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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诗中穿行》
作者：袁凌
东方出版社
本书以唐代诗人的生命故事为主

题。在诗歌空前繁盛的时代，诗人的
奋斗、盛放、失意、逃离乃至非正常死
亡，都无可避免地成为诗歌的结果。
从偃居墓穴的卢照邻，到回归本源的
孟浩然，到历经离乱的杜甫，诗人们注
定失败的命运中，蕴含着超越时代的
精神独立与自足。作者为知名记者。

毫无疑问，人类历史上对水系统
的屡次变革使人类获益匪浅。“从
1900年到 1947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
从47岁延长到63岁。哈佛大学经济
学家大卫·卡特勒和格兰特·米勒认
为，大约有一半的城市居民寿命的延
长得益于饮用水的处理。”“美国国家
工程学院认为，水处理与水分配技术
是20世纪继电气化、汽车和飞机之后
的第四个最重要的工程壮举，排在电
子和互联网技术之前。”

虽然成绩斐然，但如果追溯水系
统发展历史我们又不难发现，除了第
一次变革，2.0 和 3.0 时代的变革均源
于形势逼人、迫不得已。由于饮用水
的不洁净，处理不到位，导致霍乱和
伤寒横行。从 19 世纪末人们开始用
氯气给饮用水消毒，到 20 世纪 70 年
代发现氯气“消毒副产物会致癌，还
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人们使用
氯气消毒已半个多世纪。然而，直到
今天，使用氯气为饮用水消毒依然为
许多国家和城市的常用方法。

污水处理形势更为严重，由于城
市高速扩张，大自然的净化功能早就
被透支得虚弱不堪。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排污问题并没有真正引起足够重
视，人们所能想到的，要么是架设长达
数十或数百公里的管道，将污水排往
远离城市的下游，然后企望于大自然
的自我净化；要么接上管道，尽可能排
往深海，其结果是近海成为真正的“死
海”，鱼虾几近绝迹。人们也曾尝试过
将污水简单处理后变成肥料加以利
用，然而，在工业化时代，这种经过漫
长时间处理的肥料成本在工业肥料面
前毫无竞争力，淘汰理所当然。

治污问题之所以最终引起重视，
如同“伦敦雾”一样，乃因付出过血的
沉重代价。周边布满工业企业、曾饱
受企业排污影响的美国俄亥俄州凯霍
加河流，自19世纪60年代便有火灾记
录，然而直到 1969年 6月再度发生河
流大火，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下，这才催
生了美国《清洁水法案》的出台。英国

的泰晤士河从发现严重污染到治理出
现根本性改观，前后长达150年。特别
是1878年曾因为该河流严重污染，导
致640名翻船游客中的大多数人因呛
入污水而中毒身亡。

虽然经过第二、三次水系统变革，
今天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饮用
水和治污能力空前提高，戴维并没有
表现出太多乐观。在他看来，由于水
系统建设的公共性，难以纳入市场化
轨道，相较于市场“看不见的手”本身
有促使“产品”不断向质优价廉方向发
展不同，水系统的研究和建设往往具
有滞后性。这也是为什么第二、三次
水系统变革，虽然造益了人类，但是在
人们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有的举动。换
句话说，缺乏公共力量介入与激励，水
系统的变革之路就难免步履蹒跚，这很
可能为下一次的水危机爆发埋下伏笔，
最终埋单的还是人类自己。比如“公众
一般不会关心城市排水系统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地球上的水
资源数据还算可观，但是考虑到海水
占比，以及淡水高度分布不均，而城
市仍旧在高速膨胀，工业仍在快速发
展，水需求必将迅速增长。另一方
面，排污现象必将愈发突出，特别是
新的化学排污将会为城市污水治理
带来新的难题。对中国而言，特色问
题可能更多。比如中小城镇水系统
与大城市差距明显。有的仅关注饮
用水，而治污设施几乎为零。越往基
层越往中西部，这种现象越是突出。
至于更为分散的农村，无论是饮用水
还是污水治理，绝大多数地方仍旧停
留在“顺其自然”的原生态时代。

我们常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
良心。其实，水系统也像是一座城市
的良心血管。水系统虽布满城市，与
人们生活工作息息相关，许多地方却
又不为肉眼所见。人们只有尽可能
节约有限的水资源，尽最大限度降低
污水的次生灾害，才可能在发展进步
的同时，不至于被水问题“兜头泼盆
冷水”。 （金洋）

江湖险恶，人心难测，遍地是老
戏骨。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老江湖也会起情绪反应。人在遇到
有效刺激的一刹那，会产生一种本能
的反应，学者姜振宇将此命名为“微
反应”（国外曾有人称之为“微表情”，
英文原文Micro-expressions），持续时
间差不多在 1/8到 1/4秒之间，可以说
属于转瞬即逝，几乎不可能受到思想
控制。所以，伪装只能出现在微反应
之后。

