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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霍金的宇宙》，[英]斯蒂芬·霍金,戴维·费尔，赵
复垣译，海南出版社2016年 5月出版

这是一本有关现代物理和天文学发展历史和
前沿的科普读物。作者用讲故事等形式介绍了这两门
重要科学的发生、发展和当今研究前沿。

2.《时间线》，[比利时]彼得·胡斯著，中信出版社
2016年 5月出版

从宇宙大爆炸讲起，恐龙时代、人类居民的
出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帝国、维京人、
中世纪、十字军东征，14 世纪小冰期的黑暗前奏，
15～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明王朝的繁华和崛起，
18 世纪的欧洲与北美洲的对照，20 世纪人类的飞
跃，21 世纪未来的急速发展。本书用 40 张半米长的
画卷，将世界史浓缩在这一本饱含知识与情怀的绘
本中。

3.《这不只是一部电影：探秘奇幻森林》，[美]迪士
尼编，郭明慧译，童趣出版社 2016年 5月出版

本书根据迪士尼真人动画片《奇幻森林》官方
资料进行编译，解读了电影背后的故事，采用文字配
图的方式介绍了每个角色的性格特点及影片的创作
过程。

4.《珍稀蔬菜原色图鉴》，陈杏禹主编，化学工业
出版社2016年 6月出版

本书收集和整理了 400 余幅高清彩色图片，按
外来蔬菜、特产蔬菜、观赏蔬菜、保健蔬菜、野生蔬菜
和芳香蔬菜六个大类，96 个珍稀蔬菜品种，介绍了珍
稀蔬菜的起源分类、生长习性、品种类型和应用价值。

5.《一念非凡—科学巨擘是怎样炼成的》，曹则贤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 5月出版

本书包含 30 篇短文，有哲学、数学或者物理学
领域中的巨擘取得伟大成就时的某个非凡一念；也有
中学老师、工厂学徒和农民是如何凭借非凡一念影响
了科学进展的。本书在介绍一些伟大科学成就的同
时，力求展示一些伟大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脚手架遗
迹，让读者一窥科学创造的门径。

6.《图解气象知识》，日本理科学术教学研究会、
小川真司著，湖南科技出版社2016年 5月出版

本书一方面保留了图鉴的特征，可以从任意
一个章节开始阅读，另一方面全书都是彩色印刷，
嵌入了很多照片和模式图，可一目了然地发现天空
的乐趣。

7.《再稀奇古怪的问题也有个科学答案》，《环球
科学》杂志社、外研社科学出版工作室编，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2016年 5月出版

不要小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疑问，
它们往往蕴藏着高深的科学知识。《科学美国人》为此
架起了一座解疑的桥梁：邀请全球一线科学家解答读
者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

8.《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学指南》，[英]杰夫·霍
奇著，何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5月出版

这是一本融合艺术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园艺
手册。书中还有 14 位著名植物学家的生平介绍和他
们的传奇故事。

（来源：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标准书目
网”，当当网。） 栏目主持：喜平

新书上架

从长期位列各大科普书畅销榜的《时间简
史》《人类简史》《万物简史》，到最近一经出版
便引起人们关注的 《极简宇宙史》《极简人类
史》，一直以来，简史类科普书似乎格外受到人
们青睐。

在科普书领域，这股“简约风”是如何刮起来
的？又会给人们的科普阅读带来什么影响呢？

浓缩笔墨书写科学故事

如何用短短 200 页的内容，勾勒出人类
10 万年的发展图景？《极简人类史》一书给出
了答案。

顾名思义，《极简人类史》是一本简明扼要
的书。该书作者、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学
教授大卫·克里斯蒂安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讲
起，将视角聚焦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故事。他不
受限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议题，而是将物理
学、地质学、生物学、化学、宇宙学等诸多学科
融入到全球通史的研究中，构成一个单一的、
连贯清晰的历史叙事。

大卫·克里斯蒂安这种独特的讲故事的方
法，被称为“大历史”的叙述方式。正是基于这
种方法，他得以在较短的篇幅中，讲述了整个
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并对人类的未来命运作
出了思考。

