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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衣服》
让孩子快速了解人类服装史

长 篇 小 说《平 原
客》，是李佩甫又一部人
物群像雕刻的力作。这
一次，他将笔触对准的
是 当 代 官 场 生 活 。 以
一 群 现 代 官 场 知 识 分
子为中心，以一个高官
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
案件为线索，李佩甫描
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
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
风俗画。

爱上植物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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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法国画家若埃
尔·若利韦的作品《人类
的衣服》引进出版，这是
一本堪称儿童了解人类
服装史的最佳读物。

【内容简介】

《人类的衣服》由国王与王后
的服饰、公主的服饰、武士的服饰，
帽子、鞋子等14个主题组成，配以
294幅手绘版画，每一幅插画旁有
文字说明服饰的名称、原产国、时
间年代，此外还有立体翻页和 37
个有趣的服装小故事，集人文、艺
术、科学性质于一体，展现深厚文
化底蕴与现代时尚。它既是一本
能让孩子乐此不疲地游戏认知的
地板书，也是一本帮助孩子了解服
饰知识、感知服饰艺术的科普书，
同时也是服饰艺术爱好者不容错
过的典藏图册。

一位阅读过此书的读者称：
“这是一部美妙绝伦的作品，非常
大，非常鲜艳，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都喜欢得不得了。它开启了无限
的审美享受和思考：按照时间先后
和不同地域，展现和强调了服饰的

多样性，同时也表现了不同时代、
不同大陆、不同国家间人们穿着的
相似度。书里满是做工精美的服
饰，也列举了为适应不同气候环境
所产生的衣服。每一页都画满了
服饰（盔甲、鞋子、帽子、制服、裙
子，穿裤子的妇女、公主，表演服
装、新娘和新郎的服装……），其中
有 6 页还用了特别的立体翻页展
现，翻开立体页让人能更了解服饰
的内外构成。”

另一位读者则称，用美丽一词
远远不足以概括这本书给人的感
受，它不仅能让孩子尽情地享受
审美愉悦，而且还能指引孩子探
寻无穷无尽的知识。这本书的画
家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画家。插图
极具特色，是手工雕刻的亚麻油
毡版画，简洁的线条和漂亮的油墨
颜色相得益彰。

这是一本了解植物、欣赏植物
的入门书。作者自称园艺系的逃
兵，所写内容为植物，然而她摈弃
了教科书和专业书那样枯燥艰涩
难懂的写法，文字平易自然、轻松
优美，就像亲切友好的邻居大姐
姐，手把手地教你如何了解植物的
基础知识，如何诗意地欣赏周遭的
花草树木。

陈婉兰原本“种什么，死什
么”，除了杂草，没养活过任何植
物。有一天她忽然悟到：要把自己
当成植物，真心诚意地去感觉植物
需要什么。于是，她开始把植物摆
在空气流通、阳光照耀之处，经常
用手摸一摸土壤，感觉土壤的墒情
够不够，不时赞美植物，像朋友一
样跟植物嘘寒问暖。没想到，植物
竟以繁茂活跃的生命姿态回报，即
使她出门度假9天，植物也坚持活
着。她终于明白：原来，爱拥有宇
宙最惊人的力量。

李德林在美国那3年，是很苦的。
一直到他完成学业，李德林仍然

不知道纽约最繁华的“第七大道”在哪
里。这3年，他节衣缩食，白天上课，
晚上待在实验室里给教授打工……累
了，就坐在实验室外面的台阶上抽支
烟，提提神。

刚去美国的时候，他按照约定，每
星期都给罗秋旖写信，把美国这边的
情况告诉她。罗秋旖的回信总是很
长，诉说思念之情以及对他的关切，还
给他写过两首诗呢。后来，女儿出生
了，李德林寄过几次奶粉和婴儿用品
后，信也就写得少了。有了孩子之后，
罗秋旖手忙脚乱的，慢慢地，信也就不
大写了，有事，就打电话。

