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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根是天文学家，他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
探索星空，一只眼睛探索历史，第三只眼睛，也就
是他的思维，探索现实社会……”《每日新闻》报曾
对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如此
夸赞。

的确，萨根的眼光是独特的，而且总是看得很
深、很远。在他看来，长时间世界范围内不断积累形
成的知识体系，已将科学转化为一种几乎是跨国
界、跨时代的超意识。所以，“一定要从全球和超越
时代的角度，对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后果给予更多的
关注，竭力避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依恋。犯
错误的代价太昂贵了”。而萨根所撰写的多部脍炙
人口的科普著作，在把太空探索的概念、激情和冒
险带给公众的同时，也着意引导科学家和外行进行
思考，特别是在更大的社会和历史框架中对科学与
太空探索进行思考。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执行“阿波罗”计划的
宇航员们，采纳了萨根的建议，在飞往与飞离月球
的旅途中都拍摄了他们的家园———地球的照片。这
张照片发表后居然产生了很少有人能预料到的结
果。地球上的居民破天荒第一次从天上看见了他们
的世界———完整的、彩色的地球，那是一个在辽阔、
漆黑的太空背景中不断自转着的、蓝白相间的精致
小球。就此，萨根评论说：这些照片有助于唤醒我们
对行星的迷糊意识。它们提供无可争辩的证据，表
明我们大家同在一颗脆弱的行星上面。它们提醒我

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
上个世纪末，当“旅行者号”正接近太阳系边缘

时，萨根又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建议，不妨让“旅
行者号”转一下身，以便最后能够拍上一张太阳系
的“全家福”。这事办成了，并且同样令人震撼。据萨
根夫人安·德鲁扬回忆：“他（萨根）犹如《圣经》中的
先知，向国家航空航天局恳请：回首一顾兮，回眸一
盼———再回过头来，看一眼这颗小小的行星，看一
看它如今的模样。它现在不复是‘阿波罗号’（从月
球处）看上去那样充满整个镜头……而只是小小的
一个点……”

“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可谓是萨根别有
深意首创的名语，现在许多人都知道，它特指从
太空中遥望所见之地球形象。萨根有言：每个“最
高领袖”，每个劣迹斑斑的刁徒，每个大独裁者，每
个你曾经爱过的人，大家都出现在这个暗淡蓝点
上。大家斗得血流成河，可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
对一个小点上的一小块地方有片刻的控制权。

“引起我深思的是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饱
含国与国之间敌对与仇恨的太空飞行，却导致一
种令人震惊的超越国界的见解。只要你在绕地轨
道上花一点点时间凝视大地，你心中铭刻最深的
国家主义观念就会开始消逝。它们就像是在一枚
杏子上面小虫们之间的争吵。”

萨根有关环境保护和太空探索的一系列重
要观点，在 1994 年出版的《暗淡蓝点———探寻人

类的太空家园》一书中得到了体现。正如书名所
揭示的那样，该书的主题是地球，一颗自己不能发
光的蓝色行星，太空中一个暗淡的蓝点。“《暗淡蓝
点》讲述的是对我们的坐标、我们在宇宙中地位的
一种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仍然只是缓慢地为人
们所接受。”此书最后一章“踮着脚穿过银河系”，
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作者自己对人类未来的太
空家园的长远设想。

萨根反复强调这样一层意思：在浩瀚的宇宙
剧场里，地球只是一个极小的舞台。“有人说过，天
文学令人感到自卑并能培养个性。除掉我们小小
世界的这个远方图像外，大概没有别的更好办法
可以揭示人类妄自尊大是何等愚蠢。对我来说，
它着重说明，我们有责任更友好地相互交往，并且
要保护和珍惜这个淡蓝色的光点———这是我们
迄今所知的唯一家园。”

萨根实则是借由“暗淡蓝点”这一意蕴，期冀我
们能对人类真实的环境获得某种精神感悟罢。

在萨根诞辰 80 周年和《暗淡蓝点》英文版出版
20 周年之际，欣闻人民邮电出版社重磅推出《暗淡
蓝点》中译本纪念版，并将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
中国科普研究所联合举办萨根作品研讨会，我想，
这对萨根无疑是个极好的礼赞。

