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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坐过别人的渡船，同时也为
别人撑过渡船。”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
长徐扬生带着他的散文集《摆渡人》，在该校新
图书馆举行了出版笔会。

《摆渡人》是徐扬生利用空闲时间写作的散
文合集，通过讲述自己或者他人的小故事来传
达一些思考与感悟，并从中提炼人生哲理与教
育意义。徐扬生说：“这本小书是为忙碌的都市
人写的。”

始于一个公众号

5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毕业典礼上，
同学们还收到徐扬生的一份特别礼物，他把自
己的一些人生经验与感悟写成一篇篇小散文，
并印成了一本繁体的小书，在同学们独自踏上
人生的新征程时，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叫作《先
生的礼物》。

《先生的礼物》收录了徐扬生微信公众号里
的 38 篇散文作品，《摆渡人》是《先生的礼物》的
简体版，内容相同。徐扬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一直以来，我从事机器人和自动化研究，每
天的工作全部围绕着研究与教学，近年来多了
些行政工作，但文学始终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份
热爱。”

于是，在出差途中、酒店里、飞机上，只要有
空闲，徐扬生就会找个安静的角落开始写作，并
坚持每两周左右写一篇散文的习惯。他说：“与
其在机场焦急地等候晚点的飞机，不如写点东
西，还可以用负能量做点正功。”

出差回来后，徐扬生将这些手稿交给秘书
输入电脑。“秘书忙的时候，我的博士研究生也
会帮忙将手稿保存至电脑，他们也就成了我这
些小文章的第一批读者。”这时候，有几个学生
发现老师写的这些小文章让人受益匪浅，可以
开设一个公众号，让更多的人共勉。

2015 年年底，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徐扬生开
设了自己的公众号，将之前的手稿发表到公众
号里。他说：“我之前不懂公众号，但看到一小时
会有几千人的阅读量之后，觉得公众号传播力
很广，这样也能激励自己继续写下去。”

因为心中常常想的是学生、家长和大学里
的年轻教师，徐扬生时常提醒自己写作时要坚
持三点：“文章短小一点，符合现代年轻人的阅
读习惯；有点故事性，让人容易接受；同时通过
故事能悟出一些道理，或许有点教育意义。”

徐扬生讲了几个写作的小插曲：“我知道我
们学校有几个学生与父母关系不好，其中有一
位学生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与父母联系了，我
常想驻足与他们聊聊，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想
起幼时老家屋檐上燕子归来时的情景，于是我
就写了一篇题为《燕子归来时》的小文章。”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人们常言
“孝顺”，徐扬生认为“孝”不难，难的是“顺”。
“顺”是一种态度，无论你是否同意父母的观点，
至少你可以表达对父母的关爱、感恩、理解。徐
扬生期待着，兴许那几位同学会看到《燕子归来
时》这篇文章，会帮他们打开心灵之门。

做好一个摆渡人

作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徐扬
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IEEE 会士及香港工程科学
院院士。为表彰徐扬生在科学与教育方面的贡
献，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国际永久编号第
59425 号小行星 1999 GJ5 命名为“徐扬生星”。

“天上有一颗徐扬生星，地上有一位摆渡

人。”深圳报业集团是《摆渡人》出版笔会的主办
方之一，副总编辑丁时照读完《摆渡人》表示，

“真正的感恩回报，就是一直做好一个摆渡人。”
《摆渡人》收录了徐扬生多年来在科研与教

学工作之余撰写的散文三十余篇，其中大部分
是他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期间创作
与发表的。徐扬生结合自己对教育、社会和人生
的感悟，用文字将多年的人生阅历诉诸纸上，使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他对于世界、人生、
科学、艺术及教育的思考与热爱。

据悉，《摆渡人》一书由海天出版社出版，深
圳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海天出版社社长聂
雄前说：“徐扬生对自己人生历程中‘摆渡人’的
感恩，体现了他的善，而他在超过 20 年的教学
生涯中乐当‘摆渡人’，体现了他的真和美。从贫
穷到富裕，从乡村到城市，从平凡到卓越，中国
社会的文明和谐，需要像徐扬生先生这样的摆
渡人更多一些。”

谈及编辑出版初衷和心得，聂雄前表示：
“《摆渡人》既是献给年轻人的礼物，也是处于风
云激荡年代的国人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邓自强对“摆渡人”

