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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快览>>>

梅明蕾 媒体
人，爱乐者，读写
驳杂。

在《何谓健康：大脑如何影响高血压、肥胖和
成瘾》一书中，作者、美国著名神经科学家彼得·斯
特林教授告诫我们，不能只从单一维度去理解健
康，仅仅关注热量、血压、血糖这样的底层指标，事
实上，健康与人体的“顶层设计”和社会环境密切
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体的设计，才能设计健康的
社会；只有在健康的社会中，个体才更容易实现健
康。

“人体设计”的含义是：人类经过了漫长的演
化发展到现在，人体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已经充分
磨合，恰到好处，就像是被“设计”过一样，会预测
未来的需求，提前做好准备，以便最高效地利用资
源。斯特林教授由此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概念：应
变稳态——在遇到外界变化时，系统的各组成部
分会自我调节，让整个系统对外在的波动产生正
常反应。

应变稳态在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简单的单细
胞生物蓝藻会计算好日照何时来临，并在夜间紫
外线较弱时进行基因复制，以避免白天紫外线对
复制中的DNA造成损伤。复杂如人，在闻到美食
的香气时，消化液就提前开始分泌；在大快朵颐
时，机体却发出抑制进食的信号，以免过饱；从睡
眠清醒之前，血压就开始上升，胃肠就增加活动，
为清醒做准备。

如果仅止步于此，那么本书可能只能算是一
本纯粹的生理学科普读物。然而，斯特林教授将
视野进一步放大到整个智人群体的演化，力图从

更大的角度来理解“何谓健康”，并由此反思现代
医学的缺失。

人类文明虽然有数千年之久，但这在生物进
化的数十亿年尺度上只是瞬息，我们的基础构造
与一万年前畋猎而生的祖先们并无二致。我们体
内演化了千万年的系统，并没有跟上日新月异的
社会节奏。当今社会虽然生产力极大进步，代价
却是生产高度专业化、社会原子化；虽然孤立的个
体不需要与社会多少互动也能存活，但也竖起了
心灵的壁垒，阻断了我们大脑本身的奖励途径。
许多人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持续而正向的奖
励，因此依赖外源性的强刺激：酒精、药物、消费、
社交媒体……现代医学没有努力从源头上去解决
内源性刺激不足的问题，反而去试图利用药物或
其他医疗手段，维持各个基础指标的平衡，这种治
标不治本的方式很可能只会让我们更依赖药物。

作者举例：油腻食品能刺激多巴胺生产，使人
快乐；但这种刺激效果与精神类药物十分类似，都
是随着次数的增加，效果降低。也就是说，如果人
们单纯依靠食品作为外源多巴胺刺激，那么人们
必然会为了快乐而暴饮暴食，最终导致肥胖。这
时候，单纯谈论如何控制热量摄入是徒劳的，因为
人们首先是没有得到内生的多巴胺刺激，才依赖
美食的。如果单纯限制进食，人们大概率会去寻
找烟草、酒精等其他多巴胺来源。因此，作者大声
疾呼，我们得理解人类的“顶层设计”，才能设计出
健康的生活，而不是把一切问题都交给药物。

《道德经》有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五味令人口爽。”本书从人类神经演化的角度
暗合了这个观点。作者认为，只有减少外源性强
刺激，让人体自身的低强度而高频次的多巴胺奖
励系统发挥作用，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美食
爱好者可能会对此有同感：真正的美食要在适度
饥饿的情况下才能欣赏，如果每天都吃和牛，吃到
的每一口都是顶级和牛，我们还会觉得这是顶级
食材吗？

作者并不是建议读者“禁欲”，回到原始状态，
而是建议读者在生活中多多寻找小的正向惊喜，
那样“我们就不太需要富含药物的生活了”。

《成为科学家的100个理由》是国际理
论物理中心（ICTP）2004年编撰的一部独特
的文集。当时正值该中心成立 40 周年，
ICTP邀请世界顶尖科学家、数学家等撰文，
讲述他们是如何走上科学之路的，以及他们
的科学感悟。转眼间，20年过去了，出版社
决定出版“20周年纪念版”，ICTP欣然同意
并授权。出版社邀请我为本书写一些话，面
向年轻学子谈谈我的科学之路。

