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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陈沐博士快递赠我的新著，一看书名《肉
食美学与素食歧视》，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有意思，将
已洗好的午餐青菜搁置，就先翻阅起书来。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归类
科学人文书系，即可视为科普书籍，亦可视为随笔
专论。分两大板块，谈饮食健康的“停杯投箸”七篇，
论生态环境的“草木虫兽”七篇。我认真地品读书中
收入的篇什，其精雕细刻、引经据典，似乎有点像论
文；其信马由缰、娓娓道来，又有点像漫话。

先援引作者书中一段话：“祖先们在漫长的历
史上，已经将所有适合食用的动植物驯化或者种植
了，因此到现在仍属于‘野生’的动植物，多半意味
着某种危险的禁忌。”“如果跳跳鱼吃了海水中有毒
的藻类，也会在体内积累毒素。人若食用这样的鱼，
毒素则会进入人体。不过我猜测，这样的警告并不
会在现实层面产生任何威慑力———对一个有着‘拼
死吃河豚’之传统的国度，这点毒算什么？”

这段文字厚重、辛辣、老到。若不是我认识作
者，知道她是位多少有点腼腆、有点稚气的女青
年，在我早年印象中，她甚至还有点不谙世事。读
到她这一段文字，真会误以为作者是位饱经沧海
的老者，甚至是位善于讥讽挖苦、有点“尖酸刻
薄”的老者。

我认识陈沐，是七年前在中科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硕士毕业刚工作不久的她，受植物园
主任陈进的委托，负责我在植物园采风写作的联

络与协调———植物园刚从四 A 级景区晋升为五
A 级，是很好的访问契机。过后她赴京攻读中科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学位，我亦见过她两次，
且读过她多篇发表在《中国科学报》及科学网上
的美文。她博士毕业在山东工作，不久就有《肉食
美学与素食歧视》问世，这本著作委实值得一读，
值得我学习并向她道贺。

类似“拼死吃河豚”，这样的鲁勇无畏、视死如
归，究竟是吾国吾民的劣根使然、痼疾使然，还是遗
传千年的文化基因使然？

我们豁出去了，十余年前什么不敢吃？2003 年
初夏时节，因一场 SARS 突如其来在神州的暴发，
人们已检讨了许多，无需我此文再赘言。现如今，我
们究竟该如何吃、如何保障餐桌的绿色、吃得更健
康、更营养；我们该如何与草木虫兽为邻，与近邻如
何友好相待、和平共处，则是 2003 年至今，这十几
年来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

停杯投箸不能食。“苏丹红”“地沟油”“镉大米”
“毒生姜”“瘦肉精”“皮革奶粉”“三聚氰胺奶粉”“孔
雀石绿”……食品安全中有诸多隐患，防不胜防。什
么食物可以绝对放心，能安全又健康地吃到肚子
里？专家学者对此设问，绝不是杞人忧天；黎明百姓
对此诘问，绝不是庸人自扰。我们敏感的味蕾、我们
柔软的舌尖，虽然在以往的岁月里已锻炼得无坚不
摧，但也正临一年一度的暑期大考———我收到这本
新书时，全国数百万考生厉兵秣马，正准备迎接就
要到来的高考。

草木虫兽生态链。我因多次到云南访问，与陈
沐一样，曾经目睹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周边有越来越
多的人在采矿，生态环境堪忧；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仍被砍伐，被疯狂的橡胶林所侵蚀占据……值得欣
慰的是，随着前些年国家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草
木皆有情、退耕待还林、“雕”虫非小技、寿（兽）应比
南山……这些新的生态环境理念，顺应当今时代的
潮流，正逐渐深入吾国吾民之心，成为共同的理念，
成为理应的共识。

我素来喜欢原生态的乡村，喜吃新鲜空心菜、
地瓜叶、嫩豆腐以及近海捕捞的海带等。这些物廉
价美、相对绿色的食品，比起鸡鸭鹅肉更容易勾起
我的馋虫。读《肉食美学与素食歧视》，内心产生共
鸣自然而然，也就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冲动。

《肉食美学与素食歧视》这书是 32 开本，很小，
但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的立意很大；这书只有 156
页，很薄，但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的期冀很厚。

但我的问题随之而来：受她这本书内容包括书
名的影响，我那天中午准备动手午餐时，竟然犹豫
了好一阵：我究竟是该吃荤还是该吃素？荤和素混
搭的合理膳食究竟该是啥？这顿午餐如果有剩余的
饭菜，该怎么妥当地处理厨余？

