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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手术刀》，王立铭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年 4 月出版

用好基因编辑这把“手术刀”
姻本报记者 胡珉琦

呈现科学发展的逻辑

2015 年 4 月，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实验
室公布了其在人类胚胎中利用 CRISPR-Cas9
技术修改可能导致 β 型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消
息。尽管该实验室使用的是存在缺陷，不能正
常发育为成熟胚胎的受精卵，且通过了校内的
伦理审查，但因为涉及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
在国内外迅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正是因为这一事件，王立铭动念在自己的
微信公号上讲讲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的来龙
去脉，没想到最终引起了湛庐文化图书编辑的
关注。

作为一名科学家，王立铭被他的同行称为

会用“人话”讲故事的高手，他用堪比小说的语
言去呈现一段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科学史，而不
仅仅介绍有关这项技术的知识。

基因编辑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科学发现
衍生而来的，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它是正确的，
又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断然否定它，它究
竟有什么用，未来又会往什么方向演进……

2016 年雨果奖获得者、《北京折叠》 的作
者郝景芳在评价这本书时写道：一本书有没
有给读者留下问题，比它有没有给读者留下
知识更重要。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王立铭
坦言，做科普本身并不是为了把具体的科学发
现用通俗的方法传播给大众。

“事实上，我本人并不认为大众真的需要
了解那么多科学知识。况且，今天的科学已经
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并不容易被外行理
解。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仍然
需要懂得科学，因为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实
在是太大太深远了。不理解科学的逻辑会很无
助，反之，则可以充满自信地生活在今天这个
技术爆炸的世界上。”

因此，他给自己定下的写作方向，恰恰就
是科学技术到底是从何而来，对人类有什么意
义，又有可能把人类带到哪儿去。“科学发展的
逻辑对每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基因编辑正好
是处在历史和未来的分界线上。”

什么是基因编辑的未来

“当分子生物对生物大分子的操纵和解析
技术达到一定高度时，这门学科就面对着它的
终极目标：通过对基因的重新组合改变生物的
性状，直到创造新生物……这时，人们惊奇地
发现，创造生命实际上就是编程序，上帝原来

是个程序员。”
在发布会现场，王立铭不忘向读者分享来

自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天使时代》里的一
段文字。科幻曾是把王立铭带向科学世界的一
扇大门，直到现在他都是一个铁杆科幻迷。

科幻讲述的是未来，但其实，科学家本是
不喜欢讨论未来的。

“做研究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是很重要
的，预测未来往往是一件很不可靠的事。历史
上哪怕是最伟大的那些科学家、政治家、科幻
小说家讨论未来也常常会被打脸。我当然也不
会自作聪明去预测未来。”王立铭说。

不过，依照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他在书
中还是用了不小的篇幅明确表达了对基因编
辑技术演进方向的看法。

他认为，总有一天，基因编辑技术会从特
定遗传疾病的治疗扩展到更多的疾病，紧接着
就会出现预防型的应用，比如修改非常容易导
致恶性癌症的基因突变 BRCA1/2。而这个演
进的尽头，则是直接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编
辑，让孩子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远离某些疾
病，甚至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美丽。一旦走上
这条路，人类就将开始摆脱自然历史留给人类
的印记，开始进行自我创造。

技术是中性的，但王立铭并未一味替技术
辩护，他甚至用科幻作者的口吻，承认这样的
技术应用可能创造一个魔鬼出没的世界。

他理解人们深切的担忧，并指出这项技术
应用最严重的后果，将是破坏人类基因的多样
性，让人类彻底失去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生物
学基础；对社会而言，它可能造就永久性的阶
级分化，甚至被一些野心家用于大范围地定向
改造人类。

基因编辑理所当然需要得到普通人的关
注和思考，这不仅仅是科学家自己的事。

与其说伦理，不如用监管

这确确实实是一本科普书，而非科幻或者
未来学作品。技术应用有风险，但并不必然造
就一个黑暗的未来，人们应该警惕而非恐惧新
的科学技术的出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王立铭
强调的基本观点，他并不回避技术与伦理之间
的矛盾问题。

