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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化的产物，城市是人类社会行为
和经济活动的焦点区域。中国作为世界闻名的
古国，尽管历史悠久，但直到 2011 年城市人口
才首度超过了农村人口。纵观中国近现代发展
史，城市化的进程无疑是社会经济转变的重要
影响因素，特别是在过去的 30 年中，中国史无
前例的城市化过程迅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地
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格局，为古老的中国增添
了清新的元素。可以说，城市化不仅改变了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且对区域和世界经济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矿物学家叶大年等人的
著作《城市对称分布与中国城市化趋势》是一本
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动力和特点的
专著。该书的突出亮点是将城市分布和数理理
论联系起来，运用结晶矿物学中的对称原理解
释城市分布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为正确认识空
间现象和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
径。该方法和著名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上
世纪 30年代提出的中心区位论的不同之处在
于，叶大年等认为城市数量、大小和地理位置的
对称布局更利于区域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在地
区甚至国家范围内，城市及连接城市的交通要
道应呈现对称的格状布局，这种布局更利于现
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正如作者在书中所
提到的，这是一种理想模式，由于自然和社会原

因，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完全遵循该模式。
本书由三大篇十大章组成，第一篇为总论，

简要介绍了物理学、数学和矿物学中的对称概
念和原理，并通过研究对比 200余幅人文地理、
自然地理和地质图，作者指出，许多地理现象都
具有对称性特征。例如，河流两岸的地理地貌、
沿山脉走向分布的居民点、铁路沿线的经济模
式、中国及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的分布方式等。第
二篇论述了中国高对称性的省（区）的特征，这
些省区包括湖南、江西、山西、安徽、贵州、广西、
黑龙江、浙江、福建、江苏和新疆。其余省（区）的
论述集中在第三篇，这些省（区）的对称性较低。
对称程度主要受制于地质、自然地理、历史发展
和社会经济等要素。

本书为每个省（区）未来城镇的发展均提出
了具体的建议和思路。例如，作者提出的关于怀
化市沿线铁路系统的战略规划。怀化原本是位
于重庆、长沙和柳州三大城市中间的一个较小
贫困县，基于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战略考虑，
作者依据对称原理提出，怀化具有成为中心城
市的理想地理条件，建议国家修建重庆—怀
化—柳州铁路。该项建议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并
被采纳，铁路自 2007 年建成通车后，有力促进
了怀化市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

在过去 30年里，本书的第一作者叶大年曾
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发挥过重要作

用。他 1987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当
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积
极就区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向省（区）和国家决
策部门建言献策。这本用 10年多时间完成的著
作，系统总结了作者在不同场合给决策部门提
出的建议和意见，从科学理论高度形成了对城
市对称性的新认识、新理论。书中也反映了作者
冀以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对称分配以实现不同群
体之间最大平等的愿望。

本书的合作者郝伟、李哲分别是结晶矿物
学和物理学专家，徐文东精通计算机制图。作者
之间专业背景的差异使得本书更具有多学科交
叉和多学科融合的突出特征。在研究工作日益
专业化的今天，本书的成功再一次警示我们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性，交叉融合不仅能导致
新的发现，而且能孕育新的科学。

作者在书中力图从矿物结构稳定和平衡的
视角解释城市的对称分布，并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唯一的缺憾是对中国城市分布规律的社会
学分析偏少，城市化与人类社会行为的关系应
是这一领域未来研究的重点。能否将对称分布
理论的成功经验应用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城
市规划中，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城市对称分布与中国城市化趋势》，叶大
年等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年 3月出版

城市的对称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
姻杨小平

文学作品、电视剧或电影，间谍戏都是受到
读者观众青睐，最叫座儿的。早期的电影《羊城暗
哨》、《永不消逝的电波》和前几年的电视剧《潜
伏》，以及外国大量的间谍片，很受大众喜爱。这当
然首先在于无论中外的间谍，他们都是从事一种
有别于普通人的特殊职业，而这种职业的生存环
境和怪诞的工作目标、紧张而诡谲的氛围，以及时
刻处在生死威胁的心理压力，富有刺激，充满悬
念，这正是间谍戏长盛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其实间谍一词，是个中性的名词，但我们长
期以来形成的观念，间谍有敌我之分，敌方的间
谍称为“特务”，我方的称“地下工作者”、“隐蔽
战线的红色战士”，这当然也有它的道理。间谍，
就是在隐蔽战线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无论中外，
这是最古老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职业。

写间谍的书很多，包括文学作品和回忆录，
但是介绍间谍的科普图书却很少，当然也许是我
孤陋寡闻，因此我看了《终极间谍》，不但很感兴
趣，也产生了一些联想。
《终极间谍》是由著名的英国 DK出版公司推

出的集知识与科学人文为一体的普及读物，它以
大量精美图片配以简单明了的文字，介绍世界主
要国家的情报机构和著名间谍的传奇故事，还以
很大篇幅涉及间谍是如何用科技手段刺探情报、
传送情报和执行特殊使命所用的武器与设备。
《装备和技术》一章，“详细介绍那些令人难

以置信的间谍装备和技术”，“他们使用的装备和
技术必须要量身定做”，“必须要容易伪装和隐
蔽”。书中介绍了各种照相机、隐蔽照相机、罗伯
特照相机（靠发条驱动自动拍摄，不需手动）、F21
隐蔽照相机（克格勃参照德国罗伯特照相机研
制，用于监视摄影