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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推荐

少年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

宙。能在无限时空中自由飞翔的，唯有

人类的精神创造物吧，因此，葡萄牙诗人

费尔南多·佩索阿才这样说：“我的心略

大于整个宇宙。”

宫梓铭、赵文瑞、李天翼3位17岁左

右的高二少年，在繁重的学习备考之余，

借助谷歌翻译软件，偶然开展了一场难

能可贵的“逆文学”的创新之旅。这部仅

用 1 周时间就完成的作品，不仅在学校

活动中得到了同学们“真金白银”的支

持，而且得到了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北京

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怒

波，以及《科幻世界》杂志总编姚海军的

肯定与推荐。2019 年 9 月，四川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这本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

言亲笔题写书名的《将逝之诗》。

《将逝之诗》一书，充分呈现出了 3

位少年作家的宏阔视野、广博知识、开放

心胸和菁英立场，一言以蔽之，充沛的少

年气。看完该书后，我认为可以把佩索

阿的名言稍作改动，因为少年之心借助

高科技之翼所创造的世界，会略大于整

个宇宙。

《将逝之诗》虽假托冰岛诗人古戈

尔·权斯莱特（Google Translate）为作者，

实则谷歌翻译软件就是真正的参与创作

者，它与少年们偶然随机输入的各种语

言字母同时存在。因为3位作者在输入

各种他们根本不认识的字母之际，全然

不知即将呈现在界面右端文本框中的

“答案”是什么。

这种未知的组合，像一个完全自由

的游戏，从而更接近诗的本质。正如德

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给母亲的信中所

说：“写诗，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为纯真

的。”海德格尔为其注解时称，因为诗可

以自由地构拟出意象世界，沉浸于想象

之域乐而忘返，由此写诗就真正达到无

利害的超脱。

将最先进的技术作用于人的创造性

工作，提升人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甚

至帮助人类抵达自己从不知道的领域。

此书就因此绽放出基于技术赋能的随机

之“魅”。

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的预言，

似乎为《将逝之诗》的价值做了一个注

解：到了2026年，谷歌的主营产品将不再

是搜索，而是人工智能。当然，人类是唯

一拥有自我意识的物种，不一样的思维

才是创新的来源。

奥斯卡·王尔德曾说：“只有青春才

是生活的主人。青春拥有一个在等待他

的王国。每个人生来就是一个国王，但

是大多数人都像大多数国王那样死于流

放的生活中。”《将逝之诗》显示了可贵的

少年气，3位少年通过创造一个世界，重

归等待他们的青春王国。

关键词 诗歌 青春 人工智能

《DNA是如何发现

的？》吴明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69.00元

ISBN：9787302483250

■段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全球史思潮”的真正奠基之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全球通史》首开由历

史学家运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

界历史的先河。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潜心力

作自1970年初版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

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该书不

断再版，融入了时新的研究成果，收录数百幅生

动珍贵的图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名著在

内容和体系上更加完善。作者文笔隽永，笔力深厚，才思横溢，整部著

作风格前后一贯，令您在颇具历史韵律的行文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美]斯塔夫里

阿诺斯著 吴象婴、梁赤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10月版/

69.00元/ISBN：9787301269381

看李元胜如何用诗意体现行走的张力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杨关键词 诗人 科普 博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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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应该是我看过的第