悉达多·穆克吉在这本书中充分体现出其思维敏
捷、才华横溢以及富于启迪的写作技巧。他将科学、社
会历史以及个人叙事的手法融为一体，讲述了一个在
当代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故事。穆克吉讲述了人类的遗
传和对我们生命、性格、命运以及选择的重要影响。穆
克吉通过对自己家族悲剧和令人困惑的精神病史的
生动描述，告诫我们，基因科学从实验室到真实世界
的应用还有一段路要走。作者用高超的散文和戏剧化
描写的本能，描写了几个世纪以来，从亚里士多德、毕
达哥拉斯到孟德尔和达尔文，从柏维力和摩根到克里
克，从华生到富兰克林，21 世纪的发明家在绘制人类
基因组过程中所有的探索途径。

这本书被认为是作者继获普利策奖畅销书《痼疾
之王》（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阐述了基因研究
历史并回答关于人类的未来的重大问题之后，另一部
最重要的作品。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纽约市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副教授。

以匠人之心写传统工艺
姻本报记者 张文静

《中国传统工
艺全集》，路甬祥等
编， 大 象出版 社
2004 年 ~2016 年
陆续出版

柔软舌尖临“大考”
姻郑千里

《肉食美学与素食歧视》，陈沐著，上
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3 月出版

漆艺、陶瓷、造纸、印刷、丝绸、酿造、甲胄、
墨砚……中国的传统工艺源远流长，种类繁
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长期以来，却未曾有系统梳理中国传统工艺的
著述问世。不少优秀的传统技艺，有的已经失
传，有的已被现代工艺所替代，有的虽然延续
至今，却缺乏系统的文字记载整理，如再不进
行抢救，前景堪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6 年，一项浩大的调
查、研究、记录中国传统工艺的工程开始启动。
20 年后的今天，这项工程的成果、凝聚了 400
多位参与者心血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以下
简称《全集》）最终出版完成，共计 20 卷 20 册。

20 年 20卷 20 册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华觉明家
中书柜的显要位置，有一整套书整整齐齐地码
放着。年过八旬的华觉明喜欢时常将它们拿出
来翻翻看看，虽然这些书因为装帧精美、图片
繁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工
艺全集》。

对于华觉明来说，这是他和他的合作者近
30 年苦心孤诣的结果，尤为珍贵。

“说到这套书的编纂，还要从 1987 年说
起。”作为本套丛书常务副主编的华觉明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
那一年，华觉明等人承担了当时的国家科

学技术委员会和文物局的一个软科学课题。经
过近两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他们走访了费孝
通、王世襄等知名学者，制定了《中国传统工艺
保护开发实施方案》，并于 1988 年底上报。但
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为联合全国有志于研究、保护传统工艺的
专家学者继续推进这项工作，1995 年，华觉明
与祝大震、谭德睿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传统工
艺研究会，并多次向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呼吁，
王世襄、袁翰青等学者也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提
案，但没有得到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华觉明等人提出了要编纂
一套《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想法。

“从一些先进国家的做法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力倡导来看，传
统工艺的保护、传承具有重大价值，是国家现
代化建设不可或缺之举，迟早是会提上日程
的。”华觉明说，“尽管国家尚未立法和启动这
项保护工作，但我们可以先把传统工艺调查研
究的既有成果编纂成书，为日后的保护、传承、
发展、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编纂这套书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少出
版社都因各种原因婉拒了他们。1996 年，正在
华觉明一筹莫展之际，大象出版社社长周常林
提出要支持《全集》出版。华觉明等人很受鼓
舞，他们随即向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汇报。

在路甬祥亲自主持下，1996 年秋天，《全集》编
纂工作会召开，路甬祥亲任主编，《漆艺》《陶
瓷》等卷的编纂工作随即启动。

到了 1999 年春天，《全集》正式列为中国
科学院“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同时也是当时新
闻出版总署的“九五”重点书目，经费迅速到
位，编纂工作全面展开。

此后从 2004 年到 2008 年，《漆艺》《陶瓷》
《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中药炮制》《金属工
艺》《丝绸织染》《民间手工艺》《文物修复和辨
伪》《造纸与印刷》《酿造》和《历代工艺名家》等
14 卷 13 册先后出版。