这本刚刚在国内出版的《极简人类史》，
其实写于 2007 年，最初是《宝库山世界历史
百科全书》的前三章概述，因为太受读者欢
迎而单独成册。

比尔·盖茨是 《极简人类史》 的粉丝之
一。另一本书名与之类似的《人类简史》，同
样受到他的钟爱。最近，在比尔·盖茨发布的
夏季阅读书单中，《人类简史》 就位列其中，
这本书也曾经受到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
克·扎克伯格的大力推荐。

与《极简人类史》一样，《人类简史》主打的
也是简约风格。全书只有几百页的篇幅，不到
四十万字，却从七万年前的人类历史写起，一
直写到今天，并且加入了对未来社会描述和远
景推测。这本书的出版，让其作者、以色列耶路
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被誉为“怪才”的
尤瓦尔·赫拉利在国际上一举成名。

既有史实，也有思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嘉麒近来也读了一些简
史类的科普书，包括《地球简史》《信息简史》
等。其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同样是这本《人类
简史》，在出差时经常随身带着、随时翻翻。

“这本《人类简史》，从农业文明开始写起，
一直写到现代人类，而且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深
入的思考，作者把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与自
然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内容宏大，又有高
度。”刘嘉麒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人类简史》一书中，尤瓦尔·赫拉利把人
类的发展进程分为“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
的融合统一”“科学革命”四部分。在他看来，在数
万年的历史之中，人类只上演了这样四场大戏，
其他历史学著作讲述的历史大事件和大人物，在
他看来，不过是小片段和小人物，并不具有影响
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决定性意义。

人类进化本是一个深沉又严肃的话题，但
尤瓦尔·赫拉利把它变成了文字上的推进和画
面的跳动——— 一只猴子在树上蹦跳，然后在草
原上行走，后来他穿上了衣服，和一大群人一
起走进了一栋栋摩天大厦，走进了社会的每个
角落，变成了你和我。

然后是未来。从他的角度看，未来人和机
器是相互融合的。人类现在的情绪活动是通过
手机完成的，人类正在与手机融合。但这并不
是强迫融合，而是人们在生活中作的决定。所
以，未来人和机器不是你死我亡，而是人与机
器融合。但人与机器要有一个红线，这个红线
在哪里，需要我们考虑。

这些思考也是刘嘉麒尤为赞赏这本书的
地方。“《人类简史》除了写历史事实之外，还提
出了好多问题。比如，转基因、克隆、机器人、病
毒等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议题，到底会对人类发
展产生什么影响？人类发展进步，但是否同时
也在摧残自己？包括人类超负荷活动对生态环
境造成的影响，等等。”刘嘉麒说。

与一般自然科学领域的历史书不同，简史是
对宏大内容的超浓缩。刘嘉麒认为，这也对读者
和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阅读这些简史需
要相关知识的积累，积累不够可能无法理解书中
的内容，更没办法思考作者提出的那些问题。”刘
嘉麒说，“另一方面，简史并不好写。如此繁多的
内容要浓缩起来，要下相当大的功夫。还要把每
一个片段和章节，用自己的逻辑贯通起来，让它
们相互之间有联系、不孤立，这需要作者拥有厚
重的知识积累和深刻的思想。”

如今这些长居畅销榜的简史类书籍，大
多是由国外引进、翻译的。对此，刘嘉麒也深
有感触。“自然科学方面的简史，能把自然科
学与人类发展联系起来书写的，国内原创的
确实比较少，质量上也有差距。科普是通俗
化，而不是庸俗化。让专业人士读起来不觉
得庸俗，让非专业人士能读懂，这是科普书
应该做到的，写自然科学领域的简史书，也
该如此。”刘嘉麒说道。

简史不是灵丹妙药

“如今在市面上比较畅销的这些自然科学领
域的简史书，都是普及性的著作。这与历史研究
领域原本所指的简史，含义并不一样。”提到这类
简史书，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
究中心主任刘兵首先向记者解释道。

“在历史研究领域，简史原本只是就其精练
程度和篇幅而言的。简史的‘简’不是简单的意
思，而是有简约、简略、凝练的含义。所以，原本的
简史并不一定是一种普及性的著作，反而可能是
专业性、学术性更强的著作。因为要把历史写得
简明扼要，就需要略去很多内容，可能会更难
懂。”刘兵进一步说，“但是，近些年来，可能受到

