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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作品全编》
史铁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 1月出版

叶广芩的京味儿，头一条是
有“墨香”。不造作、不拿捏，从容舒
展中流露书卷翰墨之气……叶广芩
是写作的多面手，但我认为唯有在
写京味小说时，她才发现了自己特
有的灵性。 ———作家邓友梅

叶广芩是当代创作颇丰、风格
独特、成就卓著的著名作家。在诸多
享誉读者的佳作中，尤以其家族为
背景的系列小说最为精彩，不仅承
继了以老舍为代表的现代京味文学
的精髓，难能可贵地保留了古都北
京特有的文化底蕴，也延续了明清
以来京都语言韵律的薪火。

《叶广芩文集》以“精选集”的方
式收入其代表性作品，囊括了作者
30 多年文学创作的精华。都是最受
读者喜欢、流传最广的作品，包括长
篇小说《采桑子》《全家福》等。

《去年天气旧亭台》是一本记载
北京生活的小说集。里头有作者的
影子、作者的生活，有她的街坊和儿
时的玩伴。

《叶广芩文集》（九卷本）、《去年
天气旧亭台》，叶广芩著，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火星三部曲》把人类最空
灵的想象写得有如新闻报道一样
真实。罗宾逊仿佛历史的见证者，
忠实地记录下了一部未来必将发
生史诗。它不是星球大战那种杂耍
式的科幻，而是考验真正科幻迷的
试金石。 ———作家刘慈欣

金·斯坦利·罗宾逊，当代美国
科幻小说大家，曾获得星云奖、雨果
奖、轨迹奖等 20 余项世界级科幻大
奖，《火星三部曲》系列是他最负盛
名的作品。

作为一部关于火星移民的奠基
之作，《火星三部曲》堪称史诗般的
巨著。书中的故事跨越百年，讲述了
从 2026 年到 2128 年之间，首批地
球移民在登陆火星之后，是如何克
服种种困境，将火星改造为适合居
住的家园。从自然百科到高新科技，
从火星地理到地球哲学，从政治到
宗教，从人性到数学，火星的自然景
观、开拓者的雄心壮志，人与人的纷
争，天和地的巨变，作者通过丰富的
想象力，让这些气势恢宏的场景一
一展现。它奠定了后续火星科幻题
材的基调。

《火星三部曲》（《红火星》《绿火
星》《蓝火星》），[美] 金·斯坦利·罗
宾逊著，重庆出版社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常常也
是利益关系。你交钱我看病，病人就
像商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医
生在救命，也和生命的意义没有本
质联系。但如果一个医生能够像《当
呼吸变成空气》的作者保罗一样，把
医生这一职业当作保卫生命的使命
来看待，那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就和
生命意义紧密相连了。……没有利
益纠缠的“关系”，常常能够直击我
们的内心，让我们心动、感动、激动，
给生命带来丰富的感受，给灵魂带
来震颤的丰盈。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全世界只有万分之零点一二的
人会在 36 岁前患上肺癌，保罗·卡
拉尼什是其中之一。2013 年，保罗
在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外科教授
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之时，忽
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
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
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
他的文章刊登在 《纽约时报》《华盛
顿邮报》等媒体，获得了全球读者关
注。本书文笔优美、诚挚感人，书里
有着对人性、生死、医疗的深沉思
索，让全球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当呼吸变成空气：美国天才医
师的生命笔记》，[美]保罗·卡拉尼什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与作者的另一本书
《哈扎尔辞典》一样，揭示了人类想
象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在一个想象
力普遍平庸的年代，我们尤其需要
这种激励。 ———作家、学者止庵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发生的
时间，处于公元 1797 年威尼斯共和
国陷落，到公元 1813 年拿破仑帝国
解体之前。写了两个塞尔维亚家庭
的遭遇，这两个家庭分别在为拿破
仑的法国和反拿破仑的奥地利卖
命，代表了塞尔维亚在东西方两种
势力之间的选择。在本书中极少反
应的平行的事件则是从 1804 年开
始到 1814 年结束的塞尔维亚第一
次起义，这个事件被作者有意忽略
了，以此彰显了书中人物对本民族
的冷漠，以及战争的荒诞。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一部算
命用的塔罗牌小说》，[塞尔维亚]米洛
拉德·帕维奇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喜平整理）

在读

中国现代科学制度系由 20 世纪初叶从西方
引入的，并在古老而年轻的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科技工作者尊承前
贤、开慈后学，为中国现代科技的初创、进步，并实
现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中国现代
科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科技工作者代际传
承、接续探索的奋斗史。今天，我们站在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历史新起点上，系统梳理百余年来中国
现代科技发展的传承脉络，研究形成当代中国科
学家学术谱系，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现代科技
发展规律和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对于加快建设人
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无疑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什么是学术谱系研究？