《暗淡蓝点———探寻人类的太空家园》，卡尔·
萨根著，叶式辉、黄一勤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出版

我们生活在一个“暗淡蓝点”上
姻尹传红

书里书外

“如果有一天，你的胸前挂着 8 倍望远镜，你
想看清飞过你眼前的每一只鸟儿。这时候，你会
想，也许我们的生命，应当重新开始。”这是致力
于环保的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新书《鸟鸣花
落》封底上的一句话。

在 2006 年出版《拯救云南》后，冯永锋近些
年出版了多部有关环保的报告文学、评论、环保
人物等类的书。《鸟鸣花落》略有些不同，这本随
笔集收录的是一组关于鸟类观察的文章。

与许多野外观鸟类书籍不同，作者没有分门
别类地介绍鸟类知识，除了描述在观鸟活动中看
到的那些鸟外，更多地穿插了他对中国鸟类观察
的现实状态及博物学的思考。

观鸟的感动

虽然生长于乡村，冯永锋对鸟儿也没有多
少认识，甚至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观鸟始于
2003 年。

大概是九十月份的一天，自然之友组织了一
次北京汉石桥湿地公园观鸟活动，在妻子和朋友

的鼓动下，冯永锋“被迫”参加了这次活动，“到了
地方，我都不想下车。”没想到，这么一次本不情
愿的活动却让他对观鸟立刻有了兴趣，回家后不
久，他就买了一架 3000 多元的望远镜。

胸前挂着望远镜、包里背着砖头般的《中国
野外鸟类手册》，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观鸟历程。

每年的十月份前后是候鸟迁徙的季节，冯永
锋开始随同民间观鸟团队，到北京的圆明园、天
坛公园、香山公园及一些湿地公园等地观鸟，有
时也到河南董寨、山东东营等地观鸟。

“观鸟有一个很大好处，会让你感觉周边的
事物丰富了，到哪儿都不寂寞，看风看雨看水看
花看鸟都可以。”冯永锋说，自然界就像一个大剧
场，时时都有丰富的内容在上演，根本不愁没看
的。不一定非要去那些著名的观鸟地，即使去他
家附近的陶然亭公园，也能有很多收获。

2004 年后观鸟次数多了，冯永锋就有了感
动，开始写些文章，也就是说，《鸟鸣花落》收录的
大多是他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间写的文章，“当
时对这个领域不熟悉，反而有冲动要写这写那，
特别熟悉时写作的冲动不强，很奇怪，可能没有
神秘感了。”尽管一直还观鸟，文章却不写了。

“我只会写东西，因此，写点什么是一定会自
然发生的。很随性地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就结束
了。”冯永锋回忆大概在 2007 年一次去宁夏沙湖
采访，回来后，写了几百字，就停顿了，从此很少
再写观鸟的文章了。

尽管说不知道，但也是有迹可寻的。冯永锋现
在做的环保是参与性强、需要现场救援的。而观鸟
则更平静更闲适，“重新再读这些文章，也惊讶我会
用这样的文字去写，写得好平和呀。”他笑道。

发现的眼睛

冯永锋特别爱提到他在北京生活多年后回
到闽北老家的感受。热衷于观鸟后的一年他回到

家乡，这次是带着望远镜去的，“用望远镜一看，
各种鸟像子弹一样向我扑面而来。”这让他有很
深的触动，“生活了近 20 年的家乡，我的眼睛长
到哪里去了？鸟、植物、昆虫都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见？”成了冯永锋那些年追寻的
问题，最后他思考点落在“阻隔”一词上。

“通过观鸟，会发现我们对自然界非常陌生
且非常隔合。”说着这话时，他指着落地玻璃窗户
外面说，这棵法国梧桐，那边的牵牛花，其实就在
大家面前，却与人之间有一种无形的隔断，所以
人们不会和它产生关联，“这是我们对待自然界
的态度”。