一本完整的科学史书，我第一

次发现，科学史也像其他各国

各朝代的历史一样，可以有如

此宏大的历史背景、跌宕起伏

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个性；

但同时阅读科学史也与其他历

史不同，需要你跟随科学先驱

的身影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洪

流中，仔细品味各种知识背景

下主人公们的思维模式，以及

他们是如何通过各种细碎的故

事、灵感的碰撞，逐渐填补学科

空白，构建出如今相对完整的

知识体系。

《DNA是如何发现的？》一

书从细节处还原了科学家们从

经典遗传学开始到 DNA 发现

的一系列过程，非生

物专业的我对 DNA

的了解仅限于高中

课本讲的孟德尔豌

豆 ，摩 尔 根 果 蝇 ，

DNA 双螺旋结构等

重要时间节点的发

现，而对其从1866年

至今跨越150余年的

艰难探索和学科融

合 成 果 却 知 之 甚

少。这本书告诉我

们，在孟德尔和摩尔

根两位遗传学先驱

之后，遗传学融入了

化学的思想，米歇尔

设计了分离，精制核

内物质的方法从而发现了核素。但核素和

遗传学的挂钩则要归功于医学微生物学，

艾弗利的细菌转化实验提示了人们 DNA

可能是基础遗传物质，而DNA作为遗传转

化因子的具体证据则是物理学家提供的。

当我读到这部分的时候，也忍不住要喊出

“尤里卡”，由基因稳定性到基因突变再到

基因的量子力学模型，感觉就是把很多自

己已知的知识突然联系起来然后推导出了

未知，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不得不佩

服既往科学家的联想力和看问题的全局

观。除去对专业知识的描述，书中科学家

们的故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国物理学家德尔布吕克开始时作为

物理学研究生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早期

的学生，在参加了一场著名的物理学术讨论

会后，他开始意识到物理学将在一段时间里

提不出有意义的研究，但可用于解释生物学

中的一些待解决问题，因此转而研究起了生

物学。就像孟德尔遇见了豌豆，摩尔根遇见

了果蝇，德尔布吕克的成就是因为遇见了噬

菌体，选择了正确的实验研究材料就相当于

实验成功了一半。德尔布吕克像是一个机

敏的狩猎者，敏锐地发现了噬菌体作为研究

对象具有结构简单，繁殖速度快，DNA片段

可进行置换等特点，从而抛弃传统的果蝇研

究转而投向噬菌体。德尔布吕克曾告诫年

轻科学家“选课题立项不要追风赶时髦”，而

他自己的经历也告诉我们，要在科学的空白

区努力探索，勇于挑战未知和进行创新，切

不可急于求成，盲目跟风。

在 DNA 的发现研究过程中，还有“大

佬”爱因斯坦对于噬菌体研究的关注，薛

定谔写书为分子生物学“站台”，饶毅教授

的老师詹裕农和叶公杼夫妇研究的故事

等着读者们自己去阅读发现。同时也正

是这一个个的小故事串联成了人类探索

生命本质的路线图，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

的理论，非专业的读者我只能是浅薄地了

解，但是整个科学史所反映出的研究思

路，科学家们本身的研究素养，分析问题

的方法、秉持的态度，却值得每一个科研

工作者思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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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变身专业记者采访科学家

看到李元胜的新书《与万物同行

——三位自然科学家的考察记》出版的

时候，感到很新奇，一位诗人为什么会

去写科普书？李元胜变身博物旅行

家，采访三位著名博物学家的过程，正

如他写的科学家故事一样引人入胜、

十分精彩。

李元胜曾在重庆大学读电气工程

专业，但是他一直喜欢写作。毕业后他

去了《重庆日报》，从记者、编辑一直做

到了副总编辑，之后去了集团当一把

手。由于一直忙工作，忙着写不完的稿

和开不完的会，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医生诊断他得了心肌炎，胸闷、心惊，严

重的时候没走几步路就开始喘，需要坐

下来休息。

这时，一位朋友对他说，生活需要

放慢脚步，建议他买个相机，玩摄影。

刚开始，在一群摄影师结伴出去拍风

景的时候，李元胜总是那个“掉队”的

人，走一半就要找个地方先歇一会。

“这时候，我就拿着相机在周围拍拍花

花草草和昆虫。”“没想到无意中拍到

的小花、昆虫让我发现了微观世界的

美 ，此 后 一 发 不 可 收 拾 地 爱 上 了 它

们。”上万张的图片记载着他走过的田

野调查时光，多年的野外拍摄让李元

胜的心肌炎完全康复了，50 多岁的李

元胜看起来像个 40 岁刚出头的人，让

人感觉刚过不惑之年。而对自然界越

来越多的了解也让李元胜又多了一个

标签——博物旅行家。

刚开始，李元胜认为他的两大爱好，

诗歌写作和田野调查是没有关系的，一

个是静下来的创作，一个是动起来的行

走，但是后来他越来越觉得两件事情叠

加在他身上产生了另一种张力。“正如我

对文学创作的积累，让我在野外记录的

时候能有诗意，反过来这十多年的行走

让我在创作上收获了更多的灵感。”

历时4年精心打磨科学家探险故事

李元胜的新著《与万物同行——三

位自然科学家的考察记》很像是一堂博

物课，书中他以张巍巍、刘正宇、邢立达

这三位国内极具代表性的知名博物学家

的自然考察经历为故事线索，串连起了

动植物及远古生物的各种有趣知识点。

用诗意优美的语言展现了中国当代自然

科学家的博大情怀和专业精神。

谈到这本书的创作缘起李元胜说，

其实是由于他接到的一次采访邀约。

4 年前，《十月》杂志特约编辑、著名散

文家周晓枫向他约稿，希望李元胜通

过采访昆虫分类学家张巍巍，再现科

技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在软磨硬泡好

不容易说动了此前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的张巍巍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后，李元