《时间简史》的影响，实际上后来进入大家视野，
甚至成为畅销书的简史类著作，已经与原来不同
了，这些简史中的‘简’更与汉语中的普及、简单
化的意味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些简史书的宣传语中，往往特意说明能
让读者快速读懂某个领域的历史。比如，《极简人
类史》就称，这本只有短短 200 页的小书，能够帮
助读者“快速读懂人类 10 万年发展进程”。

对此，刘兵却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如果站在读总比不读好的角度，让大家
读一些简史当然是有好处的，有这样一种类型
的书存在也是挺好的。但需要提醒读者的是，
不要认为，只要读了某个领域的一本简史，就
足够了。”刘兵说。

在刘兵看来，这些自然科学普及类的简
史，篇幅一般都不大，一种可能是，作者只能把
历史“割肉”，略去很多内容，这样的代价就是，
读者获得的知识便不那么系统和全面。“另一
种可能是，作者还想要把史实说得全面，就需
要将语言进行精练和压缩，这样一来可能又会
使得读者难以看懂。当然，有些作者的表达能
力很强，表达方式合理，但一般来说，简单并不
意味着好懂。”刘兵说道。

“同时，因为有畅销书在前，国内外出版界
可能会模仿、跟风，而现代人阅读精力又很有
限，懒得去读大部头，这些可能也是促成当下

‘简史热’的原因。”刘兵说，“所以，还是那句
话，抱着读比不读好的想法，当然可以去读。但
我们也不必对简史抱有特殊的幻想，认为只要
发现了简史这种形式，就可以给传播带来奇迹
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人们又偷懒
又能有收获的，简史也不是灵丹妙药。”

《我还是喜欢东京———带你感受
城市细节》，穆知、赵斌伟著，上海交大
出版社 2016 年 4 月出版

近日，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主管的海豚出版社与中国工信出版传媒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人民
邮电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由中国
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对海豚出版社
进行增资。这次两家出版单位的“握手”
被业界称为 1+1>2 的合作。

海豚出版社是外文局所属以专业少
儿出版为主的出版社，并且承担着外宣
出版任务，是中国版协少儿读工委成员
之一。2015 年，年出版品种近千种，出版
码洋达 1.8 亿元。深受读者喜爱的丰子恺
全集、蔡志忠漫画、几米绘本等等精品图
书均出自海豚出版社。

海豚出版社在 2010 年 10 月转企改
制，经过 6 年发展，出版规模迅速扩大，市
场占有率显著提高，从一个微型出版社发
展为中小型出版社。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
群称，由于出版行业的发展规律和资金回
笼慢的特点，资金跟不上出版社 6 年来的
跨越式发展，海豚社有许多品牌产品，但受
到资金限制难以大力发展。他举例说，比如
蔡志忠有 50 多本书，海豚出版社目前的力
量只能做 30 本；又比如几米的绘本，海豚
社本可以全部拿到授权，但是没有资金支
持，可能就拿不下来项目，因此此次战略性
合作，以专项资金投入进行出版社发展转
型，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海豚出版社在发展
中所面临的资金瓶颈，为海豚出版社发展

成为国际知名品牌出版机构奠定基础，进
一步提升版权输出和外宣能力。

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资产总额超过
20 亿元，年出版新书品种达 6000 多种，年
出版码洋超过 21 亿元。人民邮电出版社是
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大型科技出版社。
目前，在全国图书出版单位中，人民邮电出
版社总体经济规模排名第 10 位，全国图书
零售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中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莫玮认为，
中国外文局和海豚出版社在外宣方面的资
源优势与经验，将助力中国工信出版传媒
集团与人民邮电出版社在文化走出去方面
取得更大的成绩，形成 1+1>2 的战略合作
态势。 （李芸）

海豚社获工信出版集团增资

《感受世界名城细部丛书》是上海交大
出版社最新推出的一套人文思想类丛书。
这套丛书的缘起，要追溯到 2003 年春天我
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日子。那三个月，
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走一步就踩到历
史，回回头都是文化”的感觉。到发达国家
旅游，看看名胜古迹，只是第一个层面，而
第二个层面则是感受她的细部。剑桥的建
筑、街道、小桥、操场，哪怕是修车、购物、餐
饮、开关等细节，也都别有趣味。

