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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团队成员为何均为戴罪之身
姻隋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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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改看中短篇科幻小说
后，我的偏见逐渐改变，恍然悟到
原来科幻小说是讲哲学的。】

碟碟不休

镜中
姻张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涩。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摘自《读首诗再睡觉》，读睡工作室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8月出版）

美洲大地原来是原生态的“伊甸园”，自从哥伦
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移民大批拥入，经过几个
世纪的耕耘，原始生态的大地也发生了惊人变化：一
方面是工业文明催生了城市诞生、农田开垦、交通网
延伸和工厂矿山的崛起；另一方面，人类对大自然无
止境的索取，森林的滥砍滥伐导致了水土流失、沙漠
化、土壤侵蚀、草场退化日益加剧，以及接踵而至的
河流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这种工业文明伴随
的负面效应到了 19 世纪末已经非常明显，引起社会
的广泛关注。于是人们掀起保护自然资源的运动，呼
吁保护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一种崭新
的呼唤人们回归大自然、讴歌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的
生态文学诞生了。

谈到美国生态文学，不能不提到约翰·缪尔（John
Muir 1838~1914）的名字。

约翰·缪尔生在苏格兰。1849 年随全家移居美
国，在威斯康星的农场长大。他在威斯康星大学上了
几年学，但没有毕业，于是一边打工，一边开始了一
生寻访大自然探险的漫长旅程。缪尔是美国早期环
保运动领袖，创建了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组织山岭环
保俱乐部。他不仅撰写了大量大自然探险的随笔和

专著，深受读者喜爱，成为美国生态文学的经典；而
且身体力行，多方奔走，促成了对约瑟米提山谷等荒
野的保护。在他的晚年，1903 年，66 岁的缪尔陪伴美
国总统狄奥多·罗斯福在约瑟米提度过 5 天，他们一
起攀岩登山，在冰川峡谷、湖泊溪涧盘桓，夜幕降临
他们在林中空地燃起篝火露宿……罗斯福总统由于
这次与缪尔的历史性会晤，领略了约瑟米提的迷人
景色，回到华盛顿后，决心加强联邦政府对自然遗产
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宣布创建 53 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6 个国家纪念保护
区，6 个国家公园。缪尔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
之父”。

《夏日走过山间》（邱婷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年 7 月）是缪尔的代表作，也是美国生态文学
的一部经典。1968 年 3 月，缪尔抵达旧金山，得知
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偏东，有个叫约瑟米提的地方，
他随即前往。他被约瑟米提山谷深深地吸引住了。

“约瑟米提”在印第安语中是大灰熊的意思，这里
位于景色宜人的山谷中，有瑰丽的冰川、高大的红
杉林，绿色的高山草地和茂密的森林，其间点缀星
罗棋布的湖泊和闪光的溪流，1869 年 5 月，缪尔获
得了再次访问约瑟米提的机会，有一位牧场主德
莱尼给缪尔提供了一份工作，“雇我与他为牧羊人
以及羊群一起去默塞德河、图奥勒米河的源头放
牧———那正是我一心向往的地方。”于是从这年 6
月 3 日到 9 月 22 日，缪尔在一只小狗陪伴下，与牧
羊人一道，随着 2050 头羊，再次进入约瑟米提，《夏
日走过山间》这本日记体的散文，便是这次别致的
山间生活的收获。