胜觉得他的故事中有着非常多的博物

知识，既可以让喜欢大自然的成年人

得到满足，同时也适合孩子看。于是，

李元胜萌生了再采访两位博物学家集

结成书的想法。

2017年，李元胜到重庆南川金佛山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挂职任副局长。这时

他就选择了当地推荐给他的、被称作“植

物猎人”的植物学家刘正宇作为采访的

第二人。“刘正宇先生像是有两层厚皮的

橘子。”李元胜笑称：“他的讲述极简、跳

跃，让你无法深入一件事，更不要说找到

有价值的细节了。”为此，李元胜不仅研

究了他的全部事迹，把可能出故事的部

分都整理成了清单，还去重读了家里的

《植物学》。

微博粉丝数高达260万的邢立达是

古生物博士，2016年因为发现了全球首

例琥珀中的恐龙而蜚声海内外。李元胜

在采访他的时候，为了获得一些重要事

件发生的现场细节，特意重走了科学家

走过的一些路。比如为记录邢立达寻

找、发现轰动国内植物界的“崖柏”这一

事迹，李元胜重走科学家的探险之路。

当他赤脚渡过冷水河：“我感受到了他们

被河水冲走时的惊险，那条河，在酷暑中

仍旧冰冷刺骨，让人无法站稳，真是很奇

特。”还有，邢立达寻找恐龙化石过程中

经历的艰苦与波折，也都被李元胜详细

记录在书中。

李元胜特别提到《与万物同行》这本

书的写作初衷。他说写这本书是希望能

够让当下的孩子们放下手中的电脑和手

机，到自然中去走一走。正如李元胜所

说：“如果孩子们都没有兴趣，以后的自

然谁会来关心呢？”李元胜表示，历时 4

年编撰的《与万物同行》不仅成年人可以

看，不认识字的学龄前儿童也看得懂。

这本书在配图上下了很多功夫，每一页

都含有大幅的珍贵图像。他向记者介

绍，书中的配图除了受访者提供的部分

之外，其它都是专门请插画师绘制的，这

样做主要是为了引起更多小朋友的兴

趣。“能吸引小朋友产生一点点对自然的

兴趣，能把小朋友从手机、电脑中吸引出

来，到自然走一走，我的目的就达到

了”，李元胜说。

捕捉热点打造双效俱佳科普书

谈到这本书的阅读亮点，重庆大学

出版社职教分社社长、《与万物同行》一

书的责任编辑梁涛向记者介绍，作为一

本描写我国科学家野外科学考察纪实的

原创作品，作者李元胜在书中从诗人的

视角，以精彩的自然故事为线索，融汇了

国内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知名博物学家的

自然考察经历，串连起动植物及远古生

物的极为丰富有趣的知识点。作家生

动、诗意的叙述，帮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

故事阅读中不知不觉了解到丰富的自然

奥秘，感受与万物同行的乐趣，同时也弘

扬了科学探索中的奉献精神和那种向上

向善的力量。

梁涛认为，我国的博物学正在蓬勃

兴起，其中自然博物的普及已经走过了

第一个阶段，已由少数人阅读变成全民

教育的必需，中小学空前重视自然生态

教育。科学考察是艰苦的，甚至有可能

付出生命的代价；科学家也是平凡的，他

们平凡得有血有肉，他们的伟大也是实

实在在的。比如，昆虫学家张巍巍，为了

找到某种昆虫，被蚂蟥咬得鲜血淋淋，被

马蜂蛰得大包小包，差点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比如，植物学家刘正宇，找到了青

蒿素含量极高的黄花蒿，这一发现，为我

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策划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能较好地

引导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认知科学，

了解科学发现的过程和存在的艰辛，更

好地亲近大自然、解读大自然，尊重大自

然，不仅能真切体会野外科考工作的辛

苦、每一份科学发现的来之不易，还能从

中学习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勇于奉献的

高尚品质，让人们客观认知科学家的平

凡与伟大，激发青少年对自然的认知，对

科学探索的兴趣和尊重。

（下转第6版）

特别喜欢诗人、鲁迅文学奖得主李元

胜的一首诗《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温柔、恬

淡的语句，让人感受到作家对宁静生活的

追求与向往。李元胜曾说“我们从小就被

教导要惜时如金，争分夺秒，出人头地。在

忙乱地走过一段旅程之后，终于发现我们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都将平凡而简单地度

过一生。这种简单的生活，如果能有人陪

伴，也就变得更加美好。朝朝暮暮，对坐白

头，长久的陪伴是最深沉的告白。”这首诗

告诉读者，那些所谓“虚度”的时光，因为你

内心的平和满足，因为与所爱的人相知相

守，每一分钟都显得有价值。

《与万物同行》

《将逝之诗》宫梓铭、赵文瑞、李天

翼著 [ 英] 温雅惠 (Wynne Gaenor

Eleri)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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