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
发
从
来
不
仅
仅
是
头
发

正常人的头发有 10 万根左右。在
人体的所有构造中，只有头发的地位
特别与众不同。头发具有功能意义，像
所有毛发一样，可以有效保护下面的
头皮乃至大脑；头发具有装饰意义，所
以人们要经常剪发，而女士们做头发
不仅要耗费大笔金钱，还需要很长时
间，但女士们仍旧乐此不疲；头发具有
象征意义，什么样的发型往往象征什
么样的身份，清朝时被上升至统治象
征的高度，三国时曹操则留下了割发
代首的典故。

作为一位致力于头发研究超过
30 年的科学家，库尔特·斯坦恩在《头
发：一部人类趣味史》一书中，从历史、
艺术、文化、社会、工业、科学等角度，
勾勒了毛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的
种种角色：从头发起源的生物演变、令
人困扰的毛发疾病，到毛发在人类社
交过程中蕴含的丰富的政治、社会信
息；从理发的历史到制造、使用假发的
种种幕后故事，再到以获取毛发（皮）
为动机，驱动贪婪的商人开辟新航路、
改变世界历史。

表面看，头发似与其他毛发并无
二致，但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头发
终成为人体表面最大毛发聚集地。自
打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头发便被人
们极为看重，发型也是一变再变。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世
俗审美标准，总体上趋向于喜欢浓密
的毛发。所以，罗马的凯撒大帝“一直
试图掩盖令他备受困扰的锃亮脑门
儿”，而即便到了 20 世纪，富可敌国的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 50 岁时失去所
有毛发后也一愁莫展。虽然“他用一个
相当蹩脚的假发来掩饰自己的光头”，
但无法遮住的滑稽是，他的“两鬓、眉
弓和眼睑还是光秃秃的”。

凯撒和洛克菲勒的苦恼并不孤
独。在 18 世纪的欧洲，由于非常渴望
浓密的头发，戴假发几乎成为那个时
代最大的时尚。罗马的贵妇们更是离

谱，她们“为了确保自己有充足的金黄
色假发发源，甚至蓄养金发的奴隶”。
在浓密发型审美观的反面，为达到羞
辱目的，很早的非洲贩奴者就给奴隶
理了光头，而 1945 年德国投降后，那
些曾与德军过从甚密的法国女性也被
人们理了光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极
尽羞辱。

审美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中国近
代发型的变化，本身带有浓郁的“拿来
主义”因素。当大辫子成为传统落后的
最大标志物时，剪发的象征意义显然
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也所以，那些死守
传统者宁愿丢掉性命也不肯剪掉老祖
宗留下的传统，虽然数百年前，他们的
先辈们曾因不愿蓄发而被砍落无数人
头。

头发不单单是一种审美载体。在
作家、诗人和说书人眼中，头发造型是
人物性格的重要表征；在侦探眼中，哪
怕一根头发都可能是破案的蛛丝马
迹；在情人眼中，一缕头发可以成为爱
人在身边的替代品或者说是相思物；
而在军队中，头发长短则可以折射军
纪的严明与松弛。

头发被赋予了如此广泛丰富的意
义，显然早就游离于其本来的生物属
性。头发的变迁史有时确实源自功能
变化，如华盛顿觉得长发作战不便，所
以才有了短发。如同身材矮小的路易
十四穿上高跟鞋引领潮流至今，欧洲
宫廷历史上长期对浓密头发的极尽追
捧，客观上也完成了传统头发审美观
的“筑底”。

这里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斯
坦恩发现，历史上人们发型反复变化，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历史的发
型，比如今天有许多人喜欢留长发，这
背后到底有什么更深隐喻颇值回味。

头发，从来不仅仅是头发。头发本
质上只是人体头部的保护器，今天头
发之所以蕴含那么多的隐喻，实不过
是人类为达到某种目的的臆想罢了。

科幻小说是创造想象世界的文学
体裁。如同现实主义文学留下了形象鲜
明的人物画廊一样，科幻小说则创造了
形态各异的想象世界。除了个别例外，
科幻小说的世界中都是有人类存在的，
所以，也可以说，科幻小说创造了各种
各样的想象中的社会形态。这些社会大
多运行在未来时空中的高技术背景之
下。而《地球省》中所创造的未来社会可
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看科幻文学中
未来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对电影

《星球大战》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说它
“用三千年后的技术讲述三千年前的故
事”，其实这在科幻文学中是一个比较
普遍的现象。大部分科幻小说中所表现
的未来社会，其社会形态并没有随着技
术的发展而进步，相反却退回到现代社
会之前落后的形态中，我们不妨把这称
为科幻小说中的“社会返祖现象”。

这些落后的未来社会大都可以在
人类历史上找到对应体，比如阿西莫夫
的《基地》系列很像银河系尺度上的罗
马帝国；郝伯特的《沙丘》系列是阿拉伯
沙漠帝国在遥远外星的再现；而海因莱
因相当一部分作品中的社会体制都有
明显的军国主义色彩。另外一些科幻作
品中，其落后的政治形态被技术放大，
形成了比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社会形
态更加黑暗的未来社会，如同噩梦，典
型的作品如反乌托邦三部曲、威尔斯的

《时间机器》等。而由现代民主社会合理
延伸到未来的社会形态在科幻小说中
反而是少数，阿瑟·克拉克的作品大多
有这样的未来民主社会的背景。

说《地球省》独一无二，是因为它的
社会返祖之彻底和决绝，至少我自己没
有在之前的科幻小说中见到过。《地球
省》展现的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未来
版，其地上世界是清末形态的，地下世
界则更接近民国初年。虽然这个想象世
界中存在着许多未来因素，如能够限定
个体寿命的植入装置、星际航行和外星
文明等，但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是作为
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找不到未来思想
的蛛丝马迹。

