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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显微镜下的大明》账本上的数
据，到《食南之徒》里的一道美食，马伯
庸始终延续着一以贯之的写作脉络：
透过历史长河中的微小之物，剖析人
心世情。

他曾经描述过这种写作方法，就
是“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可能性”，而基
本的写作逻辑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意思是这件事可能没发生过，但
历史上这个人干得出来这样的事。

“我写历史小说追求的并不是所
谓完全真实的历史，而是符合逻辑
的历史。”比如写食物，马伯庸发现，
历史上对食物记载的并没有那么多，

但字里行间一定会有一些食物对人的
影响。

像《鸿门宴》中，就是通过“吃”体
现樊哙的性格特点：豪爽、大气，什么
都不怕。

马伯庸喜欢读史书，这是他寻找
灵感的一种途径。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会在读历史时，漫无边际地开始想
象，哪些记载能够写成故事，哪些记载
可以扩展成漂亮的故事情节。

“当你带着这个思维之后，你看到
里面真的到处都是黄金，到处都有好
的东西。”

读书、读历史，也是马伯庸日常缓

解焦虑情绪的方法。“读史读多了，会越
来越开通，或者说心态会越来越好。
因为你会发现你遭遇的一切，历史上
发生过很多次，这只是一次重演。”

有时，人们的焦虑往往来自于“不
理解”。“很多现实中的事我们看不懂，
但读一读史书，你会发现，很多事背后
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每一个古怪的
行为，都有一个合乎理性的解释。”

“读史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读
到一种对世界的解释。”马伯庸总结
道，当我们把这个世界看清楚之后，就
能对很多事情释怀，至少在内心求得
一个和解。 据中国新闻网

继《悲惨世界》《鳄鱼》之后，央华戏剧将推
出今年第三部新创大戏《日出》。日前在京举
行的央华版《日出》创排发布会上，导演王可然
携主演何赛飞、赵文瑄、徐俐等同台亮相。

曹禺创作于1936年的话剧《日出》是中国
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该剧以20世纪30年
代天津的“十里洋场”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围绕
着交际花陈白露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在2025
年曹禺诞辰11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央华戏剧
再度创排曹禺经典，继央华版《雷雨》之后，以
守正创新的态度将《日出》进行具有当代精神
的全新演绎。

剧作家万方曾与父亲曹禺共同编写过电
影《日出》剧本，并获得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此
次受邀担任央华版《日出》文学总监。

剧中饰演“陈白露”的演员何赛飞，曾在央
华连台戏《雷雨》《雷雨·后》中饰演“鲁侍萍”并
深受观众肯定。这是她获得第36届金鸡奖最
佳女演员后签约的第一个新项目，为此她也做
了大量功课。“在我看来，‘陈白露’在剧中的每
一个选择都是没有错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何赛飞坦言自己很幸
运能二度演绎曹禺先生的剧作，也相信自己能
够发挥得比第一次更好。

刚刚结束央华大戏《鳄鱼》巡演的台湾演
员赵文瑄此次将饰演“潘月亭”一角。“他一见
到‘陈白露’，就从一个精明强干的商人变成了
一个恋爱脑，这种感觉太好玩了，我要好好在
舞台上将其展现出来。”

前新闻主持人徐俐饰演“顾八奶奶”则颇
让人吃惊，而且她首次出演话剧就挑战这一和
自身形象反差很大的角色。“导演敲定了由我
来出演这个角色并说‘你是最佳人选’时，你们
能想象到我的震惊吧。感恩他的信任，我来到
了一个充满友爱和才华的群体当中，每个人都
在帮助和鼓励我，如今我连做梦的时候都在说
着剧中的台词。”

据悉，央华版《日出》全国首演北京站的演
出将于12月31日到2025年1月2日在北京
艺术中心进行。 应妮

何赛飞、赵文瑄
出演央华版话剧《日出》

世界上身高最高和最矮的两名女性20日
在伦敦见面，两人身高之差超过152厘米。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报道，身高2.15
米的鲁梅伊莎·盖尔吉和身高62.8厘米的乔
蒂·安吉当天上午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萨沃
伊饭店见面，共享传统英式茶点。

现年27岁的盖尔吉是土耳其一名网站设
计师，因患有罕见的基因疾病韦弗综合征，身
体加速生长，大部分时间坐轮椅行动，也可以
扶着助步器短时间行走。现年30岁的安吉是
一名印度演员，因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症，身高
不及一名普通周岁婴儿。

