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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寻找到
的———这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动作。”“人生就
是创意的循环。”

“经典创意三部曲”是欧美创意经典纪念
套装，收录了美国传奇广告人乔治·路易斯的
《好忠告》、英国创意鬼才保罗·亚顿的《关键不
是你现在有多棒，而是你想成为多棒的人》和
《无论你在想什么，反过来想想》。

其中，《好忠告》讲创意，《无论你在想什么，
反过来想想》讲思维，《关键不是你现在有多棒，
而是你想成为多棒的人》讲人生进阶。 （喜平）

轻快易懂而不过于严肃

《流转的星辰》一书原作者为英国物理学家
和数学家詹姆斯·金斯，他首次提出金斯不稳定
性，这是恒星形成研究领域的基础概念；他参与
提出的瑞利—金斯公式给出了“紫外灾难”难
题，为后来用量子力学完全解决黑体辐射问题
做了铺垫；他还对行星大气逃逸作了研究。除了
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外，金斯还以擅
长用浅显流利的表述说明新奇的学理出名。

在金斯的诸多作品中，《流转的星辰》最负
盛名，是其在广播电台所作的一系列天文通识
演讲的合集。关于出版本书的目的，他的表述如
同对科学内容的描述一般轻巧优美———“我一
点儿也没有什么别的野心，目的仅仅是想要对
于这门在一切科学中最具有诗意的学问，写出
一篇轻快易懂而不过于严肃的导论而已”。

全书分为八个章节、两篇附录，从人类居住

的地球谈起，扩展至对月球、太阳系、银河、星云、
宇宙的探索，而且对恒星的种类、天体测量方法
等作了说明。话题设计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接
地气”，既能回答八岁孩童的疑问，也能满足三十
岁成年人的好奇心。在学习了解科学知识的同
时，还能得到语言及文字美感的享受。

以解释地球大气层对于太阳光的折射为例，
书中这样写道：“大气所做的打碎太阳光的这种
工作便是地球上的大部分美景的来源：一整天的
蔚蓝天空，日出日没时鲜明的橙色和红色，日出
日没时的云霓的神仙世界般的彩色。黎明与黄昏
时的神秘的韵味，群峰间的粉红的晚霞，远山笼
罩着的暗紫，晚间西天的苹果绿以及东天的靛
蓝———其实所有的艺术家所描写的大气中的景
象都是这种工作所赐的。”

旧书焕新颜

对于不断推陈出新的科学来说，一本跨越百
年的科普书，有很多内容都已经不符合当今天文
学领域的新认识。对这些内容进行修订，正是刘
博洋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在采访中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从根本
上讲，1931 年的天文学和如今的天文学，已经有
很大的不同。“这 80 多年来，现代天文学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开辟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
无数的新知识、建立了无数新概念，所以首先该
书在体系结构上，以现在的视角看来，是有重大
的缺失的。而且即便从当时天文学家已经开始进
行讨论的一些研究课题来看，受限于技术能力的
不足，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很多事情还没有取得正
确的认知。”

他举例说，在第二章“时空之旅”的《近观月

亮》一文中，作者用了很大篇幅论证月球上的环
形山和地球上的火山口成因类似，都是火山活
动造成的。但实际上今天已经明确知道月球环
形山基本都是由大大小小的流星体撞击而成
的，应被更准确地称作“撞击坑”。“这是行星科
学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的一种误读。”

对于这种错误，对原文进行修改难以实现，
在新版《流转的星辰》中，刘博洋更正的内容以
蓝字进行了注释，对比不同时代对于同一问题
的认识，对科学的进步有直观的体会，对读者来
说也别有一番乐趣。

另外他还对天文学名词的使用进行了规
范，依照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出品的《天文学名词》进行了统一。同时对金克
木译本没有处理的英制单位进行了处理，以国
际标准单位进行换算。

谈及决定接受这本百年前天文科普书繁冗
修订工作的缘由，刘博洋解释说，一方面自己只
做过新书的翻译和审稿，从来没有做过比较旧
的经典书的重审任务，想要进行新的尝试；同时
也因为金克木为民国翻译大家、天文爱好者，抱
着了解 20 世纪早期也即民国年间国内外天文科
普生态、学习经典作品讲科学故事方法的想法，
他最终接下了这项工作。

