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种小众、另类的饮食方式，素食在中国大陆长期处于一种弱

势状态。中国大陆目前素食文化不发达，不仅素食人口少，大多数素餐

馆经营惨淡，更重要的是素食者在生活中受到歧视，不敢理直气壮地吃

素。参加聚会，包括去亲戚家串门，说自己吃素，往往都感到不太好意

思，觉得自己给别人添麻烦了。甚至连许多经常坐飞机的长期素食者，

都不知道飞机上是可以提供素食的。这是因为素食者长期以来受到歧

视，习惯了，以为别人不给自己提供素食是正常的。结果，素食者不坚

持自己的要求，商家、店家也不知道还有素食者群体的存在，也就忽略

了这一消费市场。如此一来，素食者素食环境更趋恶劣，又影响了许多

潜在的素食者，甚至使得许多素食者因为太不方便又返荤，这样素食者

人数更少，素食的市场进一步下降……

《肉食美学与素食歧视》一书，表达了作者陈沐对饮食文化方面的

一些思考。由于同为素食者，所以对书中关于素食的文章颇有感触。

作者通过考证古代素食人群的构成，推论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素食群

体并不多，仅限于隐居山林的修行人、一心念佛的妇人或者吃不起肉的

穷人，故而“素食”的文化意象往往与女性化、消极避世、身心孱弱等相

关。而这就导致素食者在主流文化中遭受歧视。

但我认为，这个话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太多角度值得深究。更深

入的研究就会发现，素食者受到的侵犯，远不止就餐选择的自由上，还

有关于在素食与营养、健康关系上违反科学研究结果的流行偏见，日常

用语中对于素食者的污名化，对于仿荤菜的苛刻与讽刺，素食作为廉价

低档菜肴的定位，肉食与男性气质、性能力连接的刻板印象等等对于素

食的全方位歧视。这些由偏见、苛刻和污名化所构成的素食歧视，这些

对素食人权的侵犯，涉及到对宗教徒的歧视，涉及到多数人群对另类、

边缘人群的歧视，涉及到对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议题的冷漠，涉及到不

同饮食方式所确立的世界秩序和生活方式的分歧与冲突，涉及到对自

然的控制与征服的价值观，涉及到社会性别与饮食方式的联系，更涉及

到人类的自我定位和自我理解。因此，透过素食歧视与素食人权的相

关研究，可以提供一种全新视角，来审视有关饮食背后的文化、价值和

社会问题。

出于历史学科的理性和客观，作者在书中把素食者的弱势地位归

因于一些客观因素。但是我觉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改变偏见，实

际上是素食者自己的责任。作为小众群体，更要坚持自己的要求和主

张，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的理念和生活方式。许多素食者过于低调，不

够坚持，劝素食者吃肉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中国那么多大学，食堂提供

素食窗口的学校却很少。

大多数人素食都是基于动物保护、健康、环境保护的理念，佛教徒

素食的原因也是因为佛教强调对动物慈悲的理念，这些理念在现代社

会是得到大家支持和赞赏的，为何不坦坦荡荡、理直气壮地吃素呢？这

不仅是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是在传播健康、慈悲、环保的生活方式，是在

提供正能量，难道不是很光荣的事吗？许多人原来不知道素食的好处，

如果身边、饭桌的邻座有素食者，好奇之下，他们在交流中可以开阔眼

界，获得新知，这不是自利利他吗？

素食者不需要抱歉。

据报道，2014 年 1 月，纽约皇后区 244 小学成为美国第一所只提供

素食午餐的公立学校，自那以后，学生上课的专注力和学习成绩显著提

高，超重和肥胖率下降。学校还开设了每周营养课程。老师和家长的

饮食也随之变得更加健康。2015年，位于纽约曼哈顿的 Peck Slip小学

追随第一所素食小学的脚步，提供学生全素食的营养午餐。这所小学

的小学校长 Maggie Sien举出素食对于健康的好处，以及学校基于关怀

环境的理由而走向素食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大环境也改变了传统的育

儿书籍的“动物至上”的营养论调。最新版的《斯波克育儿经》里表达了

作者对素食的认可，“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者和专家，但是我已经

请教过相关的营养学家和医生，他们都相信不同种类的蔬菜、水果、谷

物和大豆，可以满足 2岁以上孩子的需要。……医师协会总结认为，孩

子可以从蔬菜、谷物、大豆里获得足够的能量、钙和蛋白质。……不吃

肉和奶制品的孩子，如果坚持这种素食，将来就不会得动脉粥样硬化性

冠心病、一些癌症和中风。”