然而，从一直在农村生活、劳作的父亲身
上，冯永锋看到更多与自然的关联，这让他思
考，或许有文化的人离自然界更远，离开乡土，
就发生改变了。“我们开始只是怕老虎、蛇，后来
怕一切骚扰人的如蚊子、苍蝇等，再之后是远离
太阳、风雨，每天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里。这
是一个人越来越离开自然界的过程，在这样的
发展趋势下，个体再不与自然界沟通，两者没有
关系了。”

观鸟让他对 博物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博物学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自然界全开放，什
么都可以慢慢地认知，只要你打开心里的隔
断；二是无目的，没有投资的心态，也不是为了
得到什么。”

在别人认为，自然观察都是需要一些知识
的，在冯永锋看来都没有问题，无论是文科生还
是理科生，学什么专业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
有与自然界对话的“能力”。就像他从居住的 15
楼往下看，有一对喜鹊在筑巢，他决定认真观察
它们，同样也能如此观察植物，“植物不仅是春天
开花好看，发芽时、有虫在它身上时、开花时、结
果时、果实落时，甚至冬天叶子吹光只留下树干
时都好看，各种状态都很漂亮”。

到北京香山观鸟时，冯永锋会想到，那些喜

爱登山的人如果也同时观鸟、观察植物，或者学
点生态知识，该多好呀。但这种人人都成为志愿
型“博物学家”的念头很快就打消了。他深感中国
传统是没有自然观察的体系，这也是促使他写文
章的原因之一。

从观鸟到护鸟

北京有两支比较大的鸟类调查团体，自然之
友野鸟会和北京观鸟会，冯永锋有时会参加他们
的活动，同时也会参加其他观鸟会，渐渐对国内
的观鸟组织有了一些了解。在书中他写道：“观鸟
在中国不算普及。”

经过 10 多年，中国的观鸟组织现状如何？“没
有质的变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地的
观鸟组织一直都存在，只是人数有一些增加。

“他们追求新鸟种的发现等，但很遗憾的是，
他们没有在鸟网的拆除，或者鸟类伤害的问题上
做一些事。”冯永锋说不是想诟病他们，只是希望
更多人重视对鸟的保护。

近年来最大变化是摄鸟一族的兴起。“我觉
得很糟糕的是，他们中有的人为获得拍摄自己需
要的场景和效果，如拍母爱，会用诱拍的方式。”
冯永锋对此很忧虑，鸟类生活也是有隐秘的，摄
鸟者会把外面的遮挡拆卸，几十台如“大炮”般的
照相机盯着那一只或者几只鸟。

观鸟更为直接的结果则是，2007 年冯永锋开
始做中国环境问题干预时，就想到了“自然大学”这
个词，“自然大学首先强调的是亲自到自然界去观
察，不是在屋子里乱想，自然观察是最核心的”。

“我们参与一个项目叫作‘让候鸟飞’，做的
是鸟类保护的工作。”现在“护鸟”是冯永锋的环
保工作重点，是为维护自然界这些生灵的自由与
尊严而努力的新方向。他认为，与观鸟流派、摄鸟
流派相比，护鸟流派是更需要推广的。真正爱鸟
的人，应当都参与护鸟。

日本女作家、《罗马人
的故事》 作者盐野七生的
2014 中国行始于 10 月 22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媒体
见面会。

历经 15 年撰写的 15
册《罗马人的故事》自出版
后，在日本获奖无数，销售
量超过 1000 万册，在韩国
也有 250 万册的销量。去年
年底这套书由中信出版社
出版，就获得极大关注，销
量超过 100 万册。

现年 77 岁的盐野七生
定居罗马 30多年，终身研究
罗马史，她自 1992 年开始到
2006 年，以每年一册的速
度，完成了这部时空纵深长
达近 1300 年的古罗马史。

“我 16 岁的时候读过一
本书，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
生。”盐野七生说她被地中海
所吸引、所憧憬，随后就到意
大利游学。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开始了有关文艺复兴的
写作，写了包括《威尼斯的女
人们》《佛罗伦萨的历史》等
20 多部著作。