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从自己幼时家乡的摆渡人
职业谈起，认为做一个摆渡人，不浪漫，不容易。

“虽然现实生活中的摆渡人这个职业会消失，但
是摆渡人的情怀要传承，精神要光大。”

当记者问徐扬生为何取名《摆渡人》时，他
的回答是：“人生很像摆渡，比如说，我们都是
别人的儿女，我们自己也有儿女，每个人在自
己的一生中会遇到无数个摆渡人，同时，也为
无数个其他人摆过渡。”不难发现，书名《摆渡
人》彰显了徐扬生对教书育人这份职业的尊重
和人格魅力。

培养有温度的人

《摆渡人》书中配了很多精美的插图，都是
徐扬生自己用计算机做的。“校长，我希望我这
一生能像您一样，做一个有理性而又有温度的
人。”曾有一位学生特地跑来，这样告诉徐扬生。

作为一个教育者，徐扬生注重塑造学生的
热情与梦想。如今，外界对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学生的评价是：有文化、正能量、蛮和气、
很有范儿。

徐扬生认为，文化熏陶对孩子成长非常重
要，比上课学知识还重要，知识早晚都可以学
到，不管你未来是教师、工程师还是银行家，但
首先必须是个人，所以必须先学会做人。“因此，
家长们在培养孩子时应该看得远一点，不要太
急功近利。”

徐扬生把大学比作一个炼钢厂，而钢材就
在中学里，徐扬生走访了 70 多所中学，并发现
不同地域的中学教育不一样，“有些中学体育、
艺术类课程都蛮强；有些中学只专注基础课”。

到访中学时，徐扬生喜欢跟中学生们交流，
关注中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培养是整体的，科
学研究需要创新，创新需要培养独立思维能力，
但现在的中学生们多数没有思考的时间，又谈
何创新。”

“大多数学生现在都忙于功课。”徐扬生希
望读者翻阅《摆渡人》的时候，就像在高楼间徜
徉一池绿水。“湖水对高楼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作
用，但如果有一天，小湖消失了，你就会惊觉生
活中缺失了什么。小湖能给群楼以灵气。”

徐扬生说：“一个成功的人，不仅仅体现在
学历经历方面，还在于他是不是有温度的人、是
不是对梦想有热情的人，我们培养的人也应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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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是划时代的巨著，也
是人类掌握的首个完整的、科学的宇宙论和科学
理论体系。牛顿在本书中构建了一个人类有史以
来最为宏伟的物理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很好
地解释了当时已知的一切运动形式和现象。

彩图珍藏版增加了近 300 幅插图，帮助读者
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思想。这些配图丰富地再现了
牛顿的生平故事、思想发展过程及其学术往来，
使得略显高冷的数理知识变得生动有趣，也使得
科学充满了人情味，大大提高了原著的可读性和
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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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尔是一位欧洲文学戏剧大师，《别想摆
脱书》中的对谈者。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最为大
众所熟悉的作品有《屋顶上的轻骑兵》《铁皮鼓》《布
拉格的春天》《大鼻子情圣》等。

本书是卡里埃尔的首部个人文集，艺术、哲学、
社会、宗教均有涉猎。他选择“脆弱”作为主题，是因
为只有脆弱的人物才能打动我们、打动他自己。从
摩诃婆罗多到莎士比亚，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普鲁
斯特，所有大师笔下的人物无不在展示我们人类共
通的脆弱。不论文学、电影或剧场，作品的表现力都
倚赖人性的脆弱面来传达。它是我们隐抑的生命泉
源，是所有情感与美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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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德·普瑞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
探寻世间艺术品瑰宝并为其找到完美归属的冒
险之旅中。

尽管拥有瑞士银行家的耀眼光环，但他却因敢
于颠覆拍卖界数百年的常规以及戏剧般的拍卖“技
巧”而闻名于世，为世人很好地诠释了“艺术人生”
的精髓所在。在其职业生涯中，他曾于1989年以1
亿多美元创造了 20 世纪80 年代的拍卖纪录，并曾
多次创下商业拍卖和慈善拍卖纪录。

本书除了介绍德·普瑞的职业生涯，也写了拍
卖幕前幕后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轶事。 （喜平）

谁是你的摆渡人，你又为谁而摆渡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形象
在不同的人眼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同样，到一个陌
生的国家旅行，甚至去那儿生活，每个人的感受也
会不同。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5 月间，意大利著名
作家卡尔维诺进行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美国之旅。

