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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河

初次听说“量子纠缠”的概念
是本世纪初，当时在中科院物理
所里，一位博士向我详细讲述了
以这一理论为基础进行密码传递
的可能。其时我有一篇科幻作品
很想用到这一构思，于是在数年
间他曾不厌其烦地为我详解了数
遍。现在，他已经成为物理所的研
究员，而我的小说仍未写出来。
如今《爱因斯坦的幽灵———量

子纠缠之谜》的问世，让我有幸重
温这一理论。读罢掩卷，颇感精彩
之至。虽说本书仍无法完全解答
我的诸多疑问，甚至还有一些内
容我未必真能读懂，但还是认为
它较为系统地理清了量子科学领
域中这一部分的基本线索，并附
带列举出诸多我原本知道或不知
道的有趣史实。
上学读书的时候，曾不科学

地把所学知识点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循序递进式的———由老师
先分门别类地讲述各种概念，最
后推导出一个集大成的完美理
论，类似麦克斯韦方程大抵就是
如此；还有一种则是先验列举式
的———往往是一个不需要掌握推
导步骤的经验公式，先将公式直
接摆放出来，然后由老师一一解
释其中的各项参数，一些工程公
式即是如此。
在这里不恰当地类比一下。

假如说《爱因斯坦的幽灵———量
子纠缠之谜》属于前者，那么《再

造一个地球———人类移民火星
之路》显然属于后者。叙述不同，
各有千秋。对于《再造一个地
球———人类移民火星之路》来
说，抓人抢眼的题目即是那个率
先摆出的公式，随后作者一步步
详加论证，遍历人类文明史中有
关宇航、登月以及探测火星等一
系列重大事件，在人类登天之梯
上逐级上升。
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

援引了很多科幻小说中的例子。
比如美国科幻作家海因莱因在
《太空军官候补生》中所设想的大
气层减速技术，比如法国科幻先
驱凡尔纳在《从地球到月球》中所
描述的登月地现已成为佛罗里达
航天中心；而英国科幻大师 A.C.
克拉克与宇航事业的联系更是千
丝万缕———他早在 1945 年即写
出科幻设想论文《地球外的中
继》，副标题是“卫星能给出全球
范围的无线电覆盖吗”，详细论证
了卫星通信的可行性，此外，克拉
克还创作有利用“太阳风”作为动
力的科幻名篇《太阳帆船》。而宇
航学界则经常有意无意地向这些
科幻前辈致敬———比如第一次执
行登月任务的“阿波罗 11号”，其
指挥舱“哥伦比亚号”之名即来自
《从地球到月球》中的超级大炮；
2001年发射的“火星奥德赛”飞
船，则取材于克拉克的《2001：太
空奥德赛》；欧洲太空局则更为直
接，干脆将 2008年发射的自动转
移飞行器命名为“凡尔纳号”。

《再造一个地球———人类移
民火星之路》最后的结论自然还
是落在了题目上———详细论证
了如何将火星改造为可供人类
居住的世界；而其“红火星—绿
火星—蓝火星”的比喻，则来自
美国科幻作家 K.S. 罗宾逊创作
的、蔚为壮观的“彩色火星”科幻
系列。
在人类刚刚登陆火星时属

于“红火星”时代，那里还是一个
荒无人烟的世界；随着人类引入
大量植被，“绿火星”时代来临
了；但人类并未满足现状，他们

还在火星表面造出了大片海
洋——— 一个美丽的“蓝火星”诞
生了。与改造一颗行星相伴随
的，是勇士们面对陌生环境的求
生意志，是拓荒者之间错综复杂
的矛盾纷争……这就是《红火
星》（1992）、《绿火星》（1993）和
《蓝火星》（1996）。这一火星系列
气势磅礴，宏伟壮丽，宛若史诗，
它们分别获得了科幻界的两项最
高奖：雨果奖和星云奖。
《爱因斯坦的幽灵———量子

纠缠之谜》和《再造一个地
球———人类移民火星之路》，都隶

属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芦笛曲丛书”。据说丛书的名字
来自希尔伯特的学生兼传记作
者、数学家外尔的那句名言：“希
尔伯特这个吹笛人所吹出的甜美
的芦笛声，吸引着无数老鼠跟着
他投入了数学的深河。”而丛书的
策划者，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像芦
笛曲一样，催生出读者对科学的
向往与追随。