对于一个人与城市来说，如果把走马
观花似的旅游比作是握手和寒暄的话，那
么关注细节就是双方间真正意义上的拥抱
和交流。我感觉对当今的中国读者来说更
需要的是与世界名城细部之间的碰撞与交
流，这种感受和体验是甜蜜而深刻的。

细部往往有三类：卡文迪什实验室里

卢瑟福用过的桌子之属，此之谓第一
类———历史的细部；第二类是生活的细部，
如剑桥有些十字路口红绿灯的“Push it”按
钮，行人要过马路即按下，无人过马路则车
辆通行无碍，这是现代化的细节，东京也有
不少类似的地方；第三类就是修养的细部、
文明的细部，其代表的不仅是现代文明，比
如刀叉如何使用是尊重别人，等等。

作为礼仪之邦，第三类细部在中国相
对发达，但又特别欠缺。中国农村保留着许
多历史风俗和文化传统，但同时现代文明
修养又有所欠缺。我们国家除了名胜古迹
外，历史和生活的细部保留较少。当时我就
有一个情结，要策划一套《感受世界名城细
部》丛书，并在剑桥拍了几千张这样的照片
作准备，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太忙的原因一
直没能如愿。

人生有三件快事，读书、行走和交友。到
一个城市，就像邂逅一本书，而邂逅一座名
城更像是交到了一位好友。第一天只能算是
看看封面，停留一个星期则可以看到目录
了，但是只有三五个月过后，才能算真正读
了一遍。读书和旅行也有相似之处。可以把
城市比作四个人，第一个是老者，向你讲述
城市的历史，以及文学和城市的关系，等等。
第二个是美女，一个城市的美无处不在，你
必须深入交流、仔细体验，才能感受到她的
气质和特点。不能仅仅是作为一个过客，只
与城市挥挥手，而是要做城市的恋人，去与
名城相恋相爱。世界上确实有许多值得你去
爱一次的城市。第三个像警幻仙子，她可以

将你带入太虚幻境，超脱尘世、心旷神怡，感
受清新的自然之美、体验磅礴的世界之巅。
第四个像是破旧市场的小贩，从他的吆喝
中，你能够呼吸到这个城市的世俗快乐和市
井气息，其实这也是连着历史的，更是非常
醉人的。人文、情感、自然、世俗，这是一个城
市可以赐予你的四重境界和享受。

我去过东京两次。第一次是参加东
京书展，给人的感受是非常舒适。东京毕
竟属于东亚文化圈，中国人去了更加适
应。东京最讲细节。住宿、饮食、出行的细
节，都高出我们一些，尽管我们是生活在
现代化的上海。东京是一个让人感到温
暖的城市，是一个让人还想来第二次的
城市。第二次去东京，在有些时刻我感觉
像是回到了我们的宋朝，从房间的布置、
服务员的装饰到灯饰，到立春还要吃春
芽，等等。这就不但是现代化的舒适，也
能感受到他们对文化的尊重和保护。

《我还是喜欢东京———带你感受城市
细节》是丛书的第一本。很多人不明白的一
个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不喜欢日本的人，到
了东京之后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呢？看了
这本书，或许你会找到答案。

这本书易文娟和赵斌玮两位编辑投入
了大量的精力和真挚的感情，他们在东京
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书中的 800 多张
细节图片是在东京实地拍摄而得，感谢他
们帮我们实现了策划出版《感受世界名城
细部丛书》的初步夙愿。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与名城谈一场恋爱吧
姻韩建民

科普书刮起“简约风”
姻本报记者 张文静

杨绛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
家、学者、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
家。她创作的散文、小说、戏剧、文
论等别具特色，在读者中产生很大
影响。这些跨度长达 80 年的作品，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演
进轨迹，也展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
子的心路历程。

杨绛先生的文学创作以散文
为主，兼及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
等。她的长篇小说《洗澡》和散文