《夏日走过山间》以第一人称忠实地记录了作者
在约瑟米提的夏天的所见所闻，他像一个勤劳的画
家，饱蘸着激情之笔描绘着壮丽的山川：雄奇的山岭、
银色的冰川、奔腾的溪流、宁静的湖泊和飞流直下的
银瀑，甚至连一块顽石，一株挺拔的树，野生的百合花
和林中的小鸟、黎明的曙色、夜空闪耀的星星，在缪尔
眼中都是那么神奇、动人，充满灵动的生命。他是怀着
虔诚的心情，描绘大自然的壮丽给予心灵的感受，也
以真诚的欢欣将这种朴素的感情诉诸文字，以讴歌大
自然的大美。“感受约瑟米提的伟大，比试图去理解或
者用任何方法解释，都要更容易些。岩石、树木、溪流
是如此细致和谐，它们各自的雄伟几乎都被这和谐所
掩盖。三千英尺的峭壁上密密地覆盖着高大的树木，
就像低地山丘边缘上的青草一样，延伸到这些峭壁脚
下的是一英里宽、七到八英里长的草带，看上去就像
是一个农夫能在一天里割掉的草皮。五百英尺到一
两千英尺的瀑布，在它倾泻而下的峭壁面前是如此渺
小，仿佛是一缕青烟，一朵白云，但它的声音却充斥着
整个山谷，震撼得地动山摇。沿着西边绵延的大山，前
面耸立的穹顶山，以及之间波涛般起伏的山脉，一浪
高过一浪，它们的山谷里长满了宁静的深色树林，生
机勃勃而美丽无比……”

这类生动的描写比比皆是，《夏日走过山间》与生
态文学的许多佳作一样，正是以精彩绝伦的文字，真
情毕露的情感，多姿多彩的画面，将大自然的壮美展
现在人们面前，以唤醒人类的良知：去热爱大自然，热
爱生育抚养我们的这片大地吧。（当然也有不少生态
文学作品是以揭露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为主，《夏日
走过山间》涉及这方面内容不多。）

讴歌大自然之美
姻金涛

【罗斯福总统由于这次与缪尔的历史
性会晤，领略了约瑟米提的迷人景色，回到
华盛顿后，决心加强联邦政府对自然遗产
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后他颁布了一
系列法令，宣布创建 53个野生动物保护
区，16个国家纪念保护区，6个国家公园。】

神奇的种子香椿籽
姻金波

2014 年 10 月 23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介绍了世
界上最早的科普著作之一、1834 年出版的 On the
Connexion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论物质科学的关
联》）。

1830 年，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写信给自然哲学
家威廉·惠威尔（他于 1834 年创造了“科学家”这个
词），信中说，我们急切需要“将科学每一具体分支的
已知东西加以消化……从而就已经完成了什么、还
有什么有待完成的问题提供关联性的看法”。

后人认为，自学成才的苏格兰女数学家玛丽·萨
默维尔（1780~1872）所写的《论物质科学的关联》这本
书便提供了“关联性的看法”。该书有 500 页，但没有
一个方程式，图表也很少，读懂此书不依赖于读者的
数学基础知识掌握量。她用逻辑清晰、表述明快的语
言描述了到那时为止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涉及天
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气象学、电磁现象等领
域，因而大受读者欢迎。在 1859 年达尔文的《物种起
源》问世之前，该书一直是英国最畅销的科学图书，
总共发行过 10 版，且进入了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美

国的图书市场。
玛丽·萨默维尔的父亲是位海军上将，她从小喜

欢在海边捡贝壳，观察海鸟，她父亲说她是“野孩子”。
15 岁时，她在一本女性时装杂志里读到了一点点代
数的内容，从此迷上了数学。晚上躺在床上，她会听
着海涛声在脑子里解方程。

18 岁时，她出落为一位大美人，正式进入了爱丁
堡的社交界。她父亲感到困惑的是，她除了喜欢画油
画、弹钢琴外，居然依旧热爱数学，这在有身份的年
轻女性中太反常了。她觉得自己应该在某个方面出
类拔萃，因为她深信，女性在创造力方面应该拥有比
前人所承认的更高的地位。她嫁给了一位海军武官，
但她丈夫 1807 年就去世了，那时她才 27 岁。

5 年后，她嫁给了自己的终生灵魂伴侣、爱好
科学的表兄威廉·萨默维尔医生。36 岁时，他们全
家移居伦敦，此时她已生了四个孩子。他们夫妇俩
在家里招待过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前面提到的惠
威尔、物理学家法拉第、数学家巴贝奇、地质学家
莱尔，等等。1830 年，应“有用知识传播学会”的邀
请，她把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译为
英文出版。因此，在英国议会一次就科学教育议题
展开的辩论中，有人说：全英国只有 6 个人能理解
拉普拉斯的学说，她是其中一个。