之所以会选择写古罗
马史，“是从怀疑开始的”。她

说，出现文艺复兴就是因为怀疑，古罗马有
1000 多年历史，那时候没基督教，人们是怎么
活的？或者说，大家的疑问是，没有基督教时，
人们是抱着什么信念活着？

“在研究文艺复兴的过程中，不知怎么
的就怀念起过去了，慢慢就喜欢古罗马
了。”在感性表达后，盐野七生又理性地表
示，古罗马是文艺复兴意大利新的依靠，古
罗马就像欧洲的“母体”，毋庸置疑，其对世
界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罗马人的故事》是第一部由亚洲人写
的古罗马书，不但在日本，在韩国都受到欢
迎，“我没想过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在写罗马
史，我只是想写罗马史。”盐野七生说。

这套书在国内出版后，万科集团董事长
王石、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及学者
梁小民、刘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实上，在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一样，这套书不仅受到学
界的重视，而且备受商界、政界人士的推崇。
对此，盐野七生表示，她写这套书不是给现代
人作参考的，更不是以参考为目的来写的，只
是把那个时代忠实地、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
者。所以，有无参考价值，是读者读后的问题。
而且，她说现在社会变化太快，如果以现代人
的思维来写，不出 10 年就会过时。

古罗马近 1300 年的历史，在世界上也是
绝无仅有的，众多皇帝中有口碑好的也有不
好的，但盐野七生认为，古罗马作为一个大帝
国，其制度建设是最值得关注的，不完全在于
皇帝的品质和能力，“皇帝死了，帝国照样”。
因此，制度不崩溃是好制度的第一条件。

当天晚上盐野七生参加了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的历史论坛，据主办方介绍，
她还将在 10 月 24 日参加中国金融博物馆
的“盐野七生企业论坛”，25 日参加北京单
向街书店的读者沙龙活动。

《罗马人的故事》，[日] 盐野七生著，计
丽屏、刘锐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11 月
出版

从观鸟走向护鸟
姻本报记者 温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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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著名科学家的论文集，是科学传承和知
识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科学出版社早在 1979
年，就编辑出版了《竺可桢文集》，这是科学出版
社出版的第一部中国著名科学家的个人论文集。

1980 年，科学出版社又完成四部已故著名科
学家文集的编辑工作并陆续发稿，这就是《杨钟
健选集》《郭永怀文集》《朱洗论文集》第二集（第
一集于 1987 年出版）和《许宝騄文集》，不久正式
出版。这四位著名科学家都是我国各相关学科的
奠基人和重要学术带头人。他们的论文集都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如《许宝騄文集》（1981）。许宝騄
是与华罗庚、陈省身齐名的中国现代数学三杰之
一，国际著名的概率统计学家。这部文集收录了
他的主要论文 19 篇。1983 年，Springer 出版社出
版了许先生的得意门生、美国斯坦福大学钟开莱
教授编辑的许宝騄的英文版论文集。英文版论文
集以此书为基础进行编辑。

30 多年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科学家论
文集已有近百种之多。这里仅分类撮举其要如下。

在数学方面，科学出版社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初就出版了我国现代第一代数学家陈建功、熊
庆来等人的论文集和著名数学家关肇直的论文集
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又出版了《周毓麟论文
集》（1992年）、《胡世华论文集》（2008 年）等。其中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著作集。
华罗庚先生的主要数学著作，都是在科学出版社
出版的。2010 年,在华罗庚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推
出的九卷本《华罗庚文集》，包括数论 3 卷、代数 2
卷、多复变函数论 2 卷、应用数学 2 卷，囊括了华
先生毕生最主要的数学著作。

在物理学方面，科学社先后出版了《严济慈
科学论文集》（1986 年）、《王淦昌论文选集》（1987

年）、《张文裕论文选集》（1989 年）、《赵忠尧论文
选集》（1992 年）、《钱三强论文集》（1993 年）、《苟
清泉论文选集》（1992 年，续集，2011 年）等多种。

化学家文集方面，近年来科学出版社陆续出
版了《常文保科学论文选集》（2006 年）、《张乾二
院士论文选集》（2008 年）、《刘有成院士文集》
（2010 年）等书。