我1937年8月出生于江苏镇江，在家乡
受到很好的教育，让我萌生了成为物理学家
的梦想。1956 年，我有幸到苏联哈尔科夫
大学留学5年，论文导师希望我继续攻读博
士学位，但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未能实现。
1961 年，我回国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工作，有几位充满科学激情、志同道合的年
轻同事，带头的是陈春先。我们都胸怀大
志、敢想敢闯，很快走到学科的前沿。后来
陈春先成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其余
4人都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研究了杂质对超导体的影响。这是
当时很热门的研究方向，许多凝聚态物理的

“大咖”都参与其中。我试图探索一条新
路。1994 年，我到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
室访问，那时俄罗斯的巴拉茨基正在研究杂
质对d波超导体的影响，我告诉他我20世纪
60 年代做的计算，并把文章给他。他读后
觉得对他的工作有帮助，并在自己的文章中
详细转述，后来就出现了很多对我文章的引
用。另外，很幸运，60年前做的这项工作对
当前的热门研究领域——在凝聚态体系中

“捕捉”马约拉纳费米子，还很有用，同行把
我 们 讨 论 的 束 缚 态 称 为“Yu- Shiba-
Rusinov态”(简称“YSR态”)。

好景不长，1966年研究中断，我后来去
了“五七干校”。1971年杨振宁先生回国访
问，1972年周总理再次接见他，特别讨论了

基础研究。周培源先生根据总理指示，在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强调基础研
究的重要性。我们意识到：现在又可以做基
础研究了。1972 年，物理所施汝为所长带
领一个四人小组到加拿大参加物理协会年
会，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落后了！没有
别的办法，只有“强补”。

1983 年，我应邀访问了在意大利的国
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ICTP 由巴基斯
坦出生的物理学家萨拉姆在1964 年创建，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主要服务于发
展中国家青年科学家的国际学术机构，大部
分资金由意大利政府提供。萨拉姆把毕生
精力贡献给这个伟大创举，让青年科学家既
能从事一流的研究，又不离开自己的祖国，
避免重复他自己的“两难”遭遇：为了继续在
剑桥的研究，不得不移民英国。

那次访问中，我得到同行认可。1984
年，我第二次访问，访问期间得知，由于意大
利政府增加了对ICTP的支持力度，可设立
固定编制的科研职位，我被推荐担任凝聚态
物理部主任一职。1985 年这项任命落实，
我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全时任职的研
究员。除了努力从事研究工作，我兢兢业业
完成中心委托的重任，让发展中国家有才华
的青年学者能参与一流的研究。

ICTP对我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超
过5000位中国学者访问过ICTP，我国许多
资深的科学家都从ICTP受益，许多优秀的
中国青年学者走到国际科学前沿。

2007 年，我被美国物理联合会授予
“John Tate国际物理领导才能奖”，以表彰我
“四十年来为汇集世界凝聚态物理学界、扶持
青年科学家、创办重要国际会议所作的里程碑
式贡献，及对理论物理学界的国际领导才能”。

不久前，指挥名家卞祖善在琴台音乐厅
与武汉爱乐合作了一场“鉴赏音乐会”，上半
场由卞先生主“讲”，间或由乐团（手）插奏老
柴作品片段；下半场则完整演绎了老柴的

《F小调第四交响曲》。
想当然，这是一场不讨好的音乐会，来

音乐厅都为听音乐，谁乐意听“讲”。不过当
老柴的音乐生涯、创作特点及其与梅克夫人
的奇特交往和友谊从卞老师口中娓娓道出
时，台下却一直保持专注，时而还爆出掌声；
不用说下半场聆赏了经卞老师口头诠释过
的经典后，听众收获了更多满足。当然，这
里有个前提：指挥家卞祖善也是一位博学的
音乐学家，且口才不差。