学术谱系是由学术传承关系（包括师承关系
在内）关联在一起的、不同代际的科学家所组成的
学术群体。在深层意义上，学术谱系是学科学术共
同体的重要组成单元，是学术传统的载体。开展当
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各门
学科或主要学科分支层面上学术谱系的产生、运
作、发展以及在社会中演化的历史过程及一般趋
势，促进一流学术谱系及科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生
根、成长。

学术谱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突破
了以往科学史研究的边界，涉及由学术谱系传承
过程中数代科学家所构成的庞大的科学家群体，
而且在研究时段上要考察历时达数十年乃至近百
年的学术谱系发生发展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研究者必须将人物研究、科学思想史研究与关于
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学解析（群体志分析）结合起
来，将短时段的重要事件描述、中时段的谱系运作
方式研究与长时段的学术传统探讨乃至学科发展
研究结合起来。

学术谱系研究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它有
助于探讨现行体制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回答“钱
学森之问”；有助于加快一流学术传统在当代中国
的移植与本土化进程，有助于一流学术谱系的构
建，也有助于一流科技人才的培养。

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

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以科学家和
科学家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综合运用科学史、科
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别从短时
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多种视角审视学术谱系的产
生与发展过程，画出谱系树。在此基础上，就学术
谱系的内部结构、运作机制、相关学术传统及代际

传承方式展开深入研究，同时与国外先进学术谱
系展开比较研究，并结合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具体来说，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的主要
研究内容，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结合学科发
展史，对学科内科学家进行代际划分和整体描述，
找出不同代际之间科学家之间主要的学术传承关
系，描述学术传承与学科发展、人才成长的内在联
系；二、识别各学科中的主要学术谱系，归纳提炼
出代表性谱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传统；三、研究主
要学术谱系中代表性科学家在相关学科发展中的
地位与作用；四、着眼于学术谱系发展趋势，分析
相关学科发展的突出特点、主要方向以及潜在突
破点；五、与国外相关学术谱系开展比较研究。

如何开展学术谱系研究？

如何开展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首
先要广泛而扎实地收集史料，在保证真实性的基
础上，尽可能做到详尽、全面。史料收集可采用文
献研究、访谈、网络数据库等方法，其中以文献研
究方法为主。如采用访谈方法，必须结合历史文献

记录对访谈的内容进行验证，以免因访谈对象的
记忆错误或个人倾向而导致史实上的分歧问题。

其次，确定代际关系。划分代际关系是适当把
握学科整体学术谱系结构的重要前提。可以学科
史、师承关系和年龄差距这三方面依据为参考。学
科史有助于了解学科发展早期同代际学者的分布
以及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师承关系是划定不同代际的基本依据，但由
于科学家的学术生涯长达 50 年左右，对其早期弟
子与晚期弟子应作必要区分。此时，则需要参考年
龄因素，可以 25 年为代际划分的参考依据。

再次，初步识别并列出所研究领域内的所有
谱系。对所研究的学科进行一个概略性的介绍，包
括该学科在我国移植和发展的大致情况、所包含
的分支领域和主要学术谱系等。依据适当理由对
不同代际科学家进行划分，描述不同代际科学家
之间的总体学术传承关系。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列
出所有能够辨识的学术谱系，绘制出师承世系表。

第四，开展典型谱系研究。从经过初步识别
的学术谱系中选出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重点谱
系进行深入研究，理清谱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

事实。典型谱系的研究可按短、中、长三个时段
推进。典型谱系的研究要以事实为基础，但不能
仅仅停留在史实上，而要在史实基础上进行提
炼（特别是在中时段和长时段研究中），通过提
炼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第五，与国内外相关学术谱系进行比较研究。
选择与所选典型谱系相似方向和相同源头的国外
学术谱系进行比较研究，主要考察内容可包括学
术传统差别、人才培养情况差别、总体学术成就差
别、外部发展环境差别等。

第六，提出研究建议。结合在典型学术谱系研
究和比较研究中总结出的促进学术谱系健康成长
的经验和阻碍、制约学术谱系发展的教训，给出相
关研究和工作建议，以推动一流科学传统在我国
的移植与本土化进程，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和创新
文化的发展。

一项专业性、开创性的工程

中国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党领
导下的人民团体。广泛动员组织科技界力量开展
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梳理我国科技发
展各领域学术传承的基本脉络，探究现代科技人
才成长规律，对科协组织而言，既是职责所系，也
是优势所在。

为此，自 2010 年 5 月起，中国科协调研宣传
部先后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光学、
医学、药学、遗传学、农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
等学科领域，启动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
相关研究成果就此陆续出版。

