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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年伊始，一本重量级的科学料理宝典《料理实验室》（英文

原版名为《The Food Lab》）由青岛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是一本讲解科

学烹饪原理的大全，也是一本实操性极强的料理之书。

《料理实验室》的作者J.显尔·洛佩兹-奥特（J.Kenji Lo?pez-Alt）

是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他拥有11年的餐厅工作经验，有

15年以上的厨师经历，是知名美食网站的烹饪技术总监。擅长用幽默的

口吻、科学的思维来分享其对美食的坚持。他主张科学就是建立在怀疑

主义的基石上，随时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才能有动力去追求真相。通过

《料理实验室》一书，他用专业而又诙谐轻松的语言，将我们带入了“烹

饪”的艺术中，同时也把烹饪带入到了科学时代，将前人抽象的哲学思维

融入到了烹饪中，帮助我们做出更多美味的菜肴。

《料理实验室》全书936页，共分为9个章节，详细介绍了蛋、奶、高

汤、禽畜肉、蔬菜、酱料、意面等多种料理的制作方法，作者通过深入研究

食物能量和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验证出料理美味的终极方法，并举一

反三提供各式食谱300余款。此外，每个章节都设有专栏、菜谱、刀工、

实验室指南等栏目。

“了解和掌握了烹饪的科学原理，才会得到高水平烹饪的自

由。随心所欲不逾规。而烹饪的科学适用于各种食材，各个菜系和菜

式。中式餐饮从业者可以从中吸取科学的精神，用科学规律指导我们的

烹饪活动。这是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也是本书出版的另一重大意义。”

著名美食评论家董克平说，《料理实验室》一书把烹饪从原来依靠经验积

累、熟能生巧的操作方式，转换到通过科学实验、双盲实验来进行，解决

了烹饪中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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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好朋友》：
让孩子发现这个世界的善意

□邵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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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学习的党史

读本，由党史专家邵维正主编的《写给青少年的

党史》丛书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先后入

选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宣部

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优秀通俗理论读

物出版工程。丛书的出版，对于创新院校思政

课，特别是做好党史教育工作具有借鉴价值。

视角新
确立青少年为重点阅读对象

当前党史著述种类繁多，构思这套丛书，

首先要回答“给谁写”的问题，找准定位，以青

少年作为重点对象。

作者精心构思、转换视角，针对青少年求

知欲望强的特点，满足他们的阅读习惯和需

求，在构思和写法上力求回应他们的热点难

点疑点问题。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专为青少年量

身打造，书如其名，开宗明义，传承红色基因，

读史明理育人，有益于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框架新
构建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体系

中共党史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史料浩

如烟海，英雄人物辈出，经验丰富深刻，编写

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读本，的确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理清“写什么”就成

了这套丛书的关键所在。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突破传统章、

节、目的框架结构，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来”为主题，以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主线，以

传承红色基因为主旨，梳理归纳了当代青少

年最为关注的60个问题，按党史发展进程分

编为《中国有了共产党》《红色星火燎原》《战

火中成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春天的故

事》《筑梦新时代》。

每册既独立成书，集中阐述相应时期的

历史，回答青少年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6册

书连贯起来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比较系统

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概貌。

版式新
紧贴青少年的阅读兴趣特点

党史是非常严谨的学科，党史教育更是

一项严肃的任务。做好青少年党史学习，不

能板起面孔说教，必须下功夫解决好“怎么

写”的问题。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以新颖活泼的语

风格言、文图并茂的排版方式，紧贴青少年的阅

读习惯和接受能力，提出问题，引发思考，由故

事切入阅读，以小见大，从浅入深，讲清党史来

龙去脉，剖析事件前因后果，用红色故事触动青

少年的心灵，真正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每个问题的后面增设有“名言金句”“读

党史长智慧”，言简意赅，画龙点睛，帮助青少

年更好地掌握党史主题主线和精髓要义，把

红色火种播进青少年心中，进而引导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达

到以史鉴今、以史树德、以史增智的目的。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读史明理育人
□王炳林

如果有人问我：“成长至今，哪件事让你

最有成就感？”

我应该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写作。”

从开始识字起，我就与文字结下了不解

之缘。我喜欢用文字去感受万物。在我的笔

下，每片叶子皆不同，一场雪落得必有意义。

花朵的绽放，生命的起始，世间万物都吸

引着我提笔记录。我用心感受着这一切，并

尝试着用文字记录这些感动与获得。写作

时，我的心情是舒畅的。文字为我而来，排队

等候，等待下一秒登场，以便在我的文章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安静写作的人，很像独自下棋的人，只不

过对手是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就像举起的

每一个棋子，都要被安放在最恰当的位置上，

发挥重要的作用。阅读自己写的文章，就像

观看棋局，我欣然一笑，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在写作的过程中，历经的挣扎，感受的伤痛，