受众愿意听“讲”，表明经典音乐的传播
也需要包括“讲”在内的多种途径。不错，音
乐门类中，经典（古典）音乐或许门槛最高。
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一路走过中世纪、巴洛
克、古典、浪漫、后浪漫和现当代等风格、旨
趣各不相同的重要阶段，留下成千上万的经
典，产生了如璀璨群星般的作曲、指挥、演奏
（唱）大师，世界上几乎所有音乐院校的课程
无不以经典音乐为主流，几乎所有交响乐团
演奏员无不经过学院的严格训练和陶冶。
如此这般，形成一道独特图景：一边是经年
累月形成的音乐传统和以音乐会为主要载
体的精粹成果，一边是有志（意）于了解和接
受经典音乐却缺少相关教化路径的普罗大
众，二者中间，则是陡然竖起的一道“门槛”。

跨越这道门槛，向更广泛的人群传播经
典音乐，其实早在音乐圈内达成共识，更不
乏世界级大师将此当作责无旁贷的使命。
如伦纳德·伯恩斯坦，这位集指挥家、作曲家
和演奏家于一身的美国音乐巨匠，无论日常
工作何其繁重，总也不忘普及经典，其中最

具影响力的活动之一，是他在哈佛广场剧院
的六堂音乐讲座（后来做成厚厚一本《伯恩
斯坦哈佛六讲》）。伯氏在台上阐释引导，辅
以银幕上乐团的演奏和他在钢琴上的演示，
台下听众则包括学生、老师、警察、科学家各
色人等。我虽无缘亲聆，却用心读过他的

“六讲”，深感其普及经典的功夫同样乃大师
级别，其传播力亦具世界性。

事实上，这种经典普及者远非一个伯恩
斯坦，普及方式亦远不止演讲一途。看看那
些著名的露天（森林）音乐会（不少还是免费
的），台上多是世界名团、名指、名家，台下则
黑压压地坐着数千不拘形迹的爱乐者。

如是景观，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乃
至武汉。武汉爱乐也开启了琴台的露天免
费音乐会；最近在樱花盛开的西北湖畔，乐
团小分队还倾情演奏了莫扎特、勃拉姆斯和
舒伯特的经典。音乐人传播和普及经典的
用心不言自明。

再说门外的业余人群。刚刚入门的爱
好者似乎尝到了品尝经典的甜头，造访音乐
厅渐频。我熟悉的一些资深乐迷，虽累积的
碟片满箱满屋，过耳的经典成千上万，仍后
悔年轻时未能习得一件乐器并沉下心来修
习一番乐理，如今深感理解经典之底气不
足。奔七之人，竟还想购置钢琴，从头再来。

当然，这些可爱的乐迷终其一生都恐难
达到业余钢琴家、著名乐评人萨义德那个程
度了。我赞赏超级爱乐者萨义德能与音乐
大师巴伦博依姆平等对话，更欣赏身边的乐
迷朋友对于经典的由衷热爱和行动力。态
度决定一切。凭此态度，又有怎样的“门槛”
不可跨越。

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时
间逐步减少，八小时工作制和周末双休已经
普遍实行。人类寿命、闲暇不断增加是个大
趋势。随着闲暇的增加，如何度过闲暇，对
于智能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重要。人们可
以在闲暇时间从事高尚的文化、艺术和宗教
活动，或者从事健康的体育活动，或者创造
性的科研、学术活动，以此进行自我提升和
自我教育。

随着新科技尤其是AI技术的不断发展，
需要从事文艺活动的门槛不断降低，人人都
可能在休闲中达到艺术家的专业水平。比
如，单反和手机摄像头的革新，使普通人也
可以拍出媲美专业水平的摄影作品。利用
AI工具，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无需进行专业训
练，就可以自己进行作曲、编曲、配器和混音
等工作；至于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写小
说，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开始尝试了。

如果闲暇利用得好，劳动者可以发展出
多种专业级的技能。比如，由于业余爱好发
展到了专业程度，而创造出更换劳动职业的
机会。马克思曾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
个人都可以随意更换工作部门，“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
人或批判者”。劳动岗位的转换，需要相应
的工作技能支持，未来学习新技能常常会在
休闲中以爱好的方式实现，而不再是半强迫
的苦差事。