为了保证丛书的严谨性与可
读性，这套丛书的每一本均由一
名院士与一名科普作家合作完
成。其实我当初也准备参加其中
一本的撰写，但由于时间等原因
不得不忍痛割爱，失之交臂，甚感
遗憾。
署名的院士作者读者大多比

较熟悉，比如为公众所熟知的中
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
自远，比如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从事量子光学、量子密码、量子通
信和量子计算研究的郭光灿；而
与之联手的那些科普作家也不同
凡响，基本上都来自专业领域，专
业素养和言谈举止也都各具特
色。高山就是一位从事物理学研
究的博士，专业方向即为量子力
学；此人颇具学者风范，坚持己
见，不用手机……如此种种，总让
我联想起美剧《生活大爆炸》中那
些可爱的年轻科学家。而刘茜则
身出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现在
北京天文馆从事科普工作；而我
对她最为深刻的印象，则是她对
女性高跟鞋的精辟论述。

□李倩

如今已经步入了云时代，您
还会以为你的个人信息只是存储
在手机或是电脑上的 C、D、E 盘
上吗？云计算的时代，一切不可能
都将变成可能，也许有一天，连石
头都会和你说 hello，鞋子都会给
你发广告，你一定不要大惊小怪。
《没有两片云是一样的》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关于云
计算的书，看到这里，您也许要望
而却步了，因为你脑海里的每一
个细胞都在急速的转动，寻找究
竟什么是云计算？你会想这肯定
是关于技术的专业书籍，里面准
是些 IT术语。但拿到这本书或许
你会发现，原来云计算可以写得
这样有趣。

人人都能读懂的云计算

目前市面上，关于云计算的
书不在少数，而《没有两片云是一
样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
是写给计算机工作者、研究者、爱
好者或者 IT相关人士的，而是面
向普通的一般读者。也正如封皮
上写道的，它是“中国第一部关于
云计算的大众读本”。
《没有两片云是一样的》属于

新商务系列之“江湖论剑”，采用
对话体的形式为大众解读了云计
算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两
位作者，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
一位是新媒体研究员、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江湖
论剑”正是取自两人姓氏的谐音。
书里两位作者一呼一应，在

谈到云的虚拟性时，都提到了当

下最热门的电子游戏。“电子游戏
的迷人之处恐怕同云的虚拟性有
关。为什么人们对电子游戏这个
东西这么感兴趣？有很多人觉得
现实无意义，他希望找到自己的
意义，这个意义在电子游戏里面
找到了。游戏里面有一个完全自
主的空间，这个空间他说了算，想
让它往左就往左，想往右就往右。
这个自主性是他寻找的意义，在
实现中找不到，就到虚拟的世界
找。”书里还大胆地假设，如果游
戏诞生在书本之前，又会是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
这种对话体的面世，离不开

本书的策划编辑范海燕的创意。
谈到为何采用这种形式时，范海
燕说：“对话在这本书中有特殊的
意义，对于对话者本人以及听众、

读者而言，都是一个发现自身的
过程。对话其实是对云计算时代
新的传播模式的一个很好的暗
喻。这种模式再也不是灌输式的、
权威式的，而是互动和分享的。作
者通过谈话分享了他们关于云计
算时代生存方式的一些思考，每
个人都会从这本书的话题中得到
属于自己的一份思考。此外这种
对话体在阅读时便于读者形成一
种天然的节奏感，符合人们在云
计算时代的阅读习惯。”

技术只是手段
效果在于使用它的人

云计算对人们的影响已经渗
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在潜
移默化中感受到了新媒介对社会
带来的转变。云计算的出现意味
着计算能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
进行流通，就像煤气、水电一样，
取用方便，费用低廉，最大的不同
在于，它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
就像是打开水龙头出水一样，只
需在网络中打开云计算的信息
库，就可以便捷的享受云提供的
服务，当然还要按需付费。
然而云计算也带来了一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信息安全。近
日，多家媒体报道，苹果公司的
iPhone手机虽然关闭了其定位功
能，仍在收集用户的位置信息，这
一记录将会准确地反映用户最近
的行踪。这一发现使苹果在用户
信息收集知情权问题上面临新的
质疑，而和苹果一样，搭载了谷歌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也
面临同样的控诉。
面对这样的质疑，范海燕说：