“历史上从来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社
会变革，推动价值观的演化，突破传统伦理。只
要一项科学发现是正确的，或者一项技术发明
对人们生活有好处，从来没有哪个社会习俗或
者伦理真正可以阻止它们应用。堕胎、避孕、解
剖尸体、试管婴儿都是例子，没有理由认为基
因编辑不会是下一个。”

他告诉读者，今年初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
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科学、伦理和管理》报告，
已经首度对基因编辑人类松口了。尽管在报告
中，这项技术的使用范围仍然被小心局限在治
疗先天遗传疾病，而不是用于改变身高、智商、
相貌等属性。

“事实上，单纯禁止科学家合法研究某一
项技术，往往会把相关技术研究推向暗处。”因
此，他对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的研究一方面持开
放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涉及应用于人类自
身的技术时，与其诉诸伦理或者用舆论一味打
压，不如用严格的专业监管和法律约束。

比如，限制关键技术细节的扩散，追踪和
控制关键实验设备和原料的流向，加强相关技
术人员的训练，规范相关研究和应用机构的工
作准则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技术进步带
来的社会风险。

在王立铭看来，管理制度的成熟应该和科
学技术的成熟是同步的。

荐书

伊恩·麦克尤恩被公认为英国的“国民作家”。
本书写的是一位高等法院的女法官菲奥娜·迈耶，
向来以严苛的睿智、精确和理性闻名。可她成功的
职业生涯却无法掩盖家庭的不睦。一个案件引起
了她的关注。17岁的男孩亚当由于宗教信仰拒绝
输血治疗，命悬一线。时间在流逝，控辩双方都给
出了理由，为了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菲奥娜决定
亲自前往医院探望男孩。一番恳谈触动了菲奥娜
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最终，她的裁决将给两人带
来怎样意想不到的后果……

本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道德与法律的困境：
到底是尊重宗教信仰、个人意志，还是应该坚持生
命至上的原则？背负着文明社会的沉重枷锁，人性
的天平最终将向哪一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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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茉莉，日本传奇女作家，明治文豪森鸥外
的爱女，三岛由纪夫盛赞的“语言大师”。她的人生
和作品一样传奇，年轻时两次婚变，晚年清苦，从
名门千金沦为廉价公寓的房客。

森茉莉在《奢侈贫穷》中为自己取名“魔利”，
与社会格格不入，却也活得自我。她几近赤贫，却
打心眼里讨厌穷酸气；躺在微暗的陋室，想象沙漠
月光、罗马广场；哪怕收入微薄，也要挪出一星半
点的钱来买生鱼片、西餐罐头、进口巧克力；无法
适应社交场合，屡屡犯下孩子一样的错误……

《奢侈贫穷》这个书名，其实是晚年潦倒的森
茉莉的精神胜利宣言：“我虽然穷，但精神上是贵
族。”有心有灵，陋室生活也能不乏情调、不失品
位。即使落魄，也不妨碍她宠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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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开始跑步？跑步是一种生活方式。
本书是专为女性跑者量身定制的精美读物。

台湾“女生路跑首人”、《疯台湾》主持人、超人气博
主、都市白领、设计系大学生、跑步辣妈，等等，她
们以亲身经历与读者一起体验跑步生活新时尚。
书中还包括简单易学的跑步瘦身课程，预防运动
伤害的保健知识，健康时尚的跑步潮人穿搭，不怕
长胖的饮食和营养指导等。

作者是台湾专业体育出版机构“基本工事”
负责人，《SOUL 运动志》《世界职棒观战指南》主
编，《GQ国际中文版》运动版特约撰述，《Hit职棒
迷》杂志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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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涂色之外，还有一种适合大人的情感
表达方式，那就是———习字。一笔一画地写下
心里最想说的那句话。抄写概念书已在韩国和
我国台湾地区的畅销榜上占据半壁江山，静心
抄写成为时尚都市人的减压新方式。