金克木虽为翻译大家，但民国时期的白话
文与今天相比，仍然有很大不同。加上他并未受
过专业天文训练，翻译存在不少错误，刘博洋需
要对照金斯的英文原文进行审校。

“在修订金克木译本的过程中，一方面想尽
可能给读者呈现最准确、最流畅的译文，另外一
方面还得注意判断，争取能保留民国白话语文
的一些风味，这两个原则很多时候会打起来，导
致具体处理方式的选择会比较困难，所以有时

会感到非常吃力和痛苦。”

美玉之瑕

作为一本天文科普书，图片必不可少。刘博
洋告诉记者，在 1931 年初版的图书里就有一些
图片。“以上世纪 30 年代的标准来看，我很佩服
作者可以找来这么丰富的图片素材，来让读者感
受天文学的美丽。这些图片中很多是用当时最大
的望远镜拍摄的。”

但在今天来看，这些图片显然已经不能满足
读者的需求。“所以我搜集了一些 NASA、ESO 等
各国天文台提供的现代图片，对原书配图进行了
部分替换。对原书出现的几幅示意图，也找了科学
插图作者，用现代工具及美学要求进行了重绘。”

2017 年 4 月刘博洋开始审校工作，10 月初
稿完成，2018 年 5 月最后见到编辑排版之后的
版本。2018 年 7 月第一版付印，9 月上市，没想到
新书中有 20 多张编辑添加，而未经他确认的图
片。另外书中还出现了图注中错误的名词翻译、
图片与图注不符等错误。

刘博洋表示：“这些图片的选图、配注等方面
均存在明显的错误和不足。询问出版社，对方表
示因为人事变动，本书经手了三位编辑，没有完
整交接，最终导致了‘惨案’的发生。出版社这一
草率的行为，几乎完全毁掉了我对这本书科学严
谨性把关的努力；也严重违反了审校合同中‘重
大修改需由甲方同意’的条款。”

记者就此致电了该书的责任编辑祁定江，他
表示加印的图书会进行修订。“首先对因为我们
工作失误造成的瑕疵抱歉，后面会把问题更正。
其次希望大家宽容，失误的插图部分并不影响阅
读，这仍然是一本经典的通俗天文学科普书。”

星辰流转，百年再见
姻本报记者 张晶晶

《流转的星辰》，[英] 詹姆斯·金斯著，
金克木译，刘博洋导读，贵州出版集团、贵
州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7 月出版

在中国，博物
馆在人们的文化与
知识生活中扮演了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然而，更进一步
的问题是：这些来
馆参观的观众在展
览中到底看到了什
么？学到了什么？他
们眼中看到和脑中
记住的东西，是博
物馆人在策展时想
给他们的吗？设计
展品、组织展览时
设定的传播目的实
现了吗？准确地判
断博物馆给人们生
活带来了什么，要
开展专业的评估。

展览与展品传
播效能评估的工作
在西方已经经历了
很长一个时期，形
成了相对成熟的理
念与技术。大约在
40 年前，中国也开
始引入相关的方法
展开结合中国国情
的探索。一个重要
的、前提性的工作
是展开对评估理论
与方法的研究，建
立更合理、更精确
的评估体系。《观众
眼中的展品———科
学类展品传播效能
评估研究》，正是这
一探索进程中的重
要环节。

由于以遗产类实物为主要展
品的博物馆占据了绝大部分，大多
研究针对这类博物馆，对科学博物
馆涉及的并不多。但这两类博物馆
还是具有较大区别的。

以遗产类实物作为主要展品
的博物馆，展品是业已存在的，博
物馆的主要工作是对这些展品展
开阐释，所以展览评估的核心就是
展览的阐释与传播能力。科学博物
馆则不同，它的展品是制造出来
的。所以，一个优秀的科学博物馆，
不仅要有良好的展品组织，还涉及
展品本身的创意、设计与制作，这
就决定了其评估的内涵更加广泛，
也更加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
当代展品评估的现状时，本书作者
会发出“聚焦于展品传播效能评估
很少”的感叹了。或许正是这一遗
憾导致了本书的问世。从本书的副
标题“科学类展品传播效能评估研
究”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动机。

除此之外，对于当代展览评估
的另一个不足，作者认为是“有评

估目标、评估框架和建议的评估方
法，但没有建立具体的评估体系”。
正是出于试图在此有所突破的动
机，作者在介绍了国内外展览评估
的一般理论后，就着力探索科学类
展品的传播效能，并力图以多指标
综合评价为建构准则建立一套有
效的评估体系。