坚持素食，许多时候需要特立独行，需要一种无视他人异样眼光的

勇气。环境是人造就的。素食者如果都能尽量坚持一下，多和社会沟

通，人们就会知道社会上有一群为了动物、为了生态环境、为了健康而

坚持素食的人，人们会逐渐理解乃至尊重素食者的选择，素食的社会环

境就好很多。我认为这种特立独行，这种勇气，这种坚持，是中国大陆

素食者今天非常稀缺的品质。

我们为什么
会有素食歧视

4
新闻热线：010—58884061
E-mail：yueduyouli@163.com

■责编 句艳华 2016 年 7 月 5 日 星期二
悦读时间 YUE DU SHI JIAN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 1.50元

■泡·时光

■写在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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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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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什么样
——尘土为友，废墟为伴

你想象中的考古学家，是《夺宝奇兵》里

挥舞着长鞭在墓室地宫中与邪恶势力周旋的

印第安纳·琼斯教授？是《古墓丽影》中紧身

衣马尾辫，身手矫健的劳拉？还是《鬼吹灯》

中“盗亦有道”摸金校尉？

而约翰逊描绘的考古学家群像，根本不

是这样。

从外表看，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长

期的野外作业，使他们看起来还有点灰头土

脸，在人前不善交际。但一谈起考古，他们立

刻就变得光彩照人。

他们是执着初心的“逐梦者”。少时励志

以 考 古 为 一 生 志 业 ，“从 没 想 过 要 干 其 他

事”。在他们眼中，铁器时代的人类骸骨，秘

鲁纳斯卡文明的地画，美洲原住民如何制作

和使用骨脂……历史长河中的琐碎细节令人

着迷，逝去的岁月通过遗存的碎片向后人倾

诉当年的故事，他们像解谜者，试图将手中的

残片拼贴完整，让环绕着我们的历史之河再

次流动……

“考古学，爱它，恨它，离不开它。”这是书

中写到的考古学家的心声。

很多时候，考古学家都面临入不敷出的

窘境。有调查显示，美国考古行业的失业率

约为 50%，人类学与考古学专业也因超低的

就业率和起薪“荣膺”《福布斯》杂志 2014 年

评选的“大学最差专业”。对考古学家来说，

这项事业有时甚至不足以维持生计。书中

记录的一位考古学者格兰特·吉尔莫失业了

两年，参加了数百次面试才重新找到新工

作；另一位考古学者凯西·阿巴斯，为了维持

她在纽波顿港进行了几十年的海洋考古学

研究，不得不在罗德岛纽波顿的富人区当清

洁工。

支撑他们的是对初心的坚守和对专业的

热爱。就如年近七旬的美国女性考古学者凯

西·阿巴斯在写给作者的信中所说：“到底谁

更惨？是那些一直追随自己的内心，甘之如

饴过穷日子的人；还是那些为了虚无缥缈的

经济保障而不断在辛苦工作中挣扎，却还负

债累累的人呢？”

考古学家在干啥
——搜集人类真实历史的碎片

一说起“文物”，你或许立刻会脑补出金

光灿灿的马蹄金，价值连城的元青花，镶满宝

石的珐琅彩，样式新奇的西洋钟表……这些

价值连城的古董固然属于文物，但在考古学

领域，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大多数时候还是

些不起眼的东西——古旧的建筑、坟墓，生锈

的武器、塑像，破碎的石器、陶片、骨头，甚至

尘土、垃圾堆、破罐子里的残留物。

他们的工作很枯燥。挖一个探方可能需

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进行发掘的遗址可

能空无一物，文物也可能细微到根本看不清

细节。

然而，“你认为空无一物的地方，其实从

来不曾空无一物。”考古学家要做的是“还

原”——全神贯注地仔细观察一切，努力辨别

这些遗存物是否能够真实再现当年发生时的

情形，让历史不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正如美国考古学家康奈利所说：“成功的考古

成果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他能够讲述失败

者的故事，也能从碎片中还原历史。”

不一定是“还原”距今千百年前的历史真

实。当代考古学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科的一个

分支。“大家研究的都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痕

迹，区别在于，我们研究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发

生的事——很可能是前一天。”