显然，当人人实现经济自由，休闲活动

会极大地有利于思想解放，培养社会成员的
创造性。于是，智能社会可能因为人类有了
休闲而变得非常活跃，新科技和新工业发展
的阻碍会不断被克服，各种社会制度创新也
会不断涌现，从而加速智能社会的进步速
度。就科研活动而言，闲暇科研活动将明显
促进“为求知而求知”的无功利钻研精神，有
利于科学精神的弘扬。大家知道，当科研人
员的主要目标是职称、金钱和虚名时，科研
活动因可能被异化而受阻。

除了科研活动，由于政府保证人人经济
自由，“金钱至上”“货币拜物教”的腐朽价值
观在智能社会中逐渐消失，人们的追求会变
得更加纯粹。

当然，上述休闲发展趋势只是乐观的预
测。在悲观的预测中，闲暇使得科技智人变
得完全无所事事而精神空虚，滋生各种事端
和消极情绪，好逸恶劳、好吃懒做最终导致
集体退化。在电影《机器人瓦力》中，未来人
类拥有着高明的科技，却人人躺在椅子上不
动弹，吃饭由机器人喂到嘴边，甚至和同伴
说话都懒得转头。实际上，很多人如今变得
越来越宅，久坐不愿动弹，导致心血管疾病
增加的情况已经很普遍。长此以往，人族的
繁衍都受到威胁，更不用考虑向更高社会阶
段跨越的问题了。因此，要实现乐观预测，
意味着一场彻底的教育和文化变革，肃清旧
文化的负面影响。

·门外弹乐·

跨越经典“门槛”需相向而行
□梅明蕾

·序跋集·

我的科学之路与ICTP
□于渌

摘编自中国
科学院院士于渌
为《成为科学家的
100 个理由（20 周
年纪念版）》写的
代序。

刘永谋 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著
有《技术有病我没
药》。

·技术与人·

休闲孕育着创造
□刘永谋

理解“人体设计”更容易实现健康
□钱鹏展

《何谓健康：大
脑如何影响高血
压、肥胖和成瘾》

[美]彼得·斯
特林 著

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

《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全6册）

杨巨平 等著 中华书局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
路”成果，聚焦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两大学术热点，从
全球史视角，展现上下千年间，欧亚非大陆上东西方诸文
明交流互鉴的壮阔图景。国内希腊化研究领军学者杨巨
平教授任总主编，汇聚英、法、美等多国著名学者，共40
余人参与编撰。用新的研究路径、方法和方式打通中国
史和世界史研究。

《美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九讲》

王川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学术普及读
本。作者用散文化的笔调，分门别类地介绍了陶器、青
铜器、砖瓦、漆器、石雕、玉器、服饰、金银器、瓷器等极
具代表性的中华文物，讲述它们的诞生与发展演变，及
其产生和流行的原因，从器物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文化
几千年的血脉绵延与灿烂辉煌。全书配有 300 多幅珍
贵的美器图片。

《跨山海Ⅱ 12位古代诗词偶像图鉴》

《千古风流人物》项目组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带领读者走进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
12位诗坛巨匠的真实人生，大到诗人的出生、死亡、重要
的时代背景、历史转折、精妙诗文，小至他们每个人的兴
趣爱好、行动轨迹、逸事，挖掘他们在坎坷起落中仍能走
出人生困境、为后人留下传承千年作品的生命密码。全
书汇集200多个文史知识要点，讲透264首诗词背后蕴藏
的生活真谛。

《法理学十二讲：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法理呈现》

王霁霞 著 华文出版社

雅典娜审判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以法治取代
了复仇；《威尼斯商人》中关于契约的执行，涉及了法律规
则与法律原则的概念；苏格拉底之死，让我们了解到法律
思维与大众思维的区别；电影《人工智能》中关于AI与人
类的故事情节，则会引发对法律关系主体的思考……法
理学是一门比较抽象的学科，而各类经典文学、影视作品
其实包含了不少法理。

