时阅
读信息。

还有一些人表示，微信中看到的阅读

内容，基本上都是自己不感兴趣的顺口溜
或者祈福文字、养生信息。

微博、微信朋友圈带来阅读便利的同
时，也有让人诟病之处。“对微博与微信朋
友圈的信息不能完全相信，对于我感兴趣
的新闻，我会再通过其他途径核实其真实
性。”信奉纸质阅读的传统人士表示，“微
阅读”其实给“深阅读”带来了障碍。

因此，有人认为，这正是当前“微阅
读”的副作用之一。

“大学生微博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
有这样一组数据：42.11%的人认为阅读过
于“微”化，会让大家形成阅读惰性。

一位大学生感受到“微”化的影响：
“在微博出现之前我写了至少6年的博客，
现在不写了。”如今，她对大小事情的掌握
全靠微博。相反，读书变成一件“难得而
优雅的事”。

有些“手机控”则认为，“微阅读”的弊
端在于：有些内容虽然有用，但是都是片
段化的。“让我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看过
就是懂了。其实这种信息的轻率传播，没
有经过沉淀、反思、消化，没有实践和学
习，只是给了自己一个虚幻的阅读假象。”

Judy 认为这种惰性不可避免地侵蚀

自己：“有时睡前拿起一本书翻不了两页，
就忍不住拿起手机。因为，看140个字总
比看一页纸要轻松得多。况且，读书的时
候，看到有价值的内容还要做笔记。而在
手机上‘微阅读’，只要点击‘收藏’就完成
了。”

“微阅读”究竟是否改变了大家对纸
质出版物的阅读习惯，多数人的回答是否
定的。有人表示，“这是我读书的捷径，但
决不会替代读书”。

“手机上的‘微阅读’生活对我来说就
是散碎消闲，最多拿着背背《唐诗三百
首》。真正地读书还是要读纸质书。因为
手机上的内容有限，错讹多，读来让人有种
碎片化之感。”业内人士说。（据新华网）

“获取便利”是选择数字阅读的首要原因

“微阅读”给“深阅读”带来障碍

“微”化导致阅读惰性

书 林 撷 英

每 日 连 载

2014 年度人民文学奖近日颁发。刘醒龙的《蟠
虺》和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获得优秀长篇小说
奖。《妈阁是座城》为文学贡献了一组崭新的当代赌
徒群像，严歌苓勇于去书写自己陌生的领域，以此完
成了一次超越。她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其实每次
写当代题材都不自信，因为没有生活在当代中国的
语境中。

严歌苓的兄长严歌平接受采访时曾透露，歌苓写
小说很用功，她花了很多精力去体验生活。“她写《妈阁
是座城》，就到澳门去赌博；她写《小姨多鹤》，3次去日
本寻找贴切的‘多鹤’；她写《陆犯焉识》，多次去西宁农
场实地采访，找到了当年以西北监狱农场为原型、以时
代背景为主线的《夹皮沟纪事》天津作者杨显惠，找很
多关系了解这种故事。” （据人民网）

刘醒龙 严歌苓
获“人民文学奖”

2008 年的十月黄金周，梅晓鸥在妈阁机场迎来
了她的一位大客户：风度翩翩的北京大房地产商段
凯文。她将他带进了豪华赌场的贵宾厅，一段人生
的豪赌就此开场。激战正酣，梅晓鸥得到线报，她以
前的一个输得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而被禁止入境的
客人：木雕艺术家史奇澜，居然神秘现身妈阁了。此
后，梅晓鸥陷入了与两个男人复杂情感与人性的博
弈之中，一次一次的赌台对局，跟拼上了性命一样；之
后追债、跟踪、堵截，猫鼠游戏，是智力拼搏，更较量人
性本质中那最终的成色……就在梅晓鸥殚精竭虑、身
心俱已极度透支的时候，她的初恋情人、儿子的父亲卢
晋桐，现在身患绝症，以“死亡”的名义跟她这个单身母
亲争夺唯一的儿子来了……

《妈阁是座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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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人多的地方捞世界》

★作者：陈卫平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该书的宗旨是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
候，在他们头脑里建立起中国历史（通史、正
史、信史）的脉络，形成利于孩子成长的知识
体系。

这本告诉孩子为什么要读历史，同时更重
要的是，引导孩子们进行深层思考。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作者：王远成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这座城市里真实的存在着：
有在异乡求职，永远没有落脚地的人；有经历多次求职失
败，在坚持和放弃间徘徊的人；有在巨大压力下，经历了
末位淘汰后离职的人……作者选取了25个话题、25个典
型人物，讲述他们打拼的故事。也许，在这些故事里，你
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冬天外界气
候虽冷，但人们穿得厚，住得暖，活动减少，食
物也以火锅、辛辣、温阳类为主，含热量较高
易造成体内积热不能适当散发，很容易产生
肺胃火盛。此时若外感风寒，寒气侵入体内
反而会转化为热证，因此，按照中医“以凉胜
热”的原则，冬天感冒其实应该选择诸如板蓝
根颗粒之类的“凉性”感冒药。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与中
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共建国家级呼吸疾病实
验室，由钟南山院士亲自担纲，聚集全球医药
精英共同破译白云山板蓝根颗粒抗病毒机
制。现代研究发现，板蓝根含有多种活性成
分，不但可以杀灭病毒，而且还能多环节的免

疫调节。广州白云山更在这个抗病毒的“王
牌”身上注入了一道又一道科技的力量，如首
家采用中药 GAP 基地药材生产，首家采用
指纹图谱技术控制产品质量，首家采用“一
步制粒”技术生产，起效更迅速，质量更稳
定，广州白云山板蓝根不但成为一个防病毒
的“盾牌”，更成为一个抗病毒的经典。目
前，白云山板蓝根目前销量过亿，占有半数
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众多消费者的第一选
择。在服务上，白云山和黄中药斥资8000万
元，计划两年内在全国推出 6600 家“永不过
期”的药店，广大消费者均可放心购买，过期
药物免费换新，这意味着白云山和黄中药将

“永不过期”。 （山岭）

冬天感冒宜食“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