本书收录了 35 首古往今来的大师名作：泰
戈尔、拜伦、叶芝、普希金……更有影视、绘画、
音乐领域艺术家的亲笔书信、真爱对白，表达
了人们都曾经历过的爱情的种种阶段，以中英
文对照展示，鼓励读者动笔写下对爱情的所思
所想。 （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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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凭借自己
的科普著作《吃货的生物学修养》获得
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浙江大学生命科

学研究院“80 后”教授王立铭转身又出
现在了自己的新书发布会现场。《上帝
的手术刀》是一本有关基因编辑简史的

科普书，同时也是王立铭的一个“野心
之作”。因为他想讲的，是一个关乎历史
和现在，并且连接未来的大话题！

西部探险
5 月 14 日至 15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自“一带一路”提出以
来，中方就此召开的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
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
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
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先是由德国地质地理学
家李希霍芬提出的，并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
1868 年至 1872 年间，李希霍芬对中国进行了 7
次地质考察，足迹遍及当时 18 个行省中的 13 个，
对中国山川、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
了深入探查。他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一书
中，把“从公元前 114 年至公元 127 年间，中国与中
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
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
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 20 世纪初出版
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
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
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
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
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在此前后，世界各国的探险家到这一带“探
险”，同时对中国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考察，如人们熟
知的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伦
威德尔等，还成就了他们有关探险的记录和研究的
著作。

古代中国用的“西域”一词，与“丝绸之路”有许
多重合，因此，西域研究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外交通
史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

上世纪 90 年代，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著名西域文化专家杨镰主持编译了“西域探险考察
大系”“探险与发现”“中国西部探险”等丛书。让更
多人关注到百年前的西域探险史，引起当时读书界
的阅读热潮。尤其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

探险考察大系”，赭红色封皮的精装硬皮书成了书
架上特别的风景。

1997 年，杨镰将孙仲宽的旧译本、斯文·赫定的
《我的探险生涯》（又译作《亚洲腹地旅行记》）重新整
理出版。这位“西域探险之父”的故事才再次进入到
我们的视线中。

斯文·赫定，1865 年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
摩，世界著名探险家。他从 16 岁开始，一生从事探
险，因为探险，他终身未婚。他的名字，在他的祖国，
不但路人皆知，而且为人们所热爱崇敬，与诺贝尔
有齐名之誉。

斯文·赫定于 1885 年开始中亚之旅，一步步深
入亚洲腹地。1890 年底，他跟着驼队进入喀什地区，
从此，他的探险生涯便与西域紧密结合。

他在中国西部的探险与考察长达四十余年，足
迹遍及新疆、内蒙古、西藏、甘肃、陕西等地，在塔克
拉玛干沙漠死里逃生，在帕米尔高原数次攀登慕士
塔格峰未果，对罗布泊进行了第一次科学勘查，在
荒漠中发现了消失 1600 多年的楼兰古城，填补了
世界中亚地图上的未知空白。《我的探险生涯》一书
正是他对自己传奇经历的记叙。除了通俗著作，他
还撰写了多部极具分量的考察报告，将新疆这块长
期被人遗忘的宝地重新呈现在世界面前。

截至 2013 年，“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中斯文·赫
定的著作已有 7 种，包括《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
探险八年》《丝绸之路》《罗布泊探秘》《游移的湖》《戈
壁沙漠之路》《穿过亚洲》。

当然，“一带一路”概念早已超出了过去的范
畴，不单单是中国的独奏曲，已从过去的单薄到如
今的愈加丰满，相关研究著作也将人们带向更深更
远更广的思考和探索。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王义桅所著《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
逻辑》，从人类文明史与全球化反思角度研究“一带
一路”，以“世界是通的”智慧超越了“世界是平的”思
维，打造包容性全球化。这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

“一带一路”时代的全球化、文明、战略、经济、政治、
外交逻辑，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示的中国智
慧与世界智慧。 （喜平）