日常生活中，司法鉴定、灾难现场复原，

这些常人印象中与考古不搭边的工作中都

有考古学家的身影。书中记述了美国考古

学者艾琳·科沃德在 9·11 世贸中心复原小

组的工作经历。每天，她从传送带上取下现

场残留的遗物，她从中发现了一只儿童手

表，一件婴儿的罩衫，还有数不清的身份证

件……

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透过这些真实的

历史碎片，证明“有些事情真的发生过”。

考古学家的烦恼
——重要历史再也找不回

新的考古发现和不断进步的科学一直

在校正我们已知的历史。然而，通过约翰逊

的记述，你会发现，考古学家在谈论历史、谈

论他们的专业时，总是字斟句酌，怀着理智

而热烈的情感告诉你，“我们永远也不可能

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追逐真

相的执着”。

然而，最令这些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考

古学家痛心疾首的，是公众对发掘和保护历

史遗迹的淡漠。有些遗址明明具有重大的

历史意义，却因“其貌不扬”，难以进入公众

视野、引起广泛关注，也就很难获得各方面

的支持。

书中记录了很多令人唏嘘的故事：印加

时代的秘鲁金字塔在开发商的推土机下被夷

为平地，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在塔利班的战

火下毁于一旦，南达科他州的戴德伍德小镇，

唯一见证了 19 世纪的中国人在此求生壮大

的咏春商场，遭遇强拆后只剩下大街上的一

堆瓦砾……破坏人类文化遗产的行径在世界

各地不断重演。当推土机逼近历史遗迹，“很

多重要的历史再也找不回来了”。

另外一种对历史遗迹的破坏，来自对文

物的交易和倒卖。当 3000 年前深埋于地下

的玉猪龙离开红山文明的发源地，变成纽约

古董商手中的陈列品，它们就再也无法为当

年当地的历史作出更多注解。文物一旦流

向了交易市场，就丧失了为历史代言的能

力。因此，考古学家们也一直在呼吁：把文

物留在原地。

《与废墟为伴》：
告诉你一个真的考古生活

文·陈 莹

作者：陈沐
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3月

一楼书店，二楼客栈，这就是位于绍兴书圣故里蕺山街的新青年。

这家开业于 2010 年的小店，已经搬过一次家。而正是因为这次搬迁，

才有了如今二楼书店客栈的诞生。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只需要在书堆中，支

起一张床，就足够温暖一个孤独的旅人。而新青年则把书店的二楼都提供

给了旅人，不但有舒服的大床，还有书桌椅，以及能眺望风景的露台。

新青年的掌柜阿啃曾这样说：“在多数读书人心里，开一家书店，可能是

他唯一的经商冲动。书店之乐当然首先是淘书之乐，这是书店本身的乐

趣。书籍，这是我能想见的世界上最美好的物事，现在，我们要用一家书店，

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

新青年，曾经作为一种精神和主义的代名词，作为书店的新青年，也同

样秉承了这样的精神，同《新青年》相同字体的店招，沉静的蓝色墙壁，特别

是书架上相关历史研究性书籍，都不禁让人怀念起那个年代。

阅读必叫人得自由，书店的生存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和自由。夜晚

的书店也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向更多的读者敞开大门。不过，相比 24小时书

店，书店住宿的方式无疑更加私人化。如果你也来绍兴，我想你或许会更愿

意选择这样舒适与悠闲的方式，与一家书店共度一夜。

新青年书店
地址：书圣故里蕺山街11-1号

与一家书店共度一夜

关于考古，你的印象一定和盗墓有关，神秘、惊险……这些都可能是你

的关键词。其实，这些纯粹是来源于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渲染，玛丽莲·约翰

逊的《与废墟为伴》一书就是负责打破这个“华丽丽”的“幻想”的。

为了告诉你“真相”，作者走进了真实的考古学家当中，比如说与他们一

起在加勒比小岛上挖掘陶器和骨头碎片；一起用黑曜石打制石刀，割羊烤

肉；到塞浦路斯的也朗尼索斯岛追踪埃及艳后留下的蛛丝马迹……

她发现，考古一点都不迷人，考古学家们遇到的“困境”一点都不文艺，

围绕在他们身旁的是流感病毒、蛇虫鼠蚁。他们的身旁不是财宝，不是僵

尸，而是废墟、垃圾、尘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