我们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将带动学界同行
进一步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前后、“文革”前后，以
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家学术传承的不同特
点，探讨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与国外科学家学术
谱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探讨国外科学传统（英、
美、德、日、法以及苏联传统）的引入与本土研究兴
起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为我国科技发展更好遵
循现代科技发展规律和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实现
新发展新跨越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本套丛书的研究出版是一项专业性的工
作，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程。感谢各有关全国学
会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科技史学界同行们的
热情参与，也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辛勤
付出。正是有了各方面的积极工作和密切协作，
我们更有信心把这项很有价值的工作持续深入
地开展下去。

（本文系“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丛书”总
序，作者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丛书主编。）

信马由缰

毛泽东是伟大的诗人，具有诗人信马由缰的浪
漫情怀。在 1959 年 4 月 5 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
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憧憬自己这样骑马：“骑骑走走，
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
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搞它
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骑马走黄河，虽是诗人毛泽东梦寐以求的愿
望，但毛泽东更是伟大的政治家，当信马由缰与统帅
政治发生冲突，他最终选择统帅政治，没有骑马走黄
河。我不敢攀比伟人毛泽东，但我即便作为一位渺
人，梦想还是有，那就是从小就有的文学梦。

在梦想中可以牵马坠镫，可以信马由缰，但我
早年的现实生活，却几乎完全被命运牵着鼻子走：计
划经济，“计划”了在无线电的工厂里，只能有上无线
电专业的招生指标，也“计划”了无线电专业毕业的
大学生，只能去当无线电工程师，别无选择。

但我敢于“挑逗”命运之神。在南太平洋航程中、
“远望一号”卫星通信机房里，我一边当工程师，一边
写下许多诗章。南太平洋的浪花润泽了我的诗章。

由于这些诗章，我被调到北京总部，离我文学
梦的实现似乎指日可待。命运轨迹很快又发生了偏
离：几个月短暂的文学创作后，我没有当上专业作
家，却成为新闻记者，而且一干就是三十余年。

像我这样信马由缰，也够放任无羁的。

杂树生花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语
出《与陈伯之书》，作者是南朝人士丘迟。

今人不该师古而不化，更不能食古而不化，丘
迟的原创未申请知识产权保护，非神圣不可侵犯，后
代诸多文人亦有将“杂花生树”写成“杂树生花”。若
定要咬文嚼字，“杂树生花”可理解成在风格迥异的
树上绽放鲜花；“杂花生树”则可理解成五彩缤纷的
鲜花跃然开在树上，两种都意境迭出、美感充盈———
就像我在中科院版纳植物园看到的一些神奇植物，
有的“杂花生树”，有的“杂树生花”，无不蔚然大观。

有时候大自然、大自然中的生命是“逆向思维”。
这也像在中科院版纳植物园里，会看到奇特的“独木
成林”现象。生长在热带的多年生榕树，其粗壮的树
枝可长出遒劲的根须直垂地下，当它深深扎入肥沃
的泥土中时，又成为神奇的新树干，一株榕树便可成
为一片树林，不仅其造型独特、雄伟壮观，还打破俗
世人们“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的惯性思维。

我发表的一些杂文和小品文，如《妙笔生刺》《拿
着令箭当鸡毛》等，皆因对一些成语或俗语有新认识
和见解，逆向思维，反其意而成。

或者干脆坦白交代，我压根就不是什么“良民”，

就是刻意要与一些传统“较劲”，与一些世俗“拧巴”。
也基于以上出发点，窃以为，如果是要援引丘

迟、丘不准点先生的高论，当然要忠实于原作，写做
“杂花生树”；若要推陈出新，也不妨写成“杂树生
花”，似乎更加绚丽、更加蓬勃。

版纳拈花

虽然我已到版纳、到中科院版纳植物园访问多
次，但 2016 年我退休之后，7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我
在版纳长达近两个月，更重要的是，比起退休之前的
写作生涯，心境、心情和感受、感悟全然都已不一样。

本想造访版纳植物园野外台站，到版纳之后却
完全背离初衷，我莫名奇妙地极度亢奋，整天只惦着
四处流窜用手机拍照，只惦着用微信公众号发图文。

微信公众号的应用，是我到版纳之前的两三
天，北京大学计算机的一位年轻乡贤刚教会我。我没
领教过小朋友玩游戏机如何疯狂，但却体会到自己
早已过知天命之年，完全步入耳顺之年后，每天都写
微信公众号的极度疯狂。

微信公众号设定的指标是每天只能发一篇，不
能隔日挪用，我不甘于过期指标作废，就病态地自我
绑架，每天都要发出一篇，每篇 2000 字左右，而且是
一段文字配一张照片，原创的文字、原创的照片。

每天要写 2000 字的原创文字，每天要用约 25
张的原创照片，这是什么概念且不消说，还由微信公
众号的属性所决定，每天都要对照片进行特定的技
术处理，都要对图文进行排版的齐整处理。每天雷打
不动，要写一篇这葫芦岛上的所见和见闻。