“那时恰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
国铺开，传统手工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占有约四分之一的体量。社会
各界迫切希望了解它的内涵和价值，《全集》的
部分内容为有关工艺申报省级、国家级名录提
供了具有权威性的科学依据。”华觉明说道。

早在《全集》立项之初，路甬祥就曾说过：
“《全集》名全而实不全，但我们要努力做得全
一点。”2008 年，《全集》第二辑的编纂工作启
动，此后陆续出版了《甲胄复原》《农畜矿产品
加工》《陶瓷 （续）》《锻铜与银饰工艺》《造纸

（续）、制笔》《制墨、制砚》等册。直至 2016 年，
历时 20 年、共计 20 卷 20 册、涵盖 1200 多万
字、1.4 万余幅图片的《全集》终于出版完成。

400 人倾其全力

如此浩大的工程，20 年编纂费用合计 180
万元，这让华觉明一直感慨良多。“这些经费大
部分给了考察、研究、写作的第一线。在这个过

程中，没有发礼品，没有住高级宾馆，没有请客
吃饭，没有公费旅游。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
艺人共 340 余人，责任编辑、美编、校对 60 余
人，要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真是以匠人之心
在做这套书。”华觉明感叹道。

比如，为了撰写《锻铜与银饰工艺》一书，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唐绪祥走遍了全国各地，包
括新疆、西藏、海南等，寻找到了几百位传承人，
拍摄了 3000 多张照片。他对中国金属工艺的来
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中国各地区、各民
族流传下来的传统金属工艺进行了梳理，包括西
藏的藏族金属工艺、贵州的苗族金属工艺、云南
的白族金属工艺、新疆的维吾尔族金属工艺以及
汉族的金属工艺等。在书中，唐绪祥不仅选取了
具有代表性的工艺作品，详细叙述其工艺特点，
展示制作的工艺流程，还结合当地的社会背景，
对金属文化的发展进行概述。

还有写作《丝绸织染》的丝绸专家钱小萍，
用近 70 万字、700 余幅彩图和黑白线图，梳理
了中国丝绸科技演变和发展的 5000 多年历
程，从传统的栽桑、养蚕到取丝、制线、纹制、织
造、印染以及刺绣、抽纱等，从制作工艺到技术
奥秘，从织物规格、结构、花色品种到印染技术
配方等，都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记载。其中，
大部分织物组织图，尤其是上机工艺图均是此
书首次绘制，填补了以往文献的空缺。

“这些书不仅是《全集》的一部分，也成为
了各自所在领域的经典之作。”华觉明说。

《考工记》和《天工开物》的补编和续编

2006 年，《全集》首批 7 卷获得了当时新闻

出版总署颁发的优秀出版物大奖。评审委员会
给出评价称：“此项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和历史价值，为维护中国的文化命脉和保持民
族精神特质作出了贡献，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将
起到推动作用。”

“工艺技术在中国古代是不受重视的。”
华觉明解释说，“从先秦到清末，三千年间比
较系统地论述工艺的只有《考工记》和《天工
开物》两本书，其余散见于正史、野史、笔记、
小说，多半很简略，有的只是片言只语。有些
非常重要、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
工艺，比如铸铁柔化术，从未见到著录，应用
广泛的失蜡法和金属型铸造只是到宋代和清
末才有记载。”

据考证，《考工记》原本是齐国的官书。“可
能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一些非常重要的民间工
艺，如谷物加工、酿造、金属采冶、编织扎制，就
没有收录该书中。《天工开物》很重视与民生有
关的工艺，但没有收录开门七件事中的酱、醋、
茶，也没有营造、印刷、刺绣、剪纸、编织扎制。”
华觉明表示，这两本书是公认的经典之作，但
由于时代所限，《考工记》对工艺、技法语焉不
详，《天工开物》工艺技术的描述虽翔实得多，
但难免也有误刊、谬误、附会之处。而此次出版
完成的《全集》著于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是
由 300 多位专家、学者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基础
上，对传统工艺进行现场考察、分析论证和编
集记述的集体成果。“《考工记》记载了 6 类 30
种工艺，《天工开物》有 6 大类 115 种工艺，《全
集》涵盖传统工艺全部 14 大类，记载的工艺近
600 种。在一定程度上，《全集》也许可以认作是

