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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的文献阅读占了我大部分的阅读时间。除了专
业阅读，我爱看名人传记特别是科学家传记和回忆如《居

里夫人传》、《爱因斯坦传记》、《“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
博士的一生》、吴大猷先生写的《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
忆》以及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等。这些
都让我受益终身，帮助我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现在因为年纪大了，精力不如从前，不敢看太厚的
书。平时有空喜欢看看杂志，《作家文摘》、《历史文化评论》
等，里面的小故事很好读，有时对本职工作也有触类旁通
的作用。

2.你不可能等到有时间再来读书。人生很短暂，一晃就
过去了。《伟人孙中山》里写道，孙中山小时候问他妈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妈妈说：“人生就像梦一场，不小
心就溜走了。”孙中山就说：“那我要珍惜光阴。”珍惜光阴，
要挤时间读书。我觉得只要你认为读书是一种需要，就会
找到时间读书的。

3.居里夫人女儿写作的《居里夫人传》。作者通过引用居
里夫妇许多的信札和日记，详细叙述了居里夫人自强不息的
一生，她的工作精神和处世态度。她女儿评价居里夫人时说：
“作为一个人，她能从容牺牲、奉献所有而一无所取……她拥
有一颗无论处于成功或逆境都不改变的、异乎寻常的圣洁灵
魂！”我那时读到这些故事，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震颤。从书
中，我汲取到的是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毕生奉献科学的
精神。

4.正在读我的恩师王大珩先生的传记《光耀人生———王
大珩学术思想与创新发展》。

人物名片：
陈佳洱，1934年出生，上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教育家、加速器物理学家。长期从事
加速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科学是建立在个人兴趣基础之上的，是人基于生存之
外的追求，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喜欢上科学了，就爱上
读书了，可能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关，年轻的时候没有书
读，欲望被压抑得太久了。

作品虽然都是作者戴着有色眼镜得出的观点，但是我
们本身也是写书的，更能体会成书的不容易，我们要怀着
尊重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书，认真阅读。

我看的书类型很广泛，天文地理，其中英语原著的书占了
一半以上。我看的业余书分两类，一是历史文化类。历史是一
面镜子，当下的时代与历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读历史书可以

知古通今。文学类书可以使人得到美的熏陶。
二是科普书和科幻小说。这些书可以提高科学家的文学

素养，从中学习用受众能接受的语言把知识表达给受众，比如
做儿童科普跟成人科普就很不同。读这些非专业的书，从中吸
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就像一杯水和一桶水的关系，想盛出这
一杯水就要有一桶水的准备。

2.我一般在睡前看会儿书，公共汽车上也是我读书的
地点。一般先快速浏览，5～10 分钟翻一本书，知道此书的大
概内容后再判断是否有必要细读，也有很多好书浏览过后就
束之高阁了，来不及看或者忘记了，实在很内疚。

现在的电脑和电视实在是耽误时间的现代工具，这么多
时间坐在电脑电视面前，当然人们的阅读时间就少了，不过看
电影电视剧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完改编剧之后会有人找来原著
阅读，这样又无形中促进了观众对有形书籍的阅读。

3.中国的图书事业经历“文革”之后留下来的书籍真的
太少了，当时的学生们都是互相交流传阅，我当时最喜欢
逛书店，因为书少，所以我也经常吹牛：新华书店的书我都
看过！

书店就是书的博物馆，逛书店有三个好处，一、博物馆
里都是精华的好东西，只要你耐心淘一定有对自己有助益
的书籍；二，每本书都带有作者自己的观察视角，看别人的
东西总会对自己有所启发；三、看书能够扩大眼界，学到很
多新知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我影响较大的书有很多，不同的阶段读到的书感觉也
不一样。以前读的《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感触很深，外
国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国内小说《白鹿原》、
《穆斯林的葬礼》、《废都》，时间久一点的《封神演义》、《三国演
义》、《三言二拍》我都喜欢。

除了看书，电影也是我的一大爱好，对心灵的启迪能带来
和看书一样的效果。《美丽人生》、《天堂电影院》都是道德感很
强的片子，关于人性和理想，给人很大的启示。

4.现在正在看的是科幻小说《失落的世界》。

人物名片：
秦伯益，1932年出生，江苏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理学

家。早期从事国防工业毒物的毒理及防治研究。长期从事神
经精神系统新药评价工作。主持研究成功神经性毒剂 85号
复方预防片。现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