卡尔维诺 1923 年 10 月出生于古巴，父母都是
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
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1947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从此
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曾隐居巴黎
15 年，与列维 - 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诺等人交
往密切。

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
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等。卡尔维诺曾于 1985 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却没到获奖名单公布，就不
幸于当年猝然离世。

36 岁的卡尔维诺，和每个初到美国的人一样，
惊讶于看到的一切，“车辆在路上川流不息，我这个
初到美国的欧洲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些车子都很
宽很长，尺寸大得有些荒唐”。

在美国的半年，卡尔维诺大部分时间待在纽约
这个他最爱的城市，又“四处游荡”：拜访格林威治村
的居民，观摩李·斯特拉斯伯格的演员工作室，进入电
脑工厂，甚至看见卖汽艇的超市；赞扬特别的税收政
策可以使文化基金持续得到富人的捐助；研究汽车设
计的各种形状；和旧金山港口装卸工人工会的有力领
导人们交谈；溜进去看低俗的歌舞表演，打马穿过中
央公园；前往印第安人保留部落，感受了漫长的高速
公路和一模一样的小镇的无聊；赶到亚拉巴马州亲身
体验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示威，以及种族主
义的阴影仍然笼罩的南方其他地区……

其中《鼠年》一篇，明显与中国有关。当时卡尔
维诺在旧金山，住处离中国城只有几步之遥，农历
新年，他不但看到蜂拥的人群、热闹的活动，以及鞭
炮，甚至还参加了沿街舞龙队新年游行。

每篇都不长，有的只有 100 多字，真是像随手

记录。回到意大利后，他开始整理旅行期间写下的
日记和书信。他试图写一本“类似《奥利弗游记》的
书。奇遇，也有厄运，在这场旅行中都未缺席”。

但其实卡尔维诺说原本“出发去美国的时候，
以及在旅行的过程中，我都发誓说不会写关于美国
的书”。

不过后来他还是改变主意了。他说，游记是一
种有用、朴素而又完整的文学创作方式。即使，或者
说正因为每个国家都在年复一年地变化，旅行书籍
记录的当时的所见所闻会反映出变化的本质。除了
对所到之处的描写，人们还可以记录自己与现实的
关系，记录认识的过程。

更不用说，“这本书将是时代的记录，是我人生
轨迹的记录”。

对于美国的观察和了解，同样是改革开放后到
美国读书、工作的中国人的必修课。

作家林达所写的《历史深处的忧虑》成为上世
纪 90 年代后期这类书的代表作之一。之后，林达又
写了《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如彗星
划过夜空》，组成“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林达不是短途旅行，而是作为新移民生活在其
中，最初有着“边缘人”的苦闷。“当这两种文化两个大
国真的正面遭遇，彼此实际上是多么陌生和困惑，说
是危机四伏似乎也并不过分。我们所处的位置，使我
们有可能更多地看到它们的差异。我们发现，它们不
仅有各自圆满的价值体系，甚至有各自不同的语汇、
语境和逻辑。有时，从一个大前提出发，顺着各自的逻
辑走去，竟会走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来。在这样的
基础上，对话只可能显得痛苦而吃力。”

林达开始和美国的普通人建立友谊，开始了解
这个不寻常的国家。后来用给朋友写信的方式分享
所读、所见、所闻、所思，不仅有见闻，也有美国的社
会状况和政治制度及其根源。

世界各个国家都在不断变化，不仅是欧洲、美国，
还有中国等过去的弱势国家，如今到美国的中国人以
及其他国家的人的状态也有很大不同，但美国仍然值
得探究。所以，期待新的美国观察。 （喜平）

书 Ba

远近距离看美国

7 月 30 日，山东科学
技术出版社策划出版的

“中国制造 2025 大众 读
本”丛书于上海首发。很多
人表示，这个选题不错，但
遗憾的是，错过了最佳出
版时机，中兴事件之前出
版比现在更好。

于是，我向丛书总主编
褚君浩院士转述了这个观
点。褚院士认为，当前正是
推出丛书的最佳时机。因为
这套书策划的立意，就是以

《中国制造 2025》文件中提
及的重点领域为抓手，既发
掘中国制造的优势和强项，
以提振大众尤其是制造业
从业者的自信；又发现并客
观描述中国制造的短板及
差距，警醒读者，以免其陷
入中国产品已占领世界、中
国制造已领跑全球的认识
误区。