《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在当代的补编和续
编。”华觉明说。

对于华觉明等人的工作，也有人提出疑
问：“现在，很多传统工艺不是已经过时了
吗？为何还要花费如此大的气力来记录？”对
此，华觉明表示，有些工业技术确实已经更新
换代了，比如炼铁技艺，但并不是所有工作都
能自动化了。“汽车每年会有新车型，最初的
模型即使可以用电脑设计，但也得用手工来
制作。到现在，最好的礼服、钟表也都是手工
的。手艺有其永恒性，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
对手艺的爱好，有参加手艺活动的冲动，现在
不是还有好多人做陶艺、编织吗？传统工艺是
很难被完全取代的，更何况其中还蕴藏着深
厚的人文内涵呢？”

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丛书，华觉明也
坦言，它同样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包括名全而
实不全，重在工艺技法的记述，对经济、人文与
工艺的互动失之过简等。”华觉明说道，“路甬
祥院长曾说，《全集》作为大部头的文献性著
作，一二十年内恐怕不会重编了。但可以效法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过若干年修订再版，使
之更为完善。我们寄希望于来者。”

今天，科学的解释并不意味着将自然力量归结
为自然现象：我们不会把一块石头的坠落说成是这块
石头在寻求地球的中心。即使面对生物，同样这样认
为。植物学家不会说植物追寻阳光。

自 17 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将各种形式的动能
都用科学进行解释，构成科学的核心。《永不停息之
钟：活物充满生机的世纪之争史》审视了这个原理形
成的历史，否认了在生命科学中动能存在的理论。书
中阐述了不同观点，即动能是自然本质。作者从早期
近代欧洲的自动机模型开始谈起，讲述了生物新科学
的模式，追溯了笛卡尔、莱布尼茨、拉马克、达尔文等
科学家提出的科学问题和动能问题。作者向读者展示
了机械论科学与神学相关联之处：自然机械论的设计
者在设计过程中发现证据，从而得出结论。持不同观
点的人拒绝超自然之神，而是寻求自然之力，而非向
外求助“神的设计师”。他们的模型给与生物体非被动
的，而是“主动的”、自我产生的机械力。

这种被动与主动机械的力产生动因的争论至今
仍然存在，构成了演化生物学、认知科学和人造智能
争论的焦点。这本书不仅描述了争论形成的过程与各
种观点，而且探索了用科学解释其可能性，甚至生命
的意义。

这本书出版后引发巨大争论和评论。作者杰西
卡·里斯克是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

1.《熊猫医生和二师兄漫画医学》，
缪中荣著，何义舟绘，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年 6月出版

熊猫医生是一位神经科医生，
来自兰州的大山里，喜欢吃面，擅长做
拉面，在天坛西里开了一家阿缪拉面
馆，会八方来客，平时里卖卖拉面，闲
时给人看病。熊猫医生是一位暖医，本
系列每个分册收录有熊猫医生治病救
人的七八个故事，各个形形色色的患
者也化身漫画人物，在熊猫医生系列
故事里悉数登场。

2.《九十九种垃圾加一记妙想：一
部发明家和发明的古怪历史》，[英]特
雷弗·诺顿著，高天羽译，浙江大学出
版社 2016 年 6月出版

很多发明者并不是科学家或工
程师，他们可能是画家（摩斯电码发明
者）、雕刻家（圆珠笔发明者）、卖鞋油
的（电视发明者）或者殡葬工作者（自
动电话交换机的发明者）。发明家的成
就，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智慧和顽强，或
者是他们的运气，还有“借鉴”并采纳
其他发明家成果的眼光。

3.《常见野果 200 种》，吴健梅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6月出版

全书收录 200 种野生果实，按
照不同的科属、拉丁学名、别名索引、
生长地域、生长习性分类，然后根据与
人的亲疏远近分为可食用类、观赏类、
药用类，并对野果有毒还是无毒作了
特别标注。

4.《环球国家地理百科全书》，王越
主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年 6 月
出版

全书共分 10 卷，以行政区划和
地理位置为纲，将各大洲以地理分布
划分为若干国家单元，各单元中均以
国家或地区为单位，详细介绍了世界
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精彩纷呈的方方
面面。

5.《拼装飞机模型制作工艺》，江东
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6月出版

本书是一本有关拼装飞机模型
制作工艺的精品图书，系统介绍了拼
装飞机模型的分类、选择、组装、涂装、
表面处理与做旧、特殊技巧以及展示
保存等内容。

6.《东京大学通识讲座：热血篇》，
[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 2016 年 6月出版
本书为日本东京大学通识讲座