1832 年，她在逗留巴黎期间开始撰写《论物质科
学的关联》。她不是关在书斋里写书，而是充分利用
自己的社交才干，拜访法国的科研机构和科学名流，
汲取最新的知识营养。比如，她拜访了拉普拉斯的遗
孀（她颇有社会影响力），访问了法国物理学家阿拉
戈、毕奥（Biot）和盖－吕萨克。她访问了巴黎天文台、
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安培的电学理论实验室等单位，

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由于该书的成功，她成为风云人物。男性占绝对

统治地位的剑桥大学的男教授们屈尊邀请她出席午
餐会；她获得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等多家学术社团的
名誉会员称号；虽然皇家学会一直没有接纳她，但为
她塑了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皇家学会大楼内。她
去世 7 年后，牛津大学新成立的一个女子学院以她
的名字命名。

前文提到，“科学家”这个词是惠威尔于 1834 年
造出来的，而惠威尔承认，这个词的问世是受到玛
丽·萨默维尔那本科普著作的影响。

小说《西游记》中取经团队五位成员具有身份
上的共性，那就是均拥有繁华的过往，但已被谪入
凡尘，在踏上取经路时为戴罪之身。其中孙悟空、沙
僧、白龙马在身份上尤其具有鲜明的囚徒性质。

具体说来，唐僧在前世为如来的二弟子，名为
金蝉子，因轻慢佛法，被贬至东土大唐；孙悟空因大
闹天宫、扰乱蟠桃会，被镇压于五行山下；猪八戒本
为天庭掌管八万水军的天蓬元帅，因色欲心作祟，
醉闯广寒宫，而被谪入凡尘；沙僧本为灵霄殿下侍
銮舆的卷帘大将，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琉璃盏，
被发配至流沙河，每七日一次受飞剑穿胸胁百余下
之苦；白龙马本为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纵火烧了
殿上明珠，被拘禁于鹰愁涧。

小说《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作品，
在故事积淀的近千年过程中，取经团队成员的罪人
身份定格于何时？人们何以把取经这一庄严伟业搁
置于负罪之身？

目前可见且较为成型的两部作品曾为小说的
最终定格提供了重要借鉴，其一为《大唐三藏取经
诗话》，其二为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今存宋元刻本两种，均为
残本，作者不详。书中所记载的取经团队成员为僧
行七人，但只有法师（唐僧）和化身为白衣秀士的猴
行者有名字。猴行者神通广大，曾因偷吃蟠桃被王
母处罚，“配在花果山紫云洞”。书中无对唐僧前世
身份的记述，也无猪八戒和白龙马这两个形象，但
有在途中降服深沙神的情节。法师前世曾两度取
经，但两次为深沙神所啮噬，第三次终于将其降服，
但并未收录为弟子随同取经。深沙神极有可能是沙
僧的原型。从这部书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代时猴

行者这一形象已被界定为戴罪之身。
杨景贤大概生活于元末明初，他所撰写的杂剧

《西游记》在人物形象、取经团队成员组成和情节设
置上，已经非常接近小说《西游记》，但人物身份稍有
不同：唐僧前世并非为如来的二弟子，而是“西天毗
庐伽尊者托化于中国海州弘农县陈光蕊家为子，长
大出家为僧，往西天取经阐教”，也并无受贬斥环节，
非戴罪之身；孙悟空名为“通天大圣”，因盗窃太上老
君炼就的金丹、王母的仙桃以及仙衣一套，被观音镇
压在花果山下；白龙马原为南海沙劫驼老龙第三子，
为行雨差迟，法当斩罪；沙僧本为玉皇殿前卷帘大将
军，因带酒思凡，被罚在恒河中拘禁；猪八戒的前世
为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因盗取金铃，潜逃在黑风
洞中。从该剧来看，至元末明初，除唐僧之外，取经团
队其他成员的形象已被界定为戴罪之身。至小说《西
游记》出现，唐僧的罪人身份也被定格。