书 Ba
《员工帮助计划：中国经典案例集》：

EAP进入中国18年的故事
姻本报记者 张文静

2016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卫生计生
委等 22 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心理
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其中第 7 条指
出，要普遍开展职业人群心理健康服务。
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把
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员工思想政治工作，
制定实施员工心理援助计划，为员工提
供健康宣传、心理评估、教育培训、咨询
辅导等服务，还特别强调要对处于特定
时期、特定岗位、经历特殊突发事件的员
工，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和援助。

如今的中国，年轻一代已经成为职
场的主力军，对于企业来说，传统的“胡
萝卜 + 大棒”的管理逐渐开始失效，如何
有效地管理和激励新生代员工，成为了
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
旨在提升企业员工身心健康水平、帮助
企业打造健康职场环境的员工帮助计划

（EAP），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AP 于 1998 年落地中国内地。中央

财经大学心理系教授、国际 EAP 协会中
国分会主席赵然是国内心理学领域最早
一批参与 EAP 实践并一直从事 EAP 学
术研究的专家。最近，赵然与另一位国内
最早参与 EAP 实践并始终工作在一线服
务机构的史厚今共同主编的 《员工帮助
计划：中国经典案例集》出版，成为国内
第一本基于中国 EAP 本土服务 18 年经
验撰写而成的案例集。

“在这 18 年里，发生了无数个或动
人、或精彩、或宏大、或细腻、或惊心动魄
的故事。”赵然说，这些年里，每当她到不
同国家和城市讲授 EAP 知识或参加会议
时，总会遇到很多想要了解 EAP 发展、

服务、运营等内容的听众和与会者。在大
学开设本科生、研究生的“员工帮助计
划”课程，并着手撰写教材的过程中，更
使她认识到，把 EAP 的理论、哲学、理念、
模式、技术等阐释后，学生仍会感到迷茫
和困惑。“EAP 是一个集临床心理学、组
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健康与
医疗、人力资源等多学科整合的应用型领
域，仅仅有理论是不够的。”赵然说，“也
许，是把中国 EAP 近 20 年的实践经验和
成果，以案例的方式呈现给读者的时候
了。”

《员工帮助计划：中国经典案例集》的
撰写是由一个团队共同完成的。“其中既
有心理学专业人士，也有从事 EAP 服务
多年的服务机构和企业、组织内部的资深
EAP 实践者和领导者。只有这样一个既
精通理论又熟悉实践的团队，才能担起案
例集撰写的重任。”赵然介绍说。

这本案例集中的所有案例均来自真
实的 EAP 服务故事，内容包括组织服务案
例、管理者服务案例和员工个体咨询案例
三个部分。其中，组织服务案例篇中包括南
方电网、DAL 航空公司、胜利油田、贵州移
动等知名企业的 EAP 项目，介绍了项目设
计理念及方法、服务流程及活动详解；在管
理者服务案例篇中，以知名企业的管理服
务为经典案例，体现了 EAP 在帮助管理者
提升工作技能、达成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
方面的作用；员工个体咨询案例篇则从企
业员工寻求帮助频率最高的经典案例入
手，详细介绍 EAP 个体服务的流程、保密
原则、咨询技术及效果评估等。

“本书是为广大 EAP 服务机构的专
职和兼职专业人员而写，为
企 事 业 和 机 关 单 位 内 部
EAP 的设计者和实践者而
写，为数万名正在学习应用
心理学的莘莘学子而写，也
是为国内积极开设‘员工帮
助计划’课程的大学同仁们
而写。”在赵然看来，如今
在国内，心理学应用的春天
已经到来，EAP 是大 花园
中美丽的一朵。这本书试
图将这朵美丽的鲜花栩栩
如生地描绘出来。目标只
有一个，就是帮助大家通过
案例学习把 EAP 有关的知
识、理论和技术转化为能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
如焦点解决短程治疗的创
始人 Insoo Kim Berg 所说：

‘知识，如果不能用于解决
实 际 问 题 ， 就 什 么 都 不
是！’”赵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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