1.我最喜欢看文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类的图书。我的书
柜都设计成双层的，所以一个书柜可以当两个用，我有三个书
柜放历史类书籍，中国史书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
个体系我都收集全了。另外还有两个书柜是名人传记作品，包
括鲁迅、余秋雨、王蒙、于丹等，还有一个书柜里都是中国小
说，从古至今，韩寒的书我也读过好几本。我收集这些作品主
要是作为社会问题来研究。看看这些藏书就知道我的兴趣在
哪里，这些书籍基本占据了我全部藏书的一半。

对于读书博与专的问题，我认为每个人的兴趣是不一样
的，就我本人来说，中年这一段时间是很专的，我在部队做具
体的毒理药理研究，要应对国防建设中复杂的毒理及防治研

究，因此钻进去就来不及再顾及其他，那时也很少看闲书。而
两头的时间，就是从小学到大学期间，以及自己当了教授后，
下面具体的工作有人去做了，我就又恢复到青年时期的兴趣，
喜欢关注文学、历史和社会问题的书籍。

每个人的治学特点不一样，有的人会钻得很深，有的人视
野放得很宽，而我的思维方式是发散性的，对问题不大容易想
深进去，而是想开去，往往有很多新的思路出来。比如我作报
告写文章通常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但往往不能说得很专很
细。当然具体的研究工作必须做深和做细，这个过程也占了我
生命中至少 30年的时间，但即使在做很专的事情时，我也还
是多少抽一点时间，去看文学历史方面的杂书，这种阅读其实
对工作也很有帮助，至少思维会开阔。

2.阅读是个人的兴趣，有兴趣自然就会想办法挤出时间。
我有两个比别人优越的条件，一是家务事我从来不管，都是我
爱人负责，柴米油盐我从来不管，我一辈子都不知道鸡蛋肉多
少钱一斤；二是我的工作单位和住宅就在一个大院里面，从住
处到办公室就两分钟，因此节省了很多往返在路上的时间。以
前有很多同事来我家参观，看到我这么多的藏书，就常问我怎
么还有时间看这么多书，我说我一天比你们至少能省出两三
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书。

我家里很早就用保姆了，当时有人劝我，说人家老教授老
干部才用保姆，你年纪轻轻就用保姆容易被批判，我说我是自
己花钱雇保姆，省下来的时间我为公家做事情，有什么不好？
我这人做事不太顾忌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把工作做成了人家
自然会认可，我们工作这么繁忙，想做的事情那么多，把时间
都花在家务上可惜得很。

现在我经常可以十天半个月不下楼，要不就出去满世界
跑，我总觉得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事情、看不完的东西。

3.小时候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演义》，中年时是《毛泽东选
集》，老了则是博览群书，看得多了，自己也就博采众长。

4.我往往一天要换好几本书，但近期读得比较多的还
是社会学方面的书，如《资中筠自选集》和陆学艺的《社会
建设论》。

人物名片：
杨焕明，1952年出生，浙江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基因

组学家。一直从事基因组科学的研究。他主持完成了“人
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卷”。曾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
研究所所长。

1.除了专业书籍，我读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我
比较挑，基本上只读金庸和司马翎。他们的全套多种版本我都
有，而且我是一遍又一遍地读。此外我还看一些杂志，主要是关

于海洋勘探、油气勘探、金属矿勘探方面的。现在我都“80后”
了，所以平时还喜欢读一些轻松的杂志，譬如《中国国家地理》
和《文明》。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从小
受的教育不好，我是 1941年上的中学，那时拼命地念数学、英
文，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而忽视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作为
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总应该有所了解。现在我有意识地多
读读这方面的书，如果看电视也算一种广义的阅读的话，我还
经常看看讲传统文化的节目。

我鼓励我的学生在科研之外多读些非职业书籍，包括武
侠小说。我订的杂志很多，以前定期捐给图书馆，现在定期送
给学生。

2.我的非职业书籍基本上是在火车上、飞机上、睡觉前读
的。至于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大学期间有基本的训练，如
何珍惜时间和合理利用时间。总之走到哪都不妨碍我读书。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导师带研究生、博士生时，不能光让他
们做项目，学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学习，要给他们充分阅读和
思考的时间。

