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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曼猜想漫谈》，
卢昌海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

卢昌海：科普创作很困难也很欣慰
当记者问《黎曼猜想漫谈》为何能获得原创类的金

签奖时，卢昌海表示他也“无从确知”。
黎曼猜想是当前数学界最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难题，

作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卢昌海向
记者谈及他对专业科普、“跨界”创作等话题的思考。

《中国科学报》：《黎曼猜想漫谈》出版后可以说是
好评如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和从科学史的角
度来写有关？

卢昌海：《黎曼猜想漫谈》得到好评，可能是因为专
业科普不回避必要的技术细节，从而能更深入地阐释
主题，并且能达到普通科普难以企及的明晰性。国内这
种类型的原创作品目前还比较少，可能多少也沾了点

“物以稀为贵”的便宜吧。
这本书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黎曼猜想的研究历

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确实是从科学史的角度来写
的。不过更细致地讲，该书的结构并非严格依照历史顺
序，而是首先作了逻辑上的划分———分为破题、数值计
算、解析研究、拓展四个部分，其中数值计算和解析研
究两部分各自沿袭了历史顺序，破题和拓展两部分则
更多地着眼于对数学内容本身的阐释。

《中国科学报》：你曾提到写专业科普不会放弃公
式，这样的话会不会限制阅读人群？

卢昌海：这本书穿插了很多数学家的故事，这有可
能起到了独立的吸引作用，我曾见到有读者表示虽然
一个公式都没看懂，却还是喜欢这本书。从这个意义上

讲，虽然专业科普确实会限制阅读人群，但这本书由于
兼具了普通科普的一部分特色，从而很幸运地挽留住
了一部分喜爱普通科普的读者。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不仅得到普通读者的认
可，也得到数学家的认可，你学的是物理专业却写了
一本数学科普书，这有障碍吗？

卢昌海：如果要在数学以外举出一门与数学最接
近的学科，那应该就是物理了。物理不仅用到大量的数
学，而且在逻辑严谨性上也是最接近数学的，甚至还在
历史上对数学的发展起到过促进作用。因此对我来说
虽属“跨界”写作，却只是跨到了“兄弟”学科上。

我写科普常怀有一个“自私”的意愿，那就是趁写
作的机会自己也学点东西。有一句话据说出自美国物
理学家、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
奥本海默：最好的学习方法是讲授。对于不是老师的我
来说，最接近“讲授”的方法就是写作，因此我喜欢写一
些与自己专业相近但不同的题材，以便能多学点东西。

《中国科学报》：你是否认为，科普书的写作不受专
业的限制，或者说有一定的理科背景就可以？

卢昌海：理科背景对于“跨界”写作有很大的助益，
因为不同的科学分支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那就是科
学方法。

不过，每个科学分支都有属于自己的知识积累，这
对于“跨界”写作是一种壁垒，需要通过认真的学习来消
除，否则会有落笔就错的危险。很明显，与自己的专业相

距越远，知识壁垒通常就越高，“跨界”的难度也就越大。
因此，虽不存在严格的边界，“跨界”写作的范围是

有讲究的。对于我自己来说，通常选择天文和数学作为
“跨界”范围，除了与物理最为相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
是天文和数学一直就是我最喜爱的学科，原本就有一
定的基础。

《中国科学报》：你写这本书历时 8 年才完成，这么
长时间，除了没有约稿的时间限制，是不是还因为创作
过程遇到了困难？

卢昌海：虽不是“历时 8 年”的主要原因，但困难
确实是有的。最大困难也是来自刚才提到的知识壁
垒。这本书最后有关“山寨版”和“豪华版”黎曼猜想的
部分还是涉及到了我以前不曾或很少涉猎的知识，因
此花了很多精力去学习。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那部分
从逻辑结构到内容编排都成为了全书中最独特的。

美国物理学家费曼在自传中提到过他的一个习惯，
那就是在学一样东西时采用一个在学习过程中能随时
印证的简单例子。我在介绍“豪华版”黎曼猜想时也引进
了一个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采用过的简单例子。那部分
内容发表后，有读者表示自己原本最怕代数，但看了我
的介绍“感觉就不一样了”“立刻就明白了”。中国科学院
院士、数学家王元和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副所长扶磊教
授也对那部分内容给予了好评。这些都是让我最感欣慰
的，一件事情往往做的时候越困难，做成之后就越欣慰，
这大概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吧。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数学科普
作家李毓佩 1977年开始从事数学科普
创作，30 多年来，出版各类科普作品
100 余部。他的作品多次获奖，曾荣获

“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少儿读
物一等奖”、2010 年获国家科学进步奖
等。此次获奖，可谓是实至名归。