《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

[英]潘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很多人以为“爱”是天然存在的。这种观点假定了爱
情有着超越语言与文化壁垒的普遍意涵。然而，它真如
人们所想的那样永恒吗？关于浪漫爱是否由欧洲人发明
并独属于西方的争论也经久不息。本书借助文学、历史、
哲学、传记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展现了“爱”的概念如何
在反对包办婚姻与纳妾制的独立自主选择、一夫一妻制
与西方的浪漫爱典范中逐渐转变。

《物品、权力与历史：拉丁美洲的物质文化》

[美]阿诺德·鲍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纵横五个世纪，以衣食住行为线索重述西属拉美殖
民地历史；透过物质文化视角，精辟总结五个世纪以来拉
丁美洲的发展变化；深入日常生活，探索消费实践如何与
权力、身份建构相勾连。以往对于拉丁美洲的关注多聚
焦于政治、思想角度，本书则围绕食物、衣着、住所和城市
规划等物质生活的核心内容，为观照拉美近现代历史提
供新的视角和路径。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从松本清张、森村诚一，到今天的东野圭吾，
日本推理小说风靡两代中国读者；可是在四百年
前，是中国的《棠阴比事》风靡日本，并且开启了日
本公案小说的潮流。由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院长周瑛撰写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公案小说与法
制文化》，梳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文化交流史。

为了“天下无冤”他编写《棠阴比事》

《棠阴比事》是一部宋代的案例汇编，具体年
份是1211年，这一年蒙古和金打得厉害，南宋还有
六十多年光景。这一年，浙江慈溪人桂万荣在建
康任司理（典狱官），此前，他还在江西余干县当了
一年县尉（相当于警察局局长）。他从同僚那里听
到过一桩杀人案：三个嫌疑人认罪且供词统一，但
那位精明的同僚认为还有疑点，于是要求延缓处
理，最终缉拿到真凶，挽救了几条人命。

桂万荣对此印象深刻，他决心编纂一部案例
集，让这些成功的办案经验流传下去。于是，他用
后晋和凝、和山蒙父子编撰的《疑狱集》和宋代郑克
编撰的《折狱龟鉴》作基础，选择了144个案例，又
把性质相近的两个案例并列连缀起来，“联成七十
二韵”，编撰成《棠阴比事》。

为了“增强可读性、增加点击量”，桂万荣下了一
番功夫。每个案例都用四言标题，一律是主谓短
语，概括性强、动感十足，72联韵语前后对偶押韵，
易记易诵。144个案例中的不少案例，大至谋逆大
案，小至邻里纠纷，他都不是简单地搬用史料或者
袭用前人著作，而是作了润色，还加了注解。案例
有长有短，长的达300多字，如《崇龟认刀》，情节曲
折、扣人心弦，犹如精彩的侦破小说；短的只有30
几个字，不过尺幅之中也有波澜，同样有吸引力。

桂万荣有一个宏大的理想：“棠阴著明教，棘
林无夜哭”。“棠阴”即甘棠树的树荫，《诗经·召南》
中有《甘棠》诗，劝人莫砍伐茂密的甘棠树，只因召
公曾在树下住宿、休憩、逗留。《史记》中记载，召公
巡行乡邑，在棠树下决狱政，“自侯伯至庶人各得
其所，无失职者”。

“甘棠”或“棠阴”比喻官员的德政、公平、公
正；“比事”即参照、比照旧案或近似的旧案来解决
诉讼之意；“棘林”是古代断狱的处所；“棘林无夜
哭”，那就是“天下无冤”。

四百年后传到日本 成为幕府参考书

足足过了四百年，《棠阴比事》经朝鲜传到了

日本。这时的日本，丰臣家势力刚刚被消灭，德川
幕府一统天下，进入了江户时代。这也是一个城
市、商业和平民的时代，出现了各种需要法律来处
理的事务，无论是官是民，对法律都颇有需求。但
是刚刚结束的日本战国时代，在法制方面实在没
有多少遗产。