受到的委屈，在看到写满文字的稿纸时，通通

消失得无影无踪。

酣畅地用文字表达完，虽然我的身体很

疲惫，但是我的内心获得了一种巨大的满足

感，这是其他事情所不能给予我的。我可以

不厌其烦地看我写过的文字，反复修改。每

一次的修改，都只为了追求更好的文字表达

效果。

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我重新遇见了自

己，也让自己多了些柔软和坚持。

写作时，我的内心是柔软的。我可以化

身为敏锐却柔软的触角，去触碰周围的人和

事。内心柔软的人在写作时，容易感同身受，

抱着同理心，用心去观察周遭的世界。

写作时，我需要有坚持到底的毅力。从

事写作十多年的我真的会写作了吗？我不敢

点头。每一字，每一句话，都需要我认真思

考，反复揣摩。我相信，只有用心写出来的文

字，才能让读者动情。所以，能够吸引读者的

文章，一定是写到了他们的内心深处，触摸到

了最敏感、最温柔的那个角落。要做到让读

者动情不容易。其实，这人世间哪会有一件

无须努力、无须坚持便能轻易做成的事呢？

唯有坚持到底，唯有死磕，笔耕不辍，才能有

所突破，才能让“写作”这件事情离“容易”再

近一点儿。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它疗愈了我，带领我走向新天地。为何一些

孩子却害怕写作文呢？

因为这些孩子不知道写作的基本技法，

不会写作文。虽然文无定法，但是从应对考

试的角度来说，孩子还是需要学习一点写作

的基本技法。如果孩子没有一个清晰的写作

思路，他就不可能写出一篇好作文。

如果硬逼着孩子按照作文的模式和要求

去写，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作文

考验的是孩子的感受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朗

读可以训练孩子的语感，而默读可以训练孩

子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想象力和感受力。

要想把作文写好，还需要孩子具备丰富

的想象力。当然在写作的时候，孩子要把想

象出来的东西展现在头脑中，然后再变成文

字。想象力差的孩子，写的作文不生动，干巴

巴的。

其实，孩子只要把平时看到的、听到的、

想到的事情，完整、清晰地用文字记录下来，

就是一篇很好的作文。

家长不要一下子就对孩子的作文提太高

的要求，应该以鼓励孩子为主。如果对孩子

的作文要求过高，孩子总是达不到这些要求，

就很难喜欢写作文。让孩子自由地写作。或

许等孩子获得成就感之后，他就会慢慢喜欢

上写作文。

但是，我知道这个过程有多么不容易。

阅读是一件不太需要思考的事，让人轻

松且愉快。但反观写作，在我们尚未对写作

充满热情之前，所有的练习都是枯燥乏味的。

在陪着孩子写作的过程中，每一次我都

是耐着性子，陪着她一起想写作的主题，了解

题意，从思考到想象，从说到写，从开头到结

局，反复打磨文字。这个陪伴写作的过程考

验着我们对彼此的忍耐力。

建立了阅读习惯，有一定的阅读量，有良

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丰富的想象力……我

所罗列的种种，孩子全都具备。究竟是什么

让孩子如此抗拒写作呢？我尝试放下“妈妈”

的身份，聆听孩子的声音，拥抱孩子，给孩子

鼓励和勇气。当孩子再次握笔的那一刻，我

没有发出欢呼的喜悦，内心平静得就像没有

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沟通的冲突，情感的

矛盾，那些不能用言语解决的问题，全都仰赖

着手中的笔。

让孩子踏上写作的旅程，身为父母的

我们是最好的老师。关掉电视，放下手

机，陪伴孩子阅读和写作，让孩子在

文字中与最真实的自己相逢，绽放

独属于他自己的光芒。

陪伴孩子阅读和写作

吧，成为孩子的心灵捕手，

让孩子的笔绽放闪亮的

光芒。

《让孩子的笔绽放光芒》作者自序：

为孩子开启写作的大门
□王双双

◀《写
给青少年的
党史》插图

“你好”“谢谢”“对不起”都是社会交
往中使用的礼貌用语。与“谢谢”相比，主
动说出“对不起”三个字并不那么容易。

在我们的教育中，鲜少有让孩子主动
示弱、主动表达歉意的内容，我们似乎更
注重让孩子勇往直前，赢得胜利。其实，
一个人要想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与缺点，需
要具有很强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自省能力，
以及足够的勇气、担当和涵养，而这些能
力与品质要从孩童时期即开始培养。

当知晓自己的行为举止可能会给别
人带来不快、不舒服时，要向对方表示歉
意，这是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是一种
优雅的内在品质。生活中多说一句“对不
起”，可以减少很多争执、吵闹等不雅之
事；交往中多说一句“抱歉”，可以增进彼
此间的感情。

说“对不起”不会降低身份，反而会赢
得朋友和尊重。《谢谢你，好朋友》描述的
就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情形，小拓和智子
两个好朋友在玩耍中发生了不愉快，只要
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继续
游戏，可是做错事的小拓些微的迟疑惹恼
了智子，他们不欢而散。各自离去的两个
好朋友，彼此都牵挂着对方，心里都藏着
一句“对不起”，可就是说不出口。

阿万纪美子的作品总是闪耀着爱的
光芒，她常常用充满童趣的故事来还原真
实的童真世界，让孩子在即使不那么如
意、不那么完美的生活中，尽可能发现世
界的温柔与善良。

在这个故事中，好朋友小拓和智子闹
矛盾之后，穿越时空，来到老鼠家做客。
在老鼠一家的帮助下，小拓和智子和好
了，他们一起喝清香的红茶、吃好吃的曲
奇饼干，之后又和小老鼠们玩起了各种游
戏。儿童文学作家彭懿说：“对一个未涉
人世的孩子来说，童年有什么呢? 不就是
玩和吃吗？”在“吃”中补充能量，带来口腹
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在“玩”中释放力
量，探索游戏中一些深远的意义，比如协
作、友爱、创造等。获得满满友爱、善意和
温暖的小拓和智子，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向
对方说出表达歉意的“对不起”和表达感
激的“谢谢”，并领悟到朋友间的相处之
道，这是爱的陪伴，也是爱的赋能。

《谢谢你，好朋友》在日本畅销30余
年，经久不衰，因为在这个充满童趣的故
事里蕴含着美好和善意。阿万纪美子的
文字与山胁百合子的插画浑然一体，将孩
子心灵中璞玉般的质感传达出来，散发出
一种独特的单纯与质朴，好像开在原野上
的雏菊，淡雅清新中透着勃勃生机。

“谢谢你，好朋友”，这句话是说给故
事小主人公智子和小拓的，是说给老
鼠一家的，也是说给你我、说给整个世
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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