此次获奖的书是“读故事 学数学”
丛书，和李毓佩的其他书一样，面对的
对象是小学生，都是用讲故事的形式来
写的。不同的是，这个系列与课堂教学
拉得更近了，在每篇故事后面，有数学
知识点的归纳总结，有相关的趣味题，
并配上全彩色插图，而且低年级一册还
注有拼音。

“我想着中国孩子数学学得太苦，
除了做题也不知道为什么，太盲目。故
事让孩子们知道生活当中有很多数学
问题，数学是有意思的、好玩的，好玩的
目的就是让孩子好好学呗。”李毓佩说，
也能让他们学数学由被动变为主动。

谈祥柏、张景中、李毓佩被称为数
学科普的三驾马车，可他们三人中“最
年轻”的李毓佩今年都已 76 岁，在谈到
青少年数学科普写作后继乏人时，李毓
佩也非常感叹。

李毓佩曾在首都师大开过三年科
普写作的公开课，当时听课的学生挺
多，他们很认真也觉得有意思，但让他
们自己创作时，居然没有一个人写出
来，“连模仿得比较好的都没有。”李毓
佩感觉很无奈。

给青少年写科普说简单也简单，就
4个字：深入浅出。可要做到并不容易。

“首先，创作者要有较高的数学素
养，其次要把内容讲得特别浅显。”李毓
佩说，他在讲故事时，特别注意把数学
思想贯穿在其中。

“数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简洁
性，也就是说数学要用最简洁的形式表
现出来。二是数字与图形的结合。”李毓
佩告诉记者，他就是想在故事里还原数
学的这些思想，即讲出数学最初的思想
是什么，怎么把具体的变成抽象的等。

“也不可能讲太多，会有意识地加在里
面，主要是讲故事，让孩子们有兴趣。”

谈祥柏、张景中、李毓佩的科普创作各有特
点，李毓佩擅长讲故事，“至于怎么想到的，我也说
不清楚，最怕别人问我‘为什么把 0 当国王，把 1 当
司令’这样的问题。”李毓佩笑道，或许是和他小时
候看了太多的武侠小说有关。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温新红采写）

原创类佳作奖

《钦州的白海豚》，潘文石等著，北京大学出
版社

@潘文石（作者）
获悉《钦州的白海豚》获奖，我们感到十分高

兴。这本书的写作思路在于展现存在于钦州的这
个生命奇迹，用温暖的话语和实景照片打动每一
位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读者的心。

目前全球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瓶
颈，我们写此书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展现我们
的白海豚保护研究成果与钦州人民在寻求经济发
展的同时为保护白海豚所作的努力，和读者一起
探求一种新的保护策略，寻求 21 世纪人类穿越生
存困境的方式方法。

@黄炜、陈小红（编辑）
在《钦州的白海豚》一书的编辑过程中，充分

感受到作者团队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和对保护濒危
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殷切之情，感受到团队所拥
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深深体会到
他们为达使命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

《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
（第二版），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梁玲（编辑）
这本书以叶企孙的成长历程、治学经验、创业

经过和半世坎坷为主线，向读者展示了中国近现代
最杰出科学家的群像。本书用翔实史料证明，没有
这个科学家群体，我国科技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高
将难以有今天的成就。这些人多数已不在人世，有
些已到了耄耋之年，他们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成
才经验都弥足珍贵，并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叶企孙是一块基石，更是一面旗帜；他是科学
大师，更是良师益友。伟大的人，注定有一个不平
凡的人生。同时，叶企孙的悲剧，让我们扼腕叹息

之余，更应该对历史寄予深刻的反思。

《关注气候：中国气候及其文化影响》，林之光
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林之光（作者）
本书的主要意义，也是原创性之所在，是在中

国气候主要特点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建立了初步
的，但却是相对系统的联系。本书指出了形成中国
传统文化的外因中气候条件是主因。中国传统文
化因此在世界上极具特殊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必须要有自然科学家的参与。

气象科学与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喜闻乐见
的古诗词、成语，使本书读来更加亲切。

@张婧、郑凤杰（编辑）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

最近 100 年来，全球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书
独辟蹊径，在介绍中国气候特点及其成因的基础
上着重分析中国气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
联性，讲述中国气候与中国古代二十四节气、中
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及中医科学等方面千丝万缕
的联系，文字科学严谨且颇具趣味性。本书也是
气候与文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完美契合。

《怅望山河》，朱幼棣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朱幼棣（作者）

《怅望山河》的写作开始于 2008 年，其时《后
望书》刚刚出版，反响较大。我想继续研究大江大
河、水利工程与文明演化。这年 5 月，汶川地震极
大地震撼了我。我隐隐地感到，大地震的触发或
诱发，可能与人类超强度开发有某种关联。龙门
山断裂带由三条大断裂组成，由于有后龙门断裂
带的阻隔，发生在龙门山中央断裂带的强震已经
少见，而这次为什么震中是映秀与紫坪铺库区的
重叠？