2015 年 5 月 8 日，国
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
文件。作为我国实施制造
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
动纲领，它的出台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重视。现实是，大
家往往会从两个极端看待
制造。要么认为“高端制造”
科技含量高，但距离自己生
活太远。要么一提制造就认
为是“进工厂”，工人穿着油

乎乎的工装在脏乱差的环境里工作。所以，
我们拟借《中国制造 2025》文件出台之机，
策划一套关于“大工业、大制造”的图书，一
是响应国家号召，宣传中国制造强国战略；
二是帮助人们改变对于制造业“傻大笨粗”
的印象，促使更多优秀人才在制造业中创
新创业、就业乐业。

这一选题自 2015 年 5 月开始酝酿，
但苦于没有“抓手”。巧合的是，当年 10
月，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发布《〈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
线图》（下称《路线图》）。于是，我和此选
题的共同策划人、时任工信部中国智造
与工业 4.0 研究所所长的王喜文博士商
讨，可否以通俗化的视角解读《路线图》
中涉及的前沿科技。他认为思路可行，于
是征求褚君浩院士意见。褚君浩院士热
心科普，欣然同意作为丛书总主编，拨冗
审定图书的编写思路和提纲。

我一直思考这套书的定位。既然它
是对科学技术的通俗化解读，那就是科
普读物。但又不同于以知识传播为特点
的一般性科普读物，它应该能够启发读
者形成大工业、大制造的产业思维和经
营意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工厂工人的
认识层面。

“德国制造”长盛不衰，与其拥有大量一
流技术工人分不开。从我国现实看，制约中
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瓶颈就是人才短板。建设
制造强国，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制造业人
才队伍。相比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创新，这一
过程更加需要定力和耐心，也更加呼唤企业
界、教育界和政府部门等共同努力。这奠定
了这套书定位的基石。基于此，我们在本书
序言中提出了“工业技术科普读物”这个新
科普门类和概念。

“工业技术科普读物”，打破传统科普
读物纯粹的知识普及为主的固有模式，与
国家政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以及社会
发展大势紧密融合，体现科普创作服务国
民经济建设的宗旨。

“中国制造 2025 大众读本”丛书作为宣
传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的“工业技术科普读
物”，内容依据但不完全拘泥于《中国制造
2025》及其技术路线图，既包括对于制造业
相关科学及实用技术的普及化解读和推广，
也包含对于我国制造业宏观政策和实现路
径的宣传贯彻，还有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如载
人航天精神的融入与渗透。丛书共分 10 册，
总论《中国制造 2025 曙光：智能·绿色·融
合·创新》全面剖析我国制造业的新阶段、新
形势和新环境，分析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其
余 9 册分别系统介绍每个领域产业行业的
发展历程、发展路径、技术方向、发展目标以
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

编写中，突出“掌握规律—技术发
明—产业应用”的发展脉络和思想，体现
所涉及技术、产品知识产权的“自主”和

“创新”。内容选取，参照又不拘泥于《路线
图》，从纵向角度展现各领域产业行业的
传承与发展，从横向角度展现各领域产业
行业取得的成绩以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
差距，既重点展现我们在制造业方面门类
齐全、“强”的部分，激发读者的认同，提升
读者的信心；又阐明我国制造业现在“大
而不强”的现状态势以及“从大变强”的意
愿和做法，帮助读者“认清家底儿”，以免
盲目自大，纠正我国已经“赶英超美”“领
跑全球”的错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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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渡人》，徐扬生著，海天出版社 2018
年 6 月出版

一个成功的人，不仅
仅体现在学历经历方面，
还在于他是不是有温度的
人、是不是对梦想有热情
的人，我们培养的人也应
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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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历史深处的忧虑》 《如彗星划过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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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爱的本质总是如此相同，每次却又如
此不同？加拿大当代知名作家雅克·普兰在《秋季
环游》中细致入微、温和从容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这是一部缓缓流淌的迷人的小说，是后现代喧
嚣世界里的一股清流，让人耳目一新。本书的男主
角“司机”是一个畏惧衰老的人，他爱猫，没有朋友。
他开着图书车在各地巡回，供当地人借阅，由此编
织出越来越大的读者网络，也越来越牵绊着孤独的
他。牵绊着他的，还有她———街头表演团成员玛丽。
这两个人相遇的故事实际上只讲述了一件事：生
命，倔强而强盛，总是会占上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