这个社会的灵魂是清末民初的，这

个世界中的人，似乎没有经历过技术时
代的洗礼，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
他们对皇权的态度，都停留在陈旧时代，
而其泛黄的中国市井色彩，使我们瞥一
眼就能认出来源。这样一个已经成为历
史的陈旧社会在未来复活，与高技术的
背景进行了奇妙的融合。最令人惊异的
是这种融合保留了厚重的中国世俗文化
色彩，这使得《地球省》中的地球像一颗
滋味浓郁的怪味豆，让人回味无穷。

对于科幻文学中社会返祖现象的原
因，一种通行的说法是：科幻作家把想象
中黑暗的未来作为一种警示，以努力使
这种黑暗最终不会再成为现实。但这种
说法并不准确。确实有一些以警示为目
的的反乌托邦作品，典型的如奥威尔的

《1984》，但这类作品在科幻文学中只是
少数，且都处于边缘地位；对于大部分科
幻小说来说，社会返祖现象是基于一个
比较简单的原因。美好的社会固然是人
类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但在科幻小说
中，没有比完美社会更乏味的东西了，很
难想象在这样的世界设定中能产生吸引
人的故事。震撼的故事所需要的矛盾冲
突只能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出现。

《地球省》正是借助这样一个社会
背景构建了一个精彩的未来史诗。从主
人公由一个底层人物成长为救世主的
艰险历程，全景式地从地下、地面和太
空三个层面，描述了已经沦为外星饲养
场的地球世界的惊心动魄的变迁，情节
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值得一提的是，

《地球省》中的人物，从社会底层的警察
和酒吧女到皇帝和外星大使，都有鲜明
的性格，这在国内的科幻小说中是不多
见的。在增强科幻小说的文学性方面，

《地球省》无疑是一部突破性的作品。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科幻小说并非

是预测性的文学，而是可能性的文学。
它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至
于预测这众多可能性中哪些更有可能
成为现实，不是科幻小说能够做到的，
也不是它的任务。事实上，科幻作家很
少去关注作品中的预测性，更多关注的
是从可能性中提取故事资源，所以，他
们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看似最不可能
成为现实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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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一部人类趣味史》
[美]库尔特·斯坦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球省》

龙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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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纪行》
罗丰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夏的蒙古国考察，是一次
以中国学者为主、多国多学科人员共
同参与的蒙古历史考察之旅。考古学
者罗丰以详实丰赡的旅行笔记为基础
写成此书，生动记述了一行人的甘苦
和收获。

《食人魔花园》
[法]蕾拉·斯利玛尼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法国龚古尔奖得主蕾拉·斯
利玛尼小说处女作，是当代女性在母
亲、妻子等诸多社会角色背后困境与迷
惘的写照。阿黛尔和丈夫理查拥有看似
幸福的婚姻生活，但貌合神离的婚姻背
后是阿黛尔对生活深深的厌倦，她游走
于一个个偶然邂逅的男人身边，在欲望
的重复中确认着自身的存在……

《危机年代：日本、大萧条与农村振兴》
[美]克里·史密斯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上世纪 30 年代，日本发生了严重
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及社会变革。面
对史无前例的时局动荡，日本乡村的应
对措施不仅灵活，而且富有独创性。本
书聚焦普通日本国民为克服大萧条重
重困难所做的努力，有助于我们了解日
本走出危机、走向繁荣的真实细节。

《黎明之街》
[日]东野圭吾 著
南海出版公司

离婚十年后，东野圭吾借最擅长
的悬疑故事《黎明之街》，以一次不被
道德允许、却又发于本心的爱恋故事
为引子，进行了一次自我剖析式的关
于爱恋、婚姻和家庭的反思。

□徐东升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德治传统的国
家。历史也反复昭示着这样一个规律：官
德兴，国兴；官德衰，国亡。党政领导干部
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官德不仅
是官员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兴国之基。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
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景
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中，有些官
员理想信念动摇，社会主义政治信仰消
极；有些官员利用手中职权进行“权力寻
租”，官德失范现象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
响。新时代官德建设须臾不能松懈。

如何加强官德建设，严守官德底
线，提升官德水准？赵长芬在《官德论》
一书中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该书
主要从管理的视角对官德进行解读，对
官德的理论分析较充分，使读者对官德
的认识更清晰化、深刻化，也使官德建
设的建议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如书中
提出，官德是一种政治道德、权力道德，
具有价值导向功能、权力约束功能；官
德又是一种职业道德、角色道德，具有
调节政治关系功能、形象塑造功能等。
该书还梳理了古今中外的官德思想，以
便我们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吸收以往官
德建设的科学理念和有益经验。该书针
对官德失范的现实情况和主要原因，着
重从机制和路径上进行探索，使官德建
设不仅符合伦理要求，也符合政治、法
律要求。书中认为从根本上提升官德水
准，必须使官德建设工程有一套流畅的
机制，主要包括教育培养机制、制度保
障机制、社会奖惩机制和领导管理机
制。从现实路径上来讲，官德建设要突
出理论研究、官员心理建设、官德环境
建设、官德载体建设等。官德的评价机
制是官德建设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成为考核领导干部优劣的重要指
标，对推动官德建设有着积极促进作
用，本书对此也提出了有益见解。

说“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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