辑录，讲座打破文理界限，重新引导学
问与素养的回归。本篇内容包括解读
日本安保与人类的发展、和平，探秘凝
聚态物理、硼元素、生物光合作用，追
寻生命衰老谜题，反思科学与社会关
系等。本书保留了讲座现场老师与听
众的互动问答。

7.《教你认星星———探索星空的奥
秘》，窦忠著，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6 月
出版

本书介绍和普及星座知识，以
图解为主，以四季星空 38 个主要星
座、18 颗亮星为主线，穿插介绍天文学
的基本知识和认星的基本要领，使读
者对四季星空的主要星座和亮星有全
面了解和掌握。

8.《速成物理学家》，[美]理查德·穆
勒著，许德平、何霖译，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6 年 6 月出版

本书中的物理趣事是作者在大
学课程中提取的，课程叫未来总统的
物理课。书中讲述的知识与生活息息
相关，如全球变暖、替代能源、气象卫
星、间谍卫星、海啸、飓风、核弹、核电
站等问题。

9.《100 个奇妙的物理知识》，[英]
科林·斯图尔特著，王文明译，人民邮
电出版社 2016 年 6月出版

本书通过 100 个关键数字，介
绍了现代物理学的主要方面和前沿问
题，内容既包括原子内部的运动机制，
也包括星系的运动，还涉及黑洞、暗物
质、暗能量、弦理论等新研究进展。

10．《海洋风景绘》，彭充、尹小港
著，海洋出版社 2016 年 6月出版

“海洋绘”系列丛书是一套将海
洋科普知识、色铅笔绘画及全媒体技
术结合在一起的科普艺术图书，共包
括 11 册。本书主题为“海洋风景绘”，
精心挑选 18 处全球最美的海洋风景
作为绘画实例，包括塞舌尔群岛、塔希
提岛、圣托里尼、斐济、马尔代夫、帕
劳、关岛、巴哈马、毛里求斯、巴厘岛、
普吉岛、大堡礁、夏威夷、苏梅岛、长滩
岛、塞班岛、塔斯马尼亚岛、斯里兰卡
等各有特点的迷人海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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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停息之钟：
活物充满生机的世纪
之争史》（The Restless
Clock: A History of the
Centuries-Long Ar-
gument over What
Makes Living Things
Tick），杰西卡·里斯克
（Jessica Riskin） 著，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年 3 月出
版

域外书情

关于赌博，人人皆知：设赌局者永远是赢家。设计
彩票的目的是使国家获取利润。掷骰子的游戏是设计
好的必定获利之事，你要想获利，除非你自己就有赌
桌。然而，有时人会犯错。赌场禁止数据采集卡机器的
原因是，采集卡的骗局有时会被赌家使用。事实上，在
过去的 500 年里，由数学家和科学家指导的赌徒们一
直试图弄清楚赌桌下的秘密，将幸运女神脚下的地毯
抽出来，一探究竟。

《完美赌注：科学与数学如何助你好运》的作者、
数学家、作家亚当·库哈尔斯基揭示了赌局设计中专
家所做手脚的惊人秘密，以及在设计过程中产生的数
学和科学革命。从伽利略到阿兰·图灵，赌博一直就是
科学家的思想游乐场：在 16 世纪掷骰子赌博酒吧而
诞生的概率论，到扑克游戏理论（数学家约翰·冯·纽
曼曾想发展这个游戏），到人工智能的发明。库哈尔斯
基在书中详述了无论是在家中设局，或者蒙特卡洛赌
场，乃至曼哈顿计划中核炸弹的专家，无一例外都是
流氓、天才和特立独行者。他们中不乏将硬币翻转
25000 次以看是否分布均等，麻省理工的学生们打赌
彩票能够获利百万，香港欢乐谷集团把赛马赌博变成
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

具备数学严谨性和叙事才华的作者亚当·库哈尔
斯基揭示了赌博历史与科学之间的纠结。在他的书
中，揭示了赌场设计者永不失败的秘密，以及寻找完
美的赌注对更美好世界的科学追求至关重要。

《完美赌注：科
学与数学如何助你
好运》（The Perfect
Bet: How Science
and Math Are Tak-
ing the Luck Out of
Gambling），亚当.?
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著，Basic
Books2016 年 2 月
出版

《基因：血缘亲近
的历史》（The Gene:
An Intimate History），
悉达多·穆克吉（Sid-
dhartha Mukherjee）
著 ，Scribner2016 年
5月出版

栏目主持：李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