在生物学方面，科学社陆续推出《罗宗洛文集》
（1988 年）、《李继侗文集》（1986 年）、《谈家祯文集》
（1987 年）、《朱洗论文集》（1982 年、1987 年）、《秦仁
昌论文选》（1988年）等生物学家的论文集。进入 21
世纪，科学社出版的生物学家文集包括《阳含熙文
选》（2004 年）、《陈世骧文选》（2005 年）、《吴征镒文
集》（2006 年）、《李振声论文选集》（2007 年）、《周明
镇科学文集》（2009 年）、《走向宏观生态学———陈昌
笃论文选集》（2009 年）、《尹文英文选》（2010 年）、
《刘建康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文集》（2011 年）、《田
波病毒学文选》（2011 年）、《周开亚论文选集》（2011
年）、《唐崇惕文集》（2 卷，2011 年）、《钱迎倩论文集》
（2011 年）、《易伯鲁文集》（2011 年）、《王战文选》
（2011 年）、《林镕文集》（2013 年）、《张钟宁文选》
（2013 年）和《冯宗炜文集》（2013 年）等。

在地学方面，历年来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尹赞
勋文集》（1984 年）、《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

（1993 年）、《叶连俊文集》（1993 年）、《张文佑文集》
（1992 年）、《自然地理与环境研究 / 黄锡畴论文选
集》（1996 年）、《赵松乔文集》（1998 年）、《曾昭璇教
授论文选集》（2001 年），《熊毅文集》（2003 年）、《方
俊院士文集》（2004 年）、《王鸿祯文集》（2005 年）、

《青藏高原隆升与亚洲环境演变———李吉均院士
论文选集》（2006 年）、《李德生文集》（2007 年）、《徐
克勤文集》（2007 年）、《涂光炽学术文集》（2010
年）、《汤鸿霄环境水质学文集》（上下，2010 年）、

《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与实践：陈才教授著
文集》（2010 年）、《徐世浙院士文集》（2012 年）、《李
文华文集》（2013 年）、《傅家谟文集》（2013 年）、《金
翔龙文集》（2013）年、《黄土地貌·土壤侵蚀·水土
保持：甘枝茂论文选集》（2013 年）、《周锡元院士论
文选集：地震工程和防灾减灾研究与实践》（2013
年）、《滕吉文文集》（1~5 卷，2014 年）和《徐厚泽院
士文集》（2014 年）等多种。

在技术科学方面，近 10多年来科学出版社出
版了《宋健科学论文选集，1962—1997》（1999 年）、

《林同炎文集》（1999 年）、《颜鸣皋院士论文选集》
（2000 年），《徐祖耀文选》（2001 年、续集，2010 年）、
《余常昭水力学论文选集》（2003 年）、《谈镐生文集》
（2003 年）、《陈绍蕃论文集》（2004年）、《钱七虎院士
论文选集》（2006 年）、《陆培炎科技著作及论文选

集》（2006）年、《王阳元文集》（第二辑，2006 年）、《杨
芙清文集》（第二集，2006 年）、《谢友柏文选———摩
擦学、现代设计》（2006 年）、《塑性成形理论与实践
中的创新———王仲仁文选》（2007 年）、《周尧和院
士文集》（2007 年）、《孙伟论文选集》（2008 年）、《秦
树人教授科技论文选集》（2008 年）、《汪旭光院士
论文选集》（2009 年）、《非平衡热力学进展———曾
丹芩论文选集》（2009 年）、《凝固科学技术与材料
发展———傅恒志院士从教 60 周年科技论文选》

（2009 年）、《刘润生文集》（2011 年）、《陈国良院士论
文选集：高铌含量钛铝金属间化合物合金部分》

（2012 年）、《思路与反思：齐康规划建筑文选》（2012
年）、《水处理理论技术与水污染防治方略———王宝
贞师生论文选集》（2012 年）等。

科学社出版的科学家文集的著者，有竺可
桢、陈建功等我国现代第一代科学家，有钱学森、
王淦昌、钱三强、赵忠尧等“两弹一星”功勋科学
家，有华罗庚、秦仁昌、涂光炽等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获得者，有袁隆平、刘东生、李振声等国家
最高科技奖得主，更有大批两院院士。他们的文
集，不仅是世界科学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中国现代科学从奠基到发展壮大的见证。例
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英文论文集《钱学
森文集，1938—1956》，就包含了钱学森先生在美
国学习和工作期间的主要论文 51 篇，体现了他
从一名博士生成长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大师的过
程。正如郑哲敏先生评论说：“不仅力学工作者可
以从阅读《文集》中获益，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相
关领域的工程师、教育家、科学史和工程技术史
专家、科学和技术管理专家等也都可以从中得到
有益的知识。”科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著名科学家
文集，大都可以作如是观。