3.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物理学方面的书，我先是考了山
东大学的物理系，后来觉得那里政治气氛不行，我又回到
北京考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所以我对物理还是很执著的。
其次应该是金庸的书，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让我心
向往之。

4.我包里正带着的武侠小说是司马翎的《檀车侠影》。

人物名片：
刘光鼎，1929年出生，山东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
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

陈佳洱

刘光鼎

秦伯益

杨焕明

1.我的职业阅读大致占 80%的时间，非职业的占 20%。我
喜欢读武侠小说，一般是睡觉前读。武侠小说能带你到一个很
梦幻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世俗的烦恼，也可以让你丢弃白天
产生的不愉快，所以读了武侠小说后，接下来的这一觉会非常
美好。因此我的睡眠质量很高。每天睡五六个小时，但还算是
精力充沛。

此外，我订了不少杂志，《环球科学》、《科学世界》、《大众

科学》、《国家天文》、《中国国家地理》等，科普类别的比较多，
我也经常写些科普文章投到这些杂志上。

偶尔我还会去报摊买《故事会》看，它其中一些故事颇有
些哲理，更重要的是每篇篇幅都很短，适合利用各种零散时间
看。

报纸我爱看《中国科学报》，因为它对国际科技的进展、
国内科技的热点都有很及时的捕捉，同时言论开放、公信
权威。其他报纸我一般只看大标题，《中国科学报》我看得
比较仔细。我习惯把一个月的报纸收集在一起，找个时间
集中阅读。

平时也会上网，网络阅读主要是了解科技发展的资讯，掌
握科技发展态势。

2. 做科研我觉得
阅读和思考很重要，一
定要有阅读的时间。阅
读是积累的过程，书本
是老师，看书是在看他
人的路如何走的，有事
半功倍的效果。

3. 对我影响最大
的是《居里夫人传》。居
里夫人爱国为民、不求
名不求利，堪称典范，
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学
习。

4. 最近读的多是
杂志，《环球科学》、《科
学世界》、《大众科学》、
《国家天文》等。

人物名片：
欧阳自远，1935年出生，江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积
极参与并指导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的制
订，曾任中国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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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泰坦尼克号邮轮撞冰山沉没；15年前，好莱
坞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史诗巨片《泰坦尼克号》席卷全
球；10天前，3D 版《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迅速抢下全球
票房制高点，据统计，首周中国地区的票房甚至是美国地区
票房的 6倍之多。
“即便是相对保守的估计，3D版《泰坦尼克号》最终的

票房总量，也被认为会超过 10亿。”清科资讯分析师张亚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的成
功，不具备任何复制性。因为它的文化因素是独一无二的。”

3D版《泰坦尼克号》看的是回忆。莱昂纳多、温斯莱特、
《我心永恒》、浪漫凄美的爱情、冰山、“海洋之心”钻石、“让

妇女与儿童先走”……的确，对于中国观众来说，15年前的
这部影片中有太多看点，太多符号，太多回忆。
“时光网”上，《泰坦尼克号》的“精彩影评”已过千篇，

“微影评”则近万条，一部电影勾起了无数观众对青春的回
忆，也感叹光阴的飞逝。在此，借用一位网友的影评结尾，共
同回忆经典：

巨大的船体断成两截，船首垂直竖起，无可挽回地向冰
冷的大西洋深处加速陷落，船上绝望的人们在作最后的挣
扎。杰克和罗斯依偎在他们初次相识的船尾栏杆处，直面命
运无情的宣判。此时，席琳·迪翁清冷而空灵的女声飘过，15
年前的往事忽然汹涌而至，我的视线瞬间模糊……

泰坦尼克号：是经典更是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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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的阅读生活
同题问答：

1.除了专业书籍之外，您最爱看什么类型的书？

2.在繁忙的工作下，您如何保证阅读的时间？

3.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

4.您正在读的是什么书？

编者按：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在今年读书日到来

前夕，本报记者以同题问答的形式采访了 5位中国
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请他们谈阅读时
间、兴趣及心得等。

阅读是私人化的。但从 5位科学家不同的阅读

生活中，我们又或许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特点：阅
读关乎兴趣，只要喜爱它，无时无处不可以读书。

阅读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像瑞士作家凯勒所
说：“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
向生活无限广阔的海洋。”

姻本报记者李芸麻晓东实习生贡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