2013 年秋天，《怅望山河》关于地震的论点，得

到了原地矿部长、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的肯定，
他为再版写了题为《地学情结，带砺山河》的前言。
汶川大地震后，我预测西南下一个大地发生的哪
里时，指出了映秀—北川断裂的西南方向，后来得
到了雅安芦山地震证实。宋瑞祥特地用红笔在书
上把它划了出来。

大师缺失的时代，我们必须努力超越思想的
局限和知识的边界。本书的后九章，继续对工业
化、江河治理与文明关系深入研究。仅仅过去了几
十年，中国的河流湖泊，发生了多么巨大变化，或
干涸断流、或有水皆污，跨流域的调水越来越频
繁。后三峡时期，长江中下游水生态环境突变的风
险，比工程本身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想，科学世界里，应不止一种声音，路径的
选择也不止一种。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是不能被
部门和集团的利益所分割和遮蔽的。本书所关注
的大江大河治理，都是争论很大的敏感话题。应有
更宏大的襟怀，从水圈生物圈大气圈和岩石圈角
度，从历史进程和文明演化的维度上加以科学审
视———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只有医生知道》，张羽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赵娅（编辑）

《只有医生知道》主要是有关女性身体的百科
全书，介绍了数百个和女人身体、生命息息相关的
医学知识。

除了丰富的内容知识外，作者开创了一种西
医写作的新风格，寓知识于故事，她用了几十个很
生动的实际故事来介绍医学知识，使科普不再那么
乏味。用小说的形式阐述出来的话语清晰而深刻。

正如她自己所言：“我是从真正临床工作的水
深火热中摸爬滚打过来的，这本书里的故事是真
实的，情感是真切的，科普是动真格的，字里行间
是掏心掏肺的。”这本书中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
儿，其实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译作类佳作奖

《可畏的对称———探寻现代物理学的美丽》，
［美］徐一鸿著，张礼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礼（译者）
1980 年我在广州基本粒子会议上得以认识

徐一鸿教授。青年才俊的他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此后了解到，他不仅在粒子理论和凝聚态理论研
究方面有诸多贡献，而且是知名的科普作家。读
了他的两本畅销书《可畏的对称》和《爱因斯坦的
玩具》，感到这两本书不仅用通俗和风趣的语言
给读者解释了高深的道理，而且深入地讲解了物
理概念上的突破，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因此我很
愿意将这两本书翻译成中文。在翻译过程中深深
感到阅读的乐趣。对于他的著作获奖，我也感到
很高兴。

@朱红莲（编辑）
张礼先生是理论物理学家，他翻译这部科普

图书，保证了书中物理概念的准确。本书介绍了爱
因斯坦和他的追随者们，通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建
构了近代物理学基础理论的框架。他们将对称性
作为指导原则，并深信这是揭示自然基础设计秘
密的钥匙。

《继续生存 10 万年：人类能否做到？》，［瑞士］
罗格·博奈、罗德维克·沃尔彻著，吴季等译，科学
出版社

@吴季（译者）
纵观人类发展，从直立行走的智人到当代社

会，也大致经历了 10 万年的时间，影响我们人类
继续生存 10 万年的主要因素，就在于我们自身能
否做到可持续地发展。

如果真要不断地、持续地增长，并把上述发展
目标需要的增长放到 10 万年里，世界经济的平均
年增长率仅有 0.003%。可见人类继续生存十万年

的首要问题是达到致富后的稳定，而不是无限制
的指数增长。

这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还在于它不但提出了
问题，还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如何实
现全球管理。

@胡升华（编辑）
与形形色色的科幻作品不同，这本书以丰富

的科学资料、严谨的写作风格和广博的科学视野
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我们深入理
解人类生存的环境、从全球的视野看待中国发展
也有积极意义。

《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美］斯蒂
芬妮·萨顿著，李若虹译，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若虹（译者）
正如一位用心的读者所言：“同一个洛克，也

许有人读出了一个投机分子，有人读出了一个独
身主义者，有人读出了一个离经叛道者，有人读出
了一个文化优越论者，或者一个刻苦的植物学家。
不管是什么，洛克没有被社会同化。他是一个特立
独行者，一个爱财如命、也挥金如土的异己分子，
一个不需要老婆、孩子，不需要固定的处所，不需
要宗教伦理，蔑视一切世俗又不能免俗。”归根结
底，他是一个失去了家园的孤独者，一位世纪之交

“失落的一代”的代言人。
虽作者 40 年前写成此书，但国内一直没看

到基于现存的一手史料著成的洛克传。这本译作
向汉语世界的读者展现了约瑟夫·洛克这位杰出
的植物学家、探险家和考察家孤僻、独特而又丰
富的一生。

@吴慧（编辑）
不回避传主性格中的弱点，没有把传主写成

高高在上的探险家，是本书打动我的地方。核对
地名翻译时，能深深体会到译事之难以及译者的
用心。是一本在编辑过程中就能阅读的书。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程光胜谈起《鼠疫
斗士———伍连德自述》的翻译，非常感慨，因为能将这部
书翻译成中文，与伍连德在中国“重新发现”不无关系。