既为版纳植物园，而且是国家 5A 级风景区的
植物园，自然有很多很多蹁跹的蝴蝶，也有很多很多
艳丽的花朵，我在这里以随笔写成的微信公众号，内
容自然都离不开花儿，很多篇章连题目都离不开花
儿，比如《花儿为什么这样蓝》《人间何不花恋蝶》《花
花世界迷我眼》等，不一而足。

终日流连花丛，不期然地就堕落成了花花公
子，我也是醉了。

不尽山河入梦来

我的文学之梦路，漫漫且迢迢，似梦似醒，似醒
似梦。近日做了这样的梦：一位地地道道的高人，俯
下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欲与我礼貌握手，我急忙就
抽自己在衣兜里的名片，名片却像是一堆无序卷绕
的刨木花，怎么也从木刨匣中抽取不出，我在情急尴
尬之中，却抽出了一位画家刚馈赠给我的国画———
一幅壮美秀丽的山水画作，恭敬地用双手递给了他。

希望有梦，理想有梦，愿景有梦。
我只因做记者跋山涉水，长年累月走基层，在

各处走动的地方多了一些，自然有不尽山河入梦来。

信马由缰入梦来
———写在拙作《不尽山河》付梓之际

姻郑千里

研究学术谱系 探究人才规律
姻王春法

荐书

“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丛
书”，王春法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年 月出版

丛书出版将带动探
讨我国科学家学术传承
的特点，探讨中国科学家
与国外科学家学术谱系
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探讨
国外科学传统的引入与
本土研究兴起之间的内
在关联，为我国科技发展
更好遵循现代科技发展
规律和科技人才成长规
律，提供思考和借鉴。

“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凌晨，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就在史铁生去
世前一天，他的散文集《我与地坛》出版，这本史铁生讲述自己的故事的
书，深得广大读者喜爱，六年来，《我与地坛》的总印数已经超过 120 万册。

七卷本《史铁生作品系列（纪念版）》出版之后的几年，在史铁生夫
人、朋友，相关专业人士以及热心读者的关心支持帮助下，史铁生作品
的收集和梳理工作一直在进行，受益于科技的发达，一些过去联系不
到的人、遍寻无着的佚作，通过新的通讯方式、搜索工具寻找到。

《史铁生作品全编》共十卷，其中小说五卷、散文一卷、评论及书信一
卷、作品集两卷、剧本及对话一卷，是迄今收入作品最全的史铁生文集。另
外，“全编”还附录了《史铁生生平及创作年表》和《史铁生研究资料要目》。

本书集结自导演李翰祥 20 世纪 70 年代在香港《东方日报》连载的同
名专栏，内容涵盖其从影 30 年的心得杂感，两岸三地影坛的掌故见闻，老
北京民俗文化的五行八作等。全书幽默风趣、文辞生动、细节丰富、金句百
出，甫一推出海外华文报纸便竞相转载，深得广大读者喜爱。

此次出版恰逢李翰祥导演诞辰 90 周年暨逝世 20 周年，经过重新增
补、整理，附上难得一见的家庭珍藏照，同时推出精装限量典藏版和平装
版，以表纪念。

《三十年细说从头（上下册）》
李翰祥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 2月出版

1937年，上海沦陷，出身外交世家的普济州因不满父母的指腹为婚，竟
然在婚礼上找借口逃婚。此时，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纳粹疯狂逮捕迫害犹太
人，犹太人只有拿到外国签证才可以逃离奥地利。各国因忌惮德国纳粹，以各
种借口拒办签证，唯有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向犹太人敞开签证大门。

普济州秉承副总领事鲁怀山的旨意，与领事馆同仁一道为犹太难民
办理通往中国上海的签证。普济州在独力执行“七人名单”的绝密任务中，
与以汉斯为代表的德国纳粹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在犹太抵抗组织的配合
下，历尽艰险，冲破重重险阻，以血的代价将科学家找到并救出……

为撰写本书，著名编剧高满堂还曾远赴欧洲采访。

《最后一张签证》
高满堂、李洲著，作家出版社 2017 年 1月出版

本书由超高人气的青年作家、编剧、诗人宋小君领衔打造，经过一
年多的策划，写作，为读者建造了一座“爱情遗憾博物馆”。全书由 18
位知名作家、影视编剧、自媒体大咖、新锐作者等共同写就的 20 个短
篇小说组成。

该作品正如序言中所写的一样“回忆过去，是为了把自己变得更
好、更值得；关照遗憾，是为了在漫长的人生里，少留遗憾”。通过每一
篇小说，在这些故事里看到别人，又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抵抗漫
漫人生路上的离别、孤独和恐惧。 （喜平整理）

《人人心里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
宋小君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