江户初期儒学家林罗山，是德川幕府官员，他
是日本传播《棠阴比事》第一人。他很早就洞悉了
幕府凋敝的司法局面，并悄然展开了一系列积极
而有意义的工作：（1）借阅明律；（2）收集一系列法
律方面的汉籍，包括《律令》《大明律》《大明律讲
解》《律解辩疑》《洗冤录》《无冤录》《折狱明珠》《祥
刑要览》《棠阴比事》《廉明公案》《古今律》等。
1619年，林罗山誊写朝鲜版《棠阴比事》，并与朝鲜
其他版本进行比较，又应四位友人请求进行解读，
并令侍从标注训点，这成为《棠阴比事》在日本正
式传播的开端。当时的日本读书界认为，《棠阴比
事》“集古来贤人调查犯罪之人与判断诉讼之内
容，为一部好书……罗山为之点训点。”

林罗山又受纪州藩主德川赖宣之命，为《棠阴
比事》作注，即《棠阴比事谚解》。1635年，林罗山
还奉旨编著《倭汉法制》。这些不仅表明德川幕府
关注法制文化，亦表明《棠阴比事》在日本司法方
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周瑛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公案小说与法制文
化》中写道：“当时，汉文图书珍贵，不易获得且不
易理解，有可能接触到《棠阴比事》和《棠阴比事谚
解》的人物主要是以幕府将军为核心的政治圈和
以林罗山为核心的学者圈，具体可分为将军家、藩
主、谋臣、学者等。”也就是说，《棠阴比事》传入日
本之初，和桂万荣的想法是一致的，是“司法治理
参考书”。

走入千家万户 开日本风气之先

但是，江户时代的日本，已经发生了深刻变
化，长期的和平促进了农业、小手工业和商业的发
展，刺激了京都、大阪等老牌城市的进一步繁荣，
带来了江户等新兴城市的壮大，出现了“町人”阶
层，也就是市民。市民的时代，当然需要市民的阅
读。据考证，日本商业出版行为就此发源，江户时
代，仅京都就有七十二处可以印书、卖书的书坊。

一边是日本大儒在努力改写、传播《棠阴比事》，
一边是商业出版活动兴盛，终于，在1688年，也就是
林罗山誊写《棠阴比事》60多年后，日本著名文学家
井原西鹤在小说《新可笑记》里写了一个爱帮人打官

司的木匠，“那个木匠不再把养家糊口的直角曲尺和
水平尺当回事，反而不分早晚地思量官司，把《棠阴
比事》等书枕在头下，连梦里也不曾忘记”。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小说情节！周瑛认为，这
说明了以下几点：1.江户时代的普通大众已经开
始关注《棠阴比事》，并且将其作为解决法律问题
的指导性图书；2.木匠识字，根据史料，江户时代
平民识字率确实提高了；3.印刷出版业发达，通俗
读物盛行，而且不贵；4.“町人”有了一定的权利地
位，可以进入法律事务；5.作家西鹤对《棠阴比事》
的关注度很高；6.既然是“《棠阴比事》等书”，说明
类似读物还有不少。

写了这个木匠第二年，井原西鹤果断操刀，写
了《本朝樱阴比事》，该作品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
日本公案小说。作品开篇即写道：“夫，大唐之花，
当属甘棠，周朝召伯避暑甘棠树荫下，听民诉讼。
东瀛之花，当推樱花，繁茂的樱树树荫之下，自古
人们纵情吟唱和歌。”全书44篇，讲述京城判官如
何破解京城及其周边地区离奇案件、解决邻里纠
纷以及量刑的故事。

周瑛一一考证认为，44 个故事里，有 19 个与
《棠阴比事》有相似点。

此后，《棠阴比事》的各种改写、仿写大量出
现，出现了《镰仓比事》《日本桃阴比事》《本朝藤阴
比事》《镰仓比事青砥钱》《青砥藤纲摸棱案》《板仓
政要》《大冈政谈》等，日本公案小说蔚然成风。

周瑛写道：“《棠阴比事》在日本产生的各种手
抄本、注释书、和刻本、翻译改写本以及相关文学
作品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每一个步骤皆显示了
日本古代学人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顶礼膜拜，亦是
其呕心沥血将中华经典为其所用的见证。”

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丰富多彩。

中国《棠阴比事》东传
开启日本公案小说潮流

□李黎

《日本江户时
代的公案小说与法
制文化》

周瑛 著 浙
江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