“作者提到，隐私与知情权之间的

分野在于个人的意愿。也就是说，
云可以掌握我的隐私，但是否要
向商业机构披露以及披露的程度
则要征得我个人的同意。谷歌、苹
果等公司都受到侵犯隐私的指
控，这是由于云计算技术赋予了
谷歌、苹果这样的公司巨大的权
力，使其可以掌握大量的个人信
息。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个人用户
的权力非常渺小。”
云时代可能带来信息垄断，

技术霸权，数据的集中也可能带
来个人权利的丧失，云计算究竟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应如何看
待这样的新技术？
“云计算与所有伟大的技术一

样，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好的
一面———便捷、高效等等，又会带
来不好的一面———个人隐私受到
威胁等等。很多人说我们生活在一
个信息过剩、信息泛滥的时代，这
个时代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和坏处，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可能回到
信息稀缺的山林了。也许我们这个
时代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我们可
以利用云计算技术轻而易举地获
取前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便利。技
术只是手段，手段服务的目的是
人，而支撑全部运作的机理是人的
价值观。”范海燕说。

文明转型期新商务提供平台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新商务”
系列丛书建立在对“下一代经济”
核心理念的发现力之上，通过追
踪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渊源、现
实进展以及未来走向，从中发现
新的经典，发现新的规则，发现新
的方法。目前，“新商务”系列已推
出“发现方法”之《免费经济》、《众

包》以及“江湖论剑”之《没有两片
云是一样的》。后续还将推出“发
现规则”、“发现经典”两个子系列
以及“发现方法”、“江湖论剑”子
系列的其他图书。
云时代最大的福音就是多样

性，大众科普的一大特征是强调
技术与普通人的相关性。这种相
关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就像《没有两
片云是一样的》这本书中所表现
的一样。
新技术出现后，作为享受这

一服务的人来说，不能一味地排
斥，技术的推广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更不能盲目乐观，云计算不
是上帝，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以
一种客观的态度去使用它，使人
性得到更好的释放，社会更加有
序健康的运行，这正是《没有两片
云是一样的》所要展示给我们的。

知识链接：“云”大事记
1.2006年谷歌公司首次提出“云
计算”的概念。
2.2007 年谷歌和 IBM 公司合作
开始在美国大学校园推广云计算
的计划。
3.2008年雅虎、惠普和英特尔宣
布一项涵盖美国、德国和新加坡
的联合研究计划，推出云计算研
究测试床，推进云计算。
4.2007 年由移动研究院组织力
量，联合中科院计算所，着手起步
“大云”的项目，云计算成为中国
移动蓝海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5.2010 年大云 1.0 版正式发布。
中国移动逐步展开云计算的商业
化步伐。
6.2010 年 12 月 Giwell成为国内
首个通讯计算云平台。

“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诱人的芦笛之声

□本报记者 李芸

涵盖广、内容新

“当前，诸多学科发展迅速，
学科分化、交叉和融合愈加明显，
新的学科不断涌现。开展学科发
展研究，探索和总结学科发展规
律，明确学科发展方向，有利于促
进学科内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
融合，会聚优势学术资源，推动学
科交叉创新平台的建立。”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
席韩启德在为“学科发展报告”系
列丛书所写序言的篇首，开宗明
义地如此谈道。这也是中国科协
启动并建立学科发展研究及学科
进展发布制度的初衷与目的。
从 2002年起，中国科协曾连

续 4年推出《学科发展蓝皮书》，

从学科角度反映年度科学技术进
展情况。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协从
2006年起，采取由所属学会申报
学科发展研究项目的形式，开始
发布“学科发展报告”。
经过 5年的运作，“学科发展

报告”系列丛书逐渐显现出重要
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受到科技
界、学术团体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以及国外主要学术机构和团体的
关注。据介绍，该“学科发展报告”
系列丛书均由本领域的名家撰
写，5年来，先后有近万名专家学
者参与了学科发展的研讨，有
6000 余位各学科专家执笔撰写
研究报告，学术权威性强。因此，
对于科研机构而言，无论是进行
学科发展规划研究，还是进行专
业设置研究，“学科发展报告”都
可以作为全面系统、极具价值的
参考文献。

5年来“学科发展报告”系列
丛书涉及到近百个学科，既有化
学、农业科学、心理学这些公众比
较熟悉的学科，也包括惯性技术、
制冷与低温工程、作物学等领域
较窄、公众比较生疏的学科。该丛
书责任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副总编辑许英说：“刚开始学科
发展报告要求以一级学科为单元
编制，时间周期为两年，但后来中
国科协根据实际情况对要求进行
了一些调整。开展学科发展研究
的学科不再以国家学科分类中的
等级标准限定，凡近两年有较大
进展的学科均可列入研究范围；
同时，发展较快、领域较宽的学科
周期可适当缩短，发展较慢、领域
较窄的学科周期可适当延长。因
此丛书中出现了领域较窄的学
科，像昆虫学、实验动物学；有的
比较重要、比较活跃、发展速度较
快的学科也已有多次发布，像化
学、心理学等等。”