《干校六记》《我们仨》等出版以来
长销不衰，已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
学经典，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她翻译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
《堂吉诃德》是我国第一部自西班
牙语原文翻译的中文本，译文忠实
流畅，神形兼具，迄今已印行一百
余万套。1978 年 6 月，西班牙国王
卡洛斯偕皇后索菲亚访问中国，邓
小平同志把杨绛翻译的《堂吉诃
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杨
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在法国
文学史上不算经典之作，可是她的
译文优美传神，很为读者喜爱。《小
癞子》是流浪汉体小说的鼻祖，杨
绛先生先后从英法译本和西班牙
语原文翻译了三次，每个译本都受到欢迎。《斐多》
翻译出版于 2000 年，是杨绛先生九十岁高龄之
际，根据勒勃经典丛书版《柏拉图对话集》原文与
英文对照本转译的。为了译文的忠实性，她特地参
阅了多部重要论著，力求了解文中每个字每句话
的原意，进而把这部文辞奥博的对话译成流利畅
达的家常话。波恩大学莫芝宜佳教授在为此书所
作的序言中称“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
乎没有另一本著作能与《斐多》相比。因信念而选
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

鉴于杨绛先生在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研究与
翻译中的巨大成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2004 年 5
月出版了《杨绛文集》（八卷本），同年 9 月即获重
印。此后又重印 4 次，总印数达 16000 套，这在同
类大型套书中是少见的。

《杨绛文集》2004 年出版时，杨绛先生已 93
岁，令人敬佩的是，此后至今的十年中，杨绛先生
又有多篇（部）新作问世。2007 年，她出版了《走到
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这是一个耄耋老人独自
在生命的“边缘”，面对死亡，探讨“生、老、病、死”
这一人生规律，思索人生价值和灵魂有无的作品。
作者以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为基础，诚实幽
深地自问自答，让读者从中也得到深刻的启迪和
感悟，被人誉为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
一部著作。

2011 年 7 月，杨绛先生在她百岁寿辰前夕，
又以答问形式发表的《坐在人生的边上》，可视为

《走到人生边上》的姊妹篇。同样是“人生边上”，一
个是“走到”，一个是“坐在”，显示出境界的微妙差
别，似乎作者已进入到一个更为从容的境界。此
外，这些年中杨绛先生还写作了几百上千字不等
的散文佳作十余篇，《魔鬼夜访杨绛》《俭为共德》，
体现出杨绛先生对现实的关怀，《汉文》推崇文字
传承的重要性，《锺书习字》以及《忆孩时》中“五四
运动”“张勋复辟”等五篇，保持了杨绛一贯的灵思
妙喻、言简意远的风格。其中，“人生边上”“魔鬼夜
访”这些题目，读者还可以体会出和钱锺书先生作
品的互文性。

小说《洗澡之后》，是作者 98 岁后为长篇小说
《洗澡》所写的续作，人物依旧，事情不同，读者可
看到小说《洗澡》中有着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有了
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杨先生在前言中说，她“特
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假
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
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部四万五千字
的续作，就是她对她喜爱的角色一个“敲钉转角”
的命运的交代和分配。由于高龄，这部作品一直处
于没有最后完成的修订状态中，此次收入《全集》，
是杨绛先生的心意，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读者能
得阅一部百岁老人的小说，也是幸事。

此外，还有做《文集》时尚未收入的作品多篇，
如《〈宋诗纪事〉补订手稿影印本说明》，诗作，书
信，以及本世纪初同西班牙语文学研究界就翻译
理论问题讨论的相关文章等。尤为重要的是，我们
找到了作者于上世纪 40 年代创作的剧本《风絮》
和翻译的理论专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
品》这样两个孤本。《风絮》创作于 1945 年，讲的是
一个有志青年带着叛逆的富家小姐妻子到农村发
展教育，最终失败的故事。杨绛先生除了《称心如
意》《弄真成假》两个喜剧和这个悲剧外，还有一个

“三幕闹剧”，名叫《游戏人间》，可惜今已无处寻
觅，只剩下该剧上演时印制的说明书封面和一段
文字说明的图片两帧。《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
作品》出版于 1948 年，为一个英国文学评论家的
专著，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散文创作的
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基于上述多篇新作的问世和两部重要作品
（译作）的复现，为反映作者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
研究与翻译的全貌，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杨绛全
集》（九卷本）。卷末所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
记”，记述日期直至本书发印之际，内容翔实确切，
是研究作者文学创作和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第一
手资料。

（本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供稿，系《杨绛全集》
〈九卷本〉出版说明，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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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全集》（九卷本），杨绛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 2014 年 8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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