孙悟空这一形象最早被界定为戴罪之身。其中
的原因似乎可以结合其原形加以阐释。有论者认为
孙悟空的形象可能源自玄奘法师在途中所收的弟子
石槃陀。石槃陀为胡人，出家后则为“胡僧”，胡僧与

“猢狲”音近，再和“石”字结合起来，最终被演绎为石
猴这一形象。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在
随侍法师后不久，石槃陀因畏难而思返，又担心护送
之事泄露，故对法师萌生杀意，随后离开法师。这极
有可能是孙悟空被界定为罪人形象的“原罪”。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可能与神话
中的水怪无支祁有关，杂剧《西游记》中曾提及孙悟
空的二妹为“巫枝祗圣母”，可见其形象塑造对此有
所借鉴。《太平广记》中记载无支祁“形若猿猴”“金目
雪牙”，因在大禹治水时作恶，被擒拿并镇压在“淮
阴龟山之足下”。这与孙悟空的形象及待罪身份极
为相似。一个由罪余之人组成的团队，远赴波诡云
谲的险地去完成重任，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古代
的充军制度。所谓充军，就是把犯人发配到边远地
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其所去的地方自

然是苦寒之地、“瘴疠”之所。充军者往往会承担一
些险任，比如说在汉武帝时期，就曾把一些罪人编
入军伍，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朔方。

以犯罪之人充实军伍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但
“充军”之名大概在元代前后才正式出现，在明代则正
式形成制度并大规模加以运用。元明之际正是取经团
队成员罪人身份最终定格的时期，在故事积淀过程中
人们有可能从中受到启发。例如小说第27回、第33回、
第38回、第80回中，就分别出现了“师父，你便偿命，该
个死罪；把老猪为从，问个充军”、“山神也问个充军，
我们也领个大不应是”、“把我们拿住，发到官司，就不
该死罪，也要解回原籍充军”、“师父追了度牒，打个小
死，八戒该问充军，沙僧也问摆站”等对话。

保罗·范霍文执导的老版《全面回忆》是施
瓦辛格鼎盛时期主演的作品，与《终结者》《蒸
发密令》《第六日》《幻影英雄》等影片一起，成
了施瓦辛格的代表作。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
制，现在重看这部电影，会发现特技制作很粗
糙，场景一看就知道是在摄影棚里搭建的，动
作剪辑也很迟缓，明显带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痕迹。不过，这一时期好莱坞的优点是精心
打造剧本，注重人物塑造和故事叙事，使这些
电影远比现在滥用电脑特技和追求大场面的
动作片耐看，早已成为我这一代人的“记忆”。

《全面回忆》取材于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
迪克的短篇小说《记忆公司》。菲利普·迪克生
前寂寞，死后却备受推崇，尊为大师级的科幻
作家，《银翼杀手》《少数派报告》《预见未来》等
著名的科幻电影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

以前我有个偏见，觉得科幻小说的噱
头无非是外星人入侵地球、外太空探险和
移民、概念型或预见性的科技产品。我们对
凡尔纳小说的最高评价不就是他的梦想成
真了吗？很多科幻小说商业味太浓，动辄

“三部曲”“七部曲”，一摞摞堆在书架上，哪
有时间和耐性一本本看完？

自从改看中短篇科幻小说后，我的偏见逐
渐改变，恍然悟到原来科幻小说是讲哲学的。
就拿菲利普·迪克的这篇《记忆公司》来说，内
容只有 20 多页，故事场景主要发生在记忆公
司里。移民局的小职员奎尔到记忆公司移植火
星旅行的记忆，结果唤起了他曾到火星刺杀一
位政要的新记忆。为了抹除这段记忆，记忆公
司决定给他植入一段单枪匹马拯救地球的记
忆，结果奎尔更深一层的记忆又被唤起了。这
是菲利普·迪克一贯擅长的“身份认同危机”的
主题：我到底是谁？到底什么能证明我的身份？