贴近国计民生的学科
最受关注

各学科的《学科发展报告》基
本内容是对本学科年度发展情况
进行研究分析和总结，并进行国
内外进展对比分析，随之提出未
来几年学科发展趋势预测和研究
方向建议。而每年度还将在充分
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各学科
的《学科发展报告》，组织编写《学
科发展报告综合卷》。可以说，“学
科发展报告”系列丛书基本上勾
勒了我国学科领域发展的特点及
趋势。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副社长

吕建华用前沿性、前瞻性和学术

性来概括这套丛书的特色，他说：
“‘学科发展报告’系列丛书，系统
地总结了各有关学科近两年的发
展状况，科学地评价了各学科新
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体现了学
科发展研究的前沿性；报告根据
学科发展现状、动态趋势以及国
际比较和战略需求，展望了学科
发展前景，提出了学科发展的对
策和建议，体现了学科发展研究
的前瞻性；报告由各学科领域著
名科学家牵头、相关学术领域的
专家学者参加研究，集中了各学
科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学术上的真
知灼见，突出了学科发展研究的
学术性。”
每年度的学科发展状况都将

为各级科研机构了解学科发展动
态、国内外科技进展情况提供参
考。在 2011年的中国科协学术建

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白
春礼总结了 2010年度 22个学科
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科技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改善民
生，2010 年度 22 个学科中有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方面
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白春礼
说。
“这套研究报告每年都会有

一些亮点，贴近国计民生的学科
其最新的研究成果总是能引起老
百姓的极大关注。”许英说，“2009
年首次发布的兵器科学技术研究
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今年，除
了兵器科学技术外，食品科学技
术、土壤学、照明科学与技术等也
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学科。”

接好最后一棒

每年 4月，中国科协都会进
行学科发展研究的公开发布，在
发布会上，每年的“学科发展报
告”系列丛书也将与读者见面。
说到丛书的出版，许英笑言

出版社的工作只是“接力棒的最
后一棒”，她说：“在中国科协把每
年的学科发展报告交付出版社
时，前期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大半，
我们只是从出版角度来完善学科
发展报告。出版社根据每个年度
的学科范围，专门组织安排有相
应学科背景的编辑参加编辑工
作，从出版的角度进一步提升报
告质量。”
虽然是最后一棒，但编辑出

版工作并不轻松，许英说：“研究
报告最后的数据截止时间要求是
本年年底，因此研究报告定稿后
就要在 1 月底 2 月初交到出版
社。于是数百万字图书的出版只
有两个月的编辑时间，期间还包
括一个春节长假。周期短，规模
大，对科技社的编辑来说压力不
小。编辑经常是连轴转，环环相
扣，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为了把好质量关，出版社采

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早期介入，
今年将为编撰“学科发展报告”编
写指导手册，将撰写体例、规范、
内容要求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发
给每个参加撰稿的专家，在报告
形成的环节上先进行一次规范。
据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介

绍，经过 5年的出版实践，这套学
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品牌和特色，报告具有前
沿性、权威性和学术性，像这种从
学科角度进行如此规模的系统的
总结和研究，目前国内还没有其
他的同类出版物。

勾勒我国学科领域
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野学科发展报告冶系列丛书由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爱因斯坦的幽灵———量子
纠缠之谜》，郭光灿、高山著，北京
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出
版，定价：34.00元

《没有两片云是一样的》，姜
奇平、胡泳著，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1月出版，定价：39.00元

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科发展报告”系
列丛书是一套勾勒我国学科领域发展的特点及趋势的图书。
中国科协自 2006年开始启动学科发展研究，先后组织 85个
全国学会开展了 85个相关学科的发展研究。5年来，先后有
近万名专家学者参与了学科发展的研讨，有 6000余位各学
科专家执笔撰写研究报告，目前已出版“学科发展报告”系列
丛书 126卷，综合报告 5卷，总发行约 30万册。