伍连德是我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现
代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在 1910 年至 1911 年之间，
他临危受命，负责组织扑灭在东北暴发的肺鼠疫大流
行。1911 年 4 月，由伍连德主持的“万国鼠疫研究会”的
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在沈阳召开。他因此而在 1935 年成
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候选人。

不过，伍连德早在 1937年就返回了出生地马来亚，
又因各种原因，他的名字后来逐渐被国人遗忘。

“我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才偶尔知道伍连德的。”程
光胜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惊讶于伍连德的成
就，向当时健在的老先生询问了伍连德的事。之后，伍连
德进入到程光胜视野，除了在北京查找资料，他还到广
州、上海、南京及哈尔滨的相关档案馆寻找。

2003 年 SARS 期间，程光胜撰写了一篇长文，介绍
了伍连德当年在东北防疫的事迹，并发了些感慨和建
议，发表在媒体上。

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伍连德，
尤其是 SARS 之后，国内还出现一批“伍迷”。王哲
的《国士无双伍连德》和礼露的《发现伍连德》两本
书的出版便是例证。

非常遗憾的是，《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一直没
有完整地翻译成中文。

这部自传是伍连德晚年所写，1959 年由剑桥大
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回顾和总结自己近 80 年的
人生历程的同时，伍连德以一位海外华人的视角，
描绘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世界、南洋和中国
的方方面面。

程光胜告诉记者，新加坡华人徐民谋曾节译过这部
书，主要是伍连德的生平经历，但只有不到 10万字。

终于，在 2011 年 4 月召开的纪念“万国鼠疫研究
会”100 周年研讨会上，程光胜携刚刚出版的《鼠疫斗
士———伍连德自述》中译本上册到会，引起了国内外多
家媒体的关注。到 2012 年初，该书的下册也出版了。整
个翻译过程历时近两年。伍连德自传出版半个世纪后终
于有了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一书的翻译工作由三
人共同完成。由程光胜、马学博翻译，王丽凤校对。他们
三人各有分工，缺一不可。

王丽凤是新加坡的电视制作人，曾拍摄过大型专题
纪录片《伍连德博士传》。在新加坡生活的伍连德的女儿
伍玉玲希望王丽凤能找人翻译这部自传。

在国内，“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编委会找
到程光胜，希望他能翻译该书。

“我结识王丽凤，是因为她拍摄那部电视片时找过
我。”程光胜说，通过王丽凤他得到伍玉玲的翻译授权，
并要求在纪念“万国鼠疫研究会”100 周年大会时，即
2011年 4月前出版。

那时已是 2009 年底，这么短时间翻译出版一部 60
万字的书非常困难。于是，程光胜又邀请了哈尔滨医科
大学从事东北近代防疫史研究的马学博一块翻译，“我
和马学博也是因伍连德相识的”。

尽管从事专业翻译近 60 年，程光胜说这部书
翻译起来并不容易，“译文在我们 3 人间传阅修订
不下 10 遍”。

“马学博在吉林、沈阳档案馆查了伍连德当年的史
料。我找到流行病研究所专门研究鼠疫的专家了解情
况。”程光胜说，王丽凤为解决南洋人名地名和习惯用语
的翻译问题，还特意到马来西亚去了几趟。

程光胜告诉记者，因为这部书是伍连德晚年在海外
撰写的，所以有一些记忆上的错误。考虑到口述史本身
的特点，还是按照原文翻译，只是对一些非常明显的错
误如历史名人生卒年等，作了适当修订。

“中文版尽可能忠实于作者原意，因为要充分掌握
伍连德提供的史料，了解当时的鼠疫防疫及科学界状
况，也就是说这部书的史料价值是我们最看重的；其次，
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程光胜总结道。

《鼠 疫 斗 士———
伍连德自述》，伍连德
著，程光胜、马学博
译，王丽凤校，湖南教
育出版社

第七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获奖图书专题

程光胜：“重新发现”科学家伍连德

隗 隗

7 月 5 日，第七届吴大猷科
学普及著作奖在台北揭晓。由本
报推荐的大陆地区作品《黎曼猜
想漫谈》获原创类金签奖，《鼠疫
斗士———伍连德自述》获翻译类
银签奖，“读故事 学数学”丛书获
青少组特别奖，另有《钦州的白海
豚》等 8本书获佳作奖。本期读书
版特推出专题，约请获奖作者、译
者和编辑谈谈获奖作品及其背后
的故事。

编者按

原创类金签奖

译作类银签奖隗

青少组特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