本书作者在参考和借鉴西方学
者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尤其是福尔
克等人的“个人意涵图”评估方法的
基础上，建立了展品传播效能评估
指标体系。这一模型的框架包含了
三个二级指标：“展示内容的丰富
性”“展品吸引观众情况”和“科学传
播目的达成度”，其中“展品吸引观
众情况”包含了“展品吸引度”与“展
品吸引力”两个三级指标；“科学传
播目标达成度”之下包含了“展品信
息可见性”“展品信息传递准确性”
和“展品信息影响力”三个三级指
标，其中影响力一项又包括“知识概
念数量变化”“知识概念准确性变
化”及“知识概念层级变化”三个子
项。本书对每一层级的指标都作出
了明确的定义及计算的方法，从而
使评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能
达到量化的目的。

本书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
是将这一套方法运用于实践中。并
根据问题进行了多轮修正，从而使
得体系更具有操作性和更准确。为
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操作的
程序、步骤及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方
法，作者进行了具体的案例分析，
包括上海科技馆“科学奇异果多思
多美味”临时展览的两个展项“环
保汽车总动员”和“身边的诺亚方
舟”等案例。

本书在建立的效能评估指标
体系的过程中既参考与借鉴了国
外先进的理念与方法，同时结合本
国的国情作出新的探索。这一探索
在推动中国博物馆学超越泛理论
研究的格局，增加研究工作的量化
和精准性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有
助于当代中国博物馆学走向更加
专业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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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丝时年 26 岁，原本家境优渥、生活
体面，但“一战”夺去了她年轻的兄弟的生命，
父亲伤心去世，仆人纷纷离去，家中入不敷出。
无奈之下，只得将家中二楼租出，随着巴伯夫
妇的搬入，陈旧的居室换上新颜，寂静的屋子
响起派对喧哗，意想不到的友谊、恋情与意外
也接踵而至……

本书的创作灵感源自 20 世纪初轰动英伦
的真实案件“汤普森案”。相比于重现历史的

“真人真事”，沃特斯对于那些“被历史遗落的，
历史不曾记录的人群”更感兴趣。

本书是“维多利亚三部曲”《轻舔丝绒》《灵
契》《指匠》作者萨拉·沃特斯最新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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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轻松欢快的语调，介绍了 20 种具有
代表性的哲学思维方法。他模仿了亚里士多德
《论题篇》的形式，但远比《论题篇》生动有趣。

书中的每一种思维方法，都关联了一位哲学
大师以及他的哲学思想。从亚里士多德、苏格拉
底，到康德、帕斯卡、尼采，再到哈贝马斯、海德格
尔，几乎贯穿了整部哲学历史。作者举重若轻，书
中的文字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并且引用了新闻
事件以及身边张三李四的例子来说明哲学命题。

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写下的不朽诗句
“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被余光中翻
译为“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短短又微妙的
11个字，便说尽了许多哲学家无法说清的话。

本书是余光中生前亲自审定的最后一本
书，贯穿先生整个创作生涯，向读者展示了一
个更加完整、立体的余光中。

余光中的文字，有着他独特的美学意识。不
仅有着汉字双声叠韵的美质，也有着将简洁浑成
为文言、井然有序的西语和亲切自然的现代口语
三者交织的艺术韵律。他用手中的健笔，写满了
对生命、人性、爱和孤独的感受，行文或起伏跌
宕，或缠绵宛转，亦诗亦曲，如诉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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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暂停颁发，热闹的竞猜也因此
偃旗息鼓。事实上，每年的文学奖猜对的没有几人，尽管
如此，人们还是乐此不疲。

像 2016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鲍勃·迪伦，尽管
他在音乐界的地位很高，“20 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
力的民谣、摇滚歌手，并被视为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民权
运动的代言人。他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同时代和后来的音
乐人。他真正赋予了摇滚乐以灵魂”。但文学界的人完全
不熟悉他，在他获奖后，读了那些可以脱离音乐旋律、作
为诗歌完全独立出来的歌词后，才知道它们的确具有诗
歌的文学价值。

鲍勃·迪伦的音乐有影响力，还更新了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的职业，因为他是唯一一位歌手、词曲家。

近两年来，国内出版了多部有关鲍勃·迪伦的传记以
及诗歌集。

音乐家的传记作者多是专业人士，如《他是谁？探究
真实的鲍勃·迪伦》的作者大卫·道尔顿是著名文化历史
学家、记者、编剧和小说家，同时也是《滚石》杂志的创刊
人，他的著作曾获年度最佳摇滚类书籍奖。