□范晓晨

《火烈鸟的微笑》是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士史蒂芬·杰·古尔德编
写的一系列科普散文集之一，收
集了他在《自然史杂志》上发表过
的专栏文章，虽涉及专业知识和
观点，但语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尤其擅长巧妙的比喻。而每篇文
章中所反映出来的深刻思考又使
他给这套丛书起了一个自然史
“沉思录”的名字。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这位科
学家兼科学作家承诺道：“我写作
散文有两条底线：从不撒谎，而且
努力不让读者觉得乏味。”作为一
位古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科
学史学家，他所关注的不仅是自
然的历史，同时也是人们探索自
然的历史。这本书真正的优点就
是在这两方面的关注中对两条底
线不同寻常的坚守方式。
首先是“从不撒谎”。这第一

条恐怕显得很奇怪———我们还以
为科学家们本来就从不撒谎呢。
可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看到科
学家如何像“凡人”一样受着成见
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撒了谎；看到
理论如何从无厘头的私人愿望里

产生，又指挥着科学家看待事实
的方式；看到研究道路上各种意
外和曲折，单枪匹马开创新理论
的英雄神话破产———达尔文如何
搞混了他采集的样品并得益于敌
方阵营的教导。当然，故事讲完
了，玩笑开够了，语重心长的教诲
就来了———人类不可能完全摆脱
成见，科学不可能脱离社会。
然而，反观我们的传统教科书

或科普文章，往往倾向于神话科学
家或神话科学研究过程的客观严
谨。这些做法难道不也是一种撒谎
行为么？科学发现的结果在我们的
教育过程中变成了一堆教条，科学
家也被歌颂成人格高尚智力超群
的伟人和绝对的权威。是的，这反
映出我们的社会已认识到科学的
力量和重要性，反映出我们尽力促
进科学发展的美好意愿。但这样的
热情却物极必反。当下，人们对专
家、科学成果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和
这期待所带来的失望与不信任，打
着科学旗号谋财害命的骗局频现，
与这些撒谎行为带来的负面效果

恐怕不无关系。
但是，这里我们又不得不以

同样的思路反思，作者本人作为
一个无法与他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脱离的人，在看待科学和科学史
时，是否真的能够胜过他过去的
同行，做到“从不撒谎”呢？作为一
个普通读者，我们又如何能够从
众说纷纭的观点中分辨出来谁在
撒谎呢？也许，我们唯一能够确定
的是，沉思并且继续沉思下去是
如此的必要。
相比之下，这“努力不乏味”

的承诺倒是很贴心。的确，本书的
一大好处是可以满足对自然好奇
心强的人们的猎奇心理。书中介
绍了各种奇特的生物及其奇特的
生活习性。其中对诸如性别转换、
性食同类、连体人、怪人展的描述
恐怕尤其能够引起兴趣。但是，作
为外行人，生物学的种种理论和
发现并不会让我们激动万分。好
奇心满足所带来的兴致又能维持
多久呢？
深入的阅读后我才发现真正

乐趣所在。当作者将人类的价值
观、历史、看待事物的方式的深刻
洞见出其不意地引申出来时，连
分类学这样让人昏昏欲睡的学科
竟也显得活力四射举足轻重了。
这个具有考究癖的古生物学家甚
至分析了棒球选手得分的趋势和
极值，并从中引申出对生态系统
多样性和稳定性的理解。人们总
有一种思维定势，喜欢将事物清
晰严格地区分成几个类别，在繁
杂的万物中硬要找出一个规律
来。但自然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作
者告诉我们，用心去倾听自然，理
解自然，它将会带给我们多少惊
喜。科学并不是高高在上、生人勿
近的冷美人，它与我们的社会和
生活息息相关。在读者真的感受到
作者通过沉思想要传达出来的深
层含义时，会因新鲜的思想和思路
的开拓而获得另一番趣味。
翻译出版的资助方对这本“科

技著作”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的
厚望不知能否实现。但这本书的作
者对任何一个关心科学技术和人

类自身的人来说，都实现了坚守那
两条底线的诺言。原来自然一直在
向我们真诚地微笑。如果我国的科
教和科普事业亦能够从中得到启
发，那么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便
会具有更大的价值了。

看，自然在真诚微笑

《火烈鸟的微笑》，[美] 史蒂
芬·杰·古尔德著，刘琪译，江苏科
学技术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出
版，定价：29.00元

《再造一个地球———人类移
民火星之路》，欧阳自远、刘茜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出版，定价：28.00元

2010年度大众喜爱的 50种图书
科普类佳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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