微反应是个人内心想法的忠实
呈现，也算得上是一门“语言”，其可
信度远高于从嘴巴里蹦出来的文
字。姜振宇就是借此来协助司法机
关查案的，他说：“使用暴力的方式控
制别人，不论是生理还是规则暴力，
都是低级的手法。用智慧和科学的
方法来观察、引导和控制他人的感受
与决策，才是游刃于文明社会的高级
方式。”从微反应中读出众生百态，读
出大千世界，它还能广泛应用于商业
谈判、心理咨询等领域。我忍不住想
起了当年风靡全球的美剧《说谎》中
的那个测谎专家卡尔·莱特曼博士，
他视一个人的表情、肢体语言、说话
的声音为看穿对方的实际心理的最
准确线索。

《掌控者：中国第一部微反应实

战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成书亦
属巧妙，姜振宇采用了讲述侦探故事
的形式，以自己为原型，以百多个长年
积累的翔实案例为基础，综合进化论、
神经系统、心理学等方面知识，诠释了

“刺激源”“应激微反应”“行为分析”等
概念。

简而言之，做这种测试就是要先
做出刺激源，再看被测者的反应，分
析他的第一步，也就是定基线，从表
情推导情绪，进而看穿他的内心，判
断他的“过去行为”。

破解身体语言，知人知己知社
会，掌控局面。能够练就这样一种
本事，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工作和生
活大有裨益。微反应知识的技巧应
用需要在生活中反复测试不断练
习 ，学 会 多 听 少 说 ，暗 自 观 察 、深
思。可以以本书为指导，但不能照
搬理论。

微反应始终是一门抽象的学术
概念，且理论体系十分庞杂，充斥着
强烈的主观判断，不能作为法律意义
上的证据，也不要去以此判断人与人
之间是否真诚。“宁纵勿枉”是微反应
分析的最高原则，作为测试者一定要
善于以“有利于嫌疑人”的原则出
发。这也体现出了它的严谨性。

（大洋）

水系统，城市的血管

水系统或将成为人类发展的最
大瓶颈之一。这一预判的依据，主
要来自于水技术领域的权威人士戴
维·塞德拉克的新作《水4.0》。

从 2500多年前的古罗马至今，
戴维将水系统发展史分为四大阶
段：第一阶段（即水1.0）为古罗马人
通过对自然地形的充分利用，建设
沟渠、喷泉和下水道，满足了城市居
民生活用水和排放；第二阶段（即水
2.0）为对饮用水的处理有效遏制了
水媒疾病（如霍乱和伤寒等）；第三
阶段（即水 3.0）主要表现在污水处
理系统得到长足发展；第四阶段（即
水 4.0）即面对蓬勃发展的城市，人
类未来必须对水系统进行新的变
革。

破解身体语言

将人心看透一直是个难
题。任凭你如何小心谨慎，也
会看走眼。俗话说，害人之心
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多
年前，有人提倡注意个人言行
上的细节，许多要领以“心灵鸡
汤”的形式被揭露出来，有心之
人便在细节上花心思熟练，居
然也能做得滴水不漏：“你看到
的，就是我想让你看的。”

《不存在的女孩》
作者：露丝·尾关，译者：袁田
浙江文艺出版社
露丝在海岸边捡到一只午餐盒，里

面躺着一本日记——一个日本女孩安谷
奈绪写下的关于自己和她104岁太祖母
的传奇故事。在她坦荡机智的轻松语调
下，覆盖了一个16岁少女眼中的青春、
流行文化、家族、自杀、9·11、禅、神风特
攻队……作者将东方的空灵深远和西方
的自由价值，借奈绪和露丝在不同时空
下的冒险来表现，她们都在时光穿越中
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作者是当代美
国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父亲是美国人，
母亲是日本人，本人曾深入研究日本古
典文学艺术。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她对当
今日本社会及过往历史的关注。

《你远比想象中强大》（升级精装版）
作者：［挪威］埃里克·贝特朗·拉森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为什么明明知道应该做什么，却总

说“等一下再做”？ 可能是因为你对自
己太客气了！

挪威顶尖心智训练师贝特朗·拉森
认为，所有挑战都是心智挑战，唯一真
正的对手就是你自己。如果目标达不
到，多半都是对自己手下留情。这本书
是他的“地狱周心智训练手册”，对照他
的 理 念 马 上 实 践 ，你 也 许 会 有 所 改
变。 （北青）

《水4.0》作者：戴维·塞德拉克
徐向荣等译
上海科技技术出版社

《掌控者：中国第一部微反应实
战故事》作者：姜振宇

长江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