李德林博士毕业的那一年，他本
来有可能留在美国。他的导师维尼教
授对他非常欣赏，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留下继续读博士后；二、推荐他到
美国的大公司去。罗秋旖也给他打电
话，说他如果留在美国，她们娘俩就去
美国跟他团聚。李德林还是回来了。
他坚持回国有4个理由：一、他挂念着年
迈的父亲。二、他想继续完成在国内的
小麦品种研究。三、他是公派，如果留在
美国，他得退赔“农学院”一大笔钱。四、
他水土不服，有肠炎，吃“汉堡”吃得都
快要吐了，他很想吃家乡的烩面。

李德林回国的当天晚上，两个人
就闹得很不愉快。见到女儿的那一
刻，他自然高兴。女儿佳佳还小，两岁
多，他一抱，孩子就哇哇大哭，弄得他
很无趣。他勉强抱了一会儿，赶忙交
给保姆，说：“这孩子，还认生呢。”罗秋
旖说：“这都怪你。孩子快3岁了，你
抱过她吗？”李德林说：“是，我是没抱
过。不是你让我去的吗？”罗秋旖突然
发现，李德林变得陌生了，他不再是那
个内敛、质朴的李德林。西方的文明
他一点儿也没学到，单单强化了他的
个性。他说话大腔大口的，且有一种
旁若无人的气势。

其实，罗秋旖不清楚，李德林到
美国后第一天上课，就受到了导师
的训斥。那天，维尼教授让学生们
自报家门。轮到李德林的时候，他站
起来，说：“我叫李德林，中……中国
人……”不料，维尼教授伸手一指，喝
道：“你叫什么？大声点儿！你怎么
一点儿自信也没有？一个没有自信
的人，不配做我的学生！我要你再说
一遍！你的激情呢？一个没有激情

和活力的人，也不配做我的学生！
这是美国，你懂吗？”

在美国，李德林的个性就是这样
一天天被训出来了。

在美国，李德林并没有改掉生活
上的坏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但
没有改，反而强化了，比如他的烟瘾越
来越大了。回国后，家里自然是不让
吸的。所以，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蹲
到门外的台阶上，吸完三支烟再回来。
他的衣兜里，总是装着维尼教授送给
他的一个微型带盖的烟灰缸，随时取
用。有时候，夜已经很深了，他还要从
床上爬起来，跑到门外，一手夹着烟，一
手捧着小烟灰缸，在台阶上坐着。

从美国回来后，李德林与罗秋旖
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首先，他回国
的事，并没有跟罗秋旖商量。那时候，
出国是一种时尚。罗秋旖原本打算带
着孩子奔他而去的。她想，美国的科
研条件更好，他可以在美国研究小麦，
同样可以报效国家。她自己呢，也可
以借机深造。可这么一来，她的希望
落空了，她自然心里有气。

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他没有戒
掉烟，人还越来越固执，脾气见长。虽
然在美国喝了洋墨水，穿戴却不讲究，
邋邋遢遢的就出门了。罗秋旖说：“你
扣子都不系，像什么样子？”他就站住
了。无论罗秋旖说什么，他都以沉默
相对，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李德林在罗秋旖眼里，已不再是
她所期望的“小麦之父”了，她觉得他
就是一个土老帽儿，一身烟草味儿的
农民。忍不住的时候，她说：“这日子
还能过下去吗？你想怎样？”

李德林通常都是以沉默相对。他
知道，罗秋旖是教授的女儿，人长得漂
亮，主动嫁给了他，还给他生了孩子。
自从跟了他之后，她没享过一天福，他
心里总觉得有歉意。不过，处处受管
制的生活，实在是……所以，李德林虽
然回国了，但不愿回家，他把全部时间
都用在了教学和实验上。

李德林的家庭生活虽然不幸福，
却官运亨通。在他回国不到3年的时
间里，由于是留美博士，他的头上先后
挂了一串头衔：农业部专家组顾问、国
务院“863”计划学术带头人、省管专家
等。不久，他先是由农学系的副主任
被提升为主任，到了第三年的秋天，农
学院扩建改名，配班子的时候，他又被
提拔为农科大副校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