刚刚出版的《地下鲍勃·迪伦与老美国》一书作者格
雷尔·马库斯也是美国著名乐评人、作家，这本书以鲍勃·
迪伦为入口，以迪伦及其乐队在 1967 年的地下室录音带
为主题，讲述了一个奇异的老美国的故事。

这本书 1997 年初版发行时，名叫 《看不见的共和
国》，鲍勃·迪伦在他 2004 年的回忆录《编年史：第一卷》
中提到这本书时，用的也是这个名字。但作者原本给它起
的名字就是《奇异的老美国》，中译者显然更合作者心意。

这本书除了详细、深入地剖析了鲍勃·迪伦及其乐队
于 1967 年的地下室录音带中的珍贵歌曲的创作过程及
其深刻意义，透过这些鞭辟入里的解析，使读者得以一窥
上世纪 60 年代末期作为另类文化偶像的鲍勃·迪伦的思
想转变过程，以及古老而奇异的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暗涌
中是如何的起伏跌宕。

《编年史：第一卷》早在 2006 年在国内翻译出版，译
名为《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这是鲍勃·迪伦历
时三年在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回忆录，记录的不仅是
作者发明创造和灵感迸发的辉煌时刻，还有那些意气消
沉的时刻，曾经想退却，不想努力乃至失败。

《曾几何时：鲍勃·迪伦传》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
部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作者伊恩·贝尔绘制出一幅完整的
画面，将音乐、历史、文学、政治，以及鲍勃·迪伦的个人生
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幅复杂矛盾、绚丽耀眼的画面。

伟大的音乐和音乐人是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和力量的。
10 月 9 日是摇滚音乐家约翰·列侬的诞辰日，他所组

建的“披头士”乐队风靡世界，并影响了当时的许多人。
1957 年 3 月，高中生约翰·列侬买了把吉他，拉起一

支名叫“采石工人”的乐队，1960 年，乐队正式更名“披头
士”（亦作“甲壳虫”）。两年后，“披头士”在电视台进行了
首次现场秀。4 个月后，披头士乐队的新歌《请取悦我》便
一举登上了英国热门歌曲排行榜榜首。列侬和他的兄弟
们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披头士狂热”。

而在苏联，摇滚乐的处境要艰难得多。1957 年，官方
媒体称摇滚乐是“西方腐化堕落”的标记，接着，摇滚乐唱
片大批被没收，类似摇滚乐的演出遭取缔……

“当夕阳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缓缓落下时，十万人涌入
了俄罗斯的中心———红场。圣巴西尔大教堂那童话般的
重重尖顶和克里姆林宫古老的红墙被夕阳涂抹上了火焰
般的光彩。一个熟悉的和弦在广场奏响，人们应声呼
喊———很多人已经热泪盈眶，《回到苏联》（

），保罗·麦卡特尼终于在此唱出了这首歌。”
莱斯利·伍德海德在《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

姆林宫》这本书里，以这样的开头描写披头士在红场的演
唱会引领全书，此时是 1991 年 9 月 28 日，距苏联解体只
有 3 个月。

“‘披头士狂热’掏空了苏联的社会基础。”俄罗斯历
史学院研究员米哈伊尔·萨尔诺夫直言。

俄罗斯摇滚歌手萨沙·利普尼茨基曾如此评价披头
士的政治效应：“是披头士乐队给我们带来了民主的理念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铁幕’上出现的第一个孔洞。”

作者莱斯利·伍德海德是著名纪录片导演，1962 年拍
摄了披头士的第一部影片。他在这本书里探寻了披头士
风靡全球却独独在苏联被下禁令的真实原因。

回首往昔，促使苏联崩溃的因素非常复杂，但以披头
士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无疑是推手之一。可以说，这本
书不仅能够更深了解上世纪 60 年代的音乐，还是研究苏
联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参考。 （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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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影响了世界

《曾几何时：鲍勃·迪伦传》

《回到苏联》

《像一块滚石：
鲍勃·迪伦回忆录》

《地下鲍勃·迪伦与老美国》

这是一本初版于 1931 年、由英国剑桥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天文科普书。
这是一本由曾一度痴迷于天文学的大师级翻译家、文学家金克木翻译的天文科普书。
它的名字叫作《流转的星辰》，英文原名 ，中文版在 1941 年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半个

世纪之后，中国国家天文台、西澳大学国际射电天文中心在读博士刘博洋对这本书进行了修订和导读，使其再次与中国
读者见面。星辰流转，百年再见，这本语言优美、通俗易懂的天文科普书，在新知识的充盈下，再度散发出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