《全面回忆》受小说的启发，扩展了小说里
点到为止的情节：奎尔的妻子成了联邦特工，
奎尔借助记忆成了双面间谍，并最终接受了最
新的植入记忆，加入了反抗军的行列。借用斯
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话来说，人作为主体
实际上是一片空无，主体化的过程就是对一段
记忆的认同，从而把世界经验作为有意义的整
体，并确定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柯林·法瑞尔在 2012 年主演了新版《全面

回忆》，新版电影借助电脑特
技，打造出全新的科幻场景。昏
暗的街道，连绵的阴雨，让人想
起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
杀手》中“黑色电影”的风格。

新版《全面回忆》不断向老
版“致敬”。老版《全面回忆》中，
施瓦辛格在经过火星航站的
安检时，化妆成一名中年妇女，
结果出了纰漏，被人识破。新版

《全面回忆》中，柯林·法瑞尔过
安检时，他的前面也出现了老
版中的那位中年妇女，不过个
头小了些，说的还是那句“呆两
个星期”的话。

老版中的施瓦辛格来到
火星后，记忆公司的一位医生
来找他。施瓦辛格认为他是警
察派来追杀自己的，就用枪顶
住了医生的脑袋。医生对他说，
你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现在所
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仅仅是
你的幻觉。当施瓦辛格几乎要
相信他时，故作镇定的医生脸
上流下了一滴冷汗，施瓦辛格
马上领悟到医生的话是假的，
一枪射穿了医生的脑袋。

新版中的柯林·法瑞尔在
逃亡时，警察也跟他说眼前的
一切都是假的，仅仅是他的幻
觉，并让他射杀与他一同逃亡
的女友。这时他看到左右为难
的女友眼中流下了一滴伤心
的泪，马上领悟到警察的话是
假的，一枪射杀了警察。

老版中的那滴“汗”和新版
中的那滴“泪”可以说是法国哲
学家拉康所说的一小片“实在界”（theReal）的
具象化。如果我们把一段记忆或梦境视作一套
有关叙事的符号秩序，那么实在界就是无法整
合到符号秩序中的那一部分。就像数学上的哥
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或罗素的“集合悖论”一
样，总有一小片“实在界”会从符号秩序中脱落，
成为一块“污点”，从而使整套叙事出现纰漏，颠
覆了此前的叙事。人生如梦，但终归不是梦。要
确证到底是不是梦，就需要找到那片注定存在
的“实在界”，这也就是《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
迪卡普里奥总要带着那个陀螺的原因。

莲花洞森林公园位于庐山北麓，它是
我的最爱。平时闲若无事，带上干粮、水和
相机便出发了。乘公交车三四十分钟，然后
徒步约半小时，就到了莲花洞森林公园。森
林公园内奇峰高耸、山崖陡峭，更有飞瀑溅
玉、怪石嵯峨……令人目不暇接。据说庐山
的森林覆盖率为 76.6%，所以，森林公园内
一年四季松竹常绿，郁郁葱葱。

去年 12 月 22 日，天气晴好，太阳照得身
上暖洋洋的。我与好友又一次漫步到莲花洞森
林公园。此时虽然早已立冬，却因较长时间的
干旱，无雨亦无雪，起伏的山峰依然含黛，但是
山径两旁低矮的灌木、茅草都枯萎了，春天时
如雷声轰鸣的龙潭河，此刻也放慢了脚步，似
乎在吟唱山间小调，平添了几分温婉。满目寒
山瘦水，倒也不失庐山冬日的萧瑟之美。

沿着迂回曲折的龙潭河信步，行至翠崖
时，见濂溪谷的清泉潺潺东来，两股水流绕过
乱石，在曲纡亭旁汇合，好像走累了山路的人，
在这里歇歇脚，于是形成一泓清潭。

我们也打算在曲纡亭歇会儿，忽然，旅游
鞋踩到了什么，听见很轻却很脆的“咔—”的一
声，我低头一看，禁不住“呀———”的一声，脚前
一枝黄铜般的花束，在暖暖的阳光下散发出金
属般的灿灿光泽。