虽然两人是首次见面，但盖尔吉和安吉
相处愉快。盖尔吉
说，自己和安吉有
不少共同点，时尚
美容是她们的共同
话题。安吉说，由
于身高差巨大，两
人交流时有时看不
到对方的眼睛，但
这次会面很不错。

《吉尼斯世界
纪录大全》主编克
雷格·格伦迪说，
设立吉尼斯世界
纪录就是为了赞美
不同。 据新华社

最萌身高差
世界最高与最矮女性见面

马伯庸马伯庸：：
美食是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美食是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

《食南之徒》里写了唐蒙的故
事。而故事的灵感，来自马伯庸读
《史记》的“偶得”。

“建元六年，一位叫唐蒙的汉朝
使者来到了南越国，无意中吃到枸
酱。”马伯庸说，唐蒙觉得它很好吃，
一问才知道，原来其原产地是蜀中，
所以当地人都叫它蜀枸酱。

唐蒙有点纳闷，蜀中远在西南，
是怎么运过来的？要知道，蜀枸酱在
南越国很流行，这么大的消耗量，必
然得有一条稳定的进口通道。

他敏锐地想到：难道两地之间，
还存在着一条大汉朝廷不知道的贸
易路线？他很快打听清楚运货途径
是牂柯江，江面很宽，可以通行大
船，并联想到——大船能运食物，就
能运兵。

于是，唐蒙回到长安以后，立刻
找来蜀中的商人询问。蜀中商人告

诉他，这种枸酱出口到夜郎国特别
多。而夜郎国的旁边，恰好就是牂
柯江。

千万不能小瞧“吃货”的好奇
心。马伯庸说，之后唐蒙赶紧上书汉
武帝，建议可以设法控制夜郎国的这
条水路，顺流而下，就可出奇兵攻击
到南越首都。

由于很早就想写一本关于美食
的书，于是，读完这段史料后，马伯庸
动了写《食南之徒》的念头。

在故事里，他设定唐蒙是一个
“吃货”，来到南越后遇到一系列变
故，最后凭借一颗追求极致美食的
心，成功破局。

写作过程相当顺畅，马伯庸喜欢
美食，写起热爱的生活根本停不下
来。一个故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诞
生了。“很惊喜，我们的爱好终于可以
登上大雅之堂了。”

一本小说，往往会带上作者的某
些影子。唐蒙对食物的好奇心，就和
马伯庸很像。

因为家庭的关系，马伯庸转学次
数特别多，从小到大转过十几次学，天
南地北都去过了，自然也就见识了各
地美食。他曾不止一次评价道：“我也
是个‘吃货’。”

“美食是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所
有人见了面之后，不管你是什么地方
的人，至少聊起‘好吃的’，是大家都认
同的话题。”马伯庸说，有一种说法是
能吃到一块去，就能做朋友。

而在某些时候，美食核心传达的
是人的情绪，乃至命运。通过吃，往往

能折射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性格。
马伯庸有个上海朋友，吃大闸蟹能吃
一下午，就着半瓶黄酒，可以吃得非常
细致，甚至吃剩的大闸蟹外壳还能拼
回去。

朋友吃着螃蟹，他在一边看得很
着急。“我吃一只大闸蟹，可能10分钟
也就搞定了，当然会残留很多肉。这
一看就是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性格差异
问题。”

“对食物、对吃这件事，有些人属
于什么都无所谓，再累我也得去吃一
口，然后整个人就开心了；有些人就觉
得，随便吃一口就行，当然我会更喜欢
跟第一种人做朋友。”他说。

“嘿，您吃了吗？”“午饭(晚饭)打算吃点什么？”两个中国人见了面，“吃”是常用的寒
暄话题，聊起美食，气氛总会热闹几分。

而在作家马伯庸的笔下，通过写美食，也可以讲一个相当不错的故事。
在新完成的小说《食南之徒》里，他便以“枸酱”为线索，写了“吃货”唐蒙的经历：一位

汉朝使者前往南越国，吃到了美食“枸酱”，继而追寻其来源，引出一个又一个故事。
马伯庸品尝过天南地北的美食，常常自嘲“吃货”。他把爱吃的人分为“美食家”和

“吃货”，一样食物摆在面前，美食家会把它的用料、典故等等原原本本讲完；“吃货”未必
能说出些门道，但肯定极其享受“吃”的过程。

聊起中国人的饮食文化，马伯庸认为，美食是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通过
吃，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性格。在文艺作品中，美食核心传达的是
人的情绪乃至命运。

“吃货”的好奇心

美食背后的人生态度

大事不虚与小事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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