大科学家的论文集
姻王扬宗

新书上架

1.《核电 雾霾 你》，郭位著，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4 年 10月出版

荩本书作者是首位受邀进入福岛附近
区域的外国安全可靠度专家，他以福岛核
事故为鉴，剖析管理缺失、人为疏忽等原因，
提醒大家要探讨能源与环保政策走向，以
找到能源供应、经济增长、可靠度与可持续
性之间的平衡点。

2.《想象：创造力的艺术与科学》，[美]乔
纳·莱勒著，简学、邓雷群译，浙江人民出版
社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出版

荩书中的问题，如左脑还是右脑更擅长
创造、爱做白日梦是否更有利于发挥创造
力、鲍勃·迪伦怎么创作歌词等，都围绕“我
们如何想象”这一主题来探讨。

3.《BBC“奇迹”系列：生命的奇迹（彩
印）》，[英] 布赖恩·考克斯、安德鲁·科恩
著，闻菲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出版

荩作者将带我们踏上一趟不可思议的
旅程，去发现一些基本规律是如何催生出
宇 宙中 最 为复 杂 多样 且独 一 无二 的 力
量———生命的。

4.《人生必读书：中国通史》，张琪著，山
东美术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出版

荩本套图书选取了多部中外名著典籍，
加以精编缩写和插图点评。全书按照历史
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阐述，涉及历史、地
理、军事等方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制
度、民族等多个领域。

5.《没错，我是化学元素周期表》，郑立
寒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10 月出版

荩作者运用拟人手法，将各种化学元素
化为活灵活现的人物，通过一场盛大的运
动会，将它们各自的特性及在生活中的应
用表现出来。

6.《不听话的大脑》，[美] 杰夫里·施瓦
兹、丽贝卡·格拉丁著，王素敏、王秀文译，湖
南科技出版社 2014 年 9 月出版

荩本书的目标在于教读者识别欺骗
性大脑信息、摆脱不良习惯，从而远离那
些无益于自己的错误信息，过上健康充实
的生活。

7.《大宇宙微解码》，[美] 马库斯·尚恩、
霍弗特·席林著，王金、刘晓丹译，陕西人民
出版社 2015年 1 月出版

荩本书解答了 140 个关于宇宙和地球
的重大问题，从最简单的如夜空为什么是
黑色，到最具挑战的如什么是类星体、宇宙
大爆炸前发生过什么等。这是一本了解宇
宙和世界的入门级科普读物。

8.《一面多彩的镜子》，[美]弗里曼·戴森
著，肖明波、杨光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出版

荩本书探讨了生物科技发展的未来前
景、生命的宇宙维度以及生物学与宗教的
交汇融合，作者以优美而富于表现力的文
笔、清澈而明晰的激情，让宇宙展现在我们
面前。

9.《西游漫话：同猴哥一起论道科学》，
李耀俊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
出版

荩本书对《西游记》中蕴涵的自然科学
知识进行挖掘分析，以通俗易懂、幽默诙谐
的文笔，配以翔实细致的图片，使读者在文
学阅读中思考其中的科学原理。

10.《安溪寻茶记：名山、名茶、名人》，谢
文哲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 11 月
出版

荩本书以人文为关注点，循着茶叶的
脉络，勾连出一张安溪茶叶的“江湖图
谱”，另外配有 230 多幅精美照片以及名
山图谱，为读者呈现出安溪独特的风土
民情。

（信息来源：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当当网）

《鸟鸣花落》，冯永锋著，王景和摄，知识产权
出版社 2014年 8月出版

综合篇

科学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