我惊讶地拾起它，好美丽的花朵呀。在一
根纤细的干枝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花朵，每
朵花五个花瓣，很规则张开，中间也是五瓣，但
紧紧合拢；大的花朵圆周约一元硬币，略小一
点的，也就一角硬币般大小。花朵排列整齐，如
人工脱水后的干花，干而不枯灼灼然。我拿在
手上，正仔细打量，一不留神，断成了两截！它
很脆很脆，我递给朋友一枝，问道：“这是什么
花？”

朋友与我一样，惊奇地将花束捧在手心，
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前后张望，山林静寂，除
了我俩，不见一个游人，想找个
人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却找不
到人影。我们俩手里小心翼翼地
棒着“黄金花”，像是捧着宝物，
走出了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外有一条通往公
路的小径，路旁全是乡村农家乐
房舍，我连连问了好几个中年妇
女，均摇头不知。这时，路过一家
很干净的农家院，屋外墙斜靠着
洗净的大篾簸箕和大竹笼屉。一

位老农妇正忙活着，我想，她一定会知道“黄金
花”的名字。寒暄了两句，我便递上“黄金花”。

大妈看了看，说：“不晓得……”
这就奇怪了，天天与山林柴草打交道

的人怎么也不知道呢？难道是游人从外面
带进森林公园的？

带着疑问，我们走过濂溪桥，来到公路旁
候车。

一位穿黄色马甲的老人坐在桥头的石头
上晒太阳，他很老了，满脸皱纹，眯缝着眼打瞌
睡。黄马甲代表他是森林防火员。

我不忍心打扰他的美梦，但又不甘心最后
一线希望。轻轻地走到老人面前，叫了一声：

“公公———”
“公公”极不情愿地张了张眼，灿烂的阳光

令他睁不开眼睛。
“公公”瞥了我手上的宝物，咕哝了一句：

“香椿籽。”继续闭目养神。
“香椿籽？”我吃惊地问道：“您说的是那个

春天可以吃的香椿吗？”记得只有春天才有的
小嫩叶，可以炒鸡蛋、可以凉拌，也有人腌一下
做咸菜。

我半信半疑。因为如果是这么普通的、大
家都熟知的香椿树的种子，为什么附近的人不
认识呢？

我对老人说出了心里的疑问。
老人一下子来了精神，他睁大了眼睛，困

意全无。他说，每到香椿树抽芽长叶的时节，人
们都会不断地采摘，或自己吃或拿到山外换
钱。到了秋天，被采摘过嫩叶的枝干，就再也不
会开花结籽，只有躲过采摘的香椿树，才有可
能“善终”———就是我手里的“黄金花”。老人还
告诉我，香椿树就是靠我手里的“黄金花”散落
在山林，发芽，抽枝，长成香椿树。

回到家，我上网搜了关于香椿树的资
料，发现人工培育香椿树的过程还挺复杂。
但是，就是这样复杂的过程，在大自然的怀
抱中它能够自我解决，大自然的严寒也好、
酷暑也好，它们都能顽强地生存繁衍，植物
的种子太了不起了。

现在，从山里带回来的“金花”在我的书桌
上静静地躺着，它那么美，依然散发出金属般
的光泽。我看着它们，便会想起那片静静的山
林，想到那里藏着拥有一个美丽名字的植
物———香椿。

【每到香椿树抽芽长叶的时
节，人们都会不断地采摘，或自己
吃或拿到山外换钱。到了秋天，被
采摘过嫩叶的枝干，就再也不会开
花结籽，只有躲过采摘的香椿树，
才有可能“善终”———就是我手里
的“黄金花”。】

女数学家玛丽·萨默维尔
姻武夷山

格致书屋

【一个由罪余之人组成的团队，远
赴波诡云谲的险地去完成重任，这很容
易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充军制度。】

【由于《论物质科学的关联》的成
功，她成为风云人物。男性占绝对统治
地位的剑桥大学的男教授们屈尊邀请
她出席午餐会；她获得英国皇家天文学
会等多家学术社团的名誉会员称号；虽
然皇家学会一直没有接纳她，但为她塑
了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皇家学会大
楼内。】

金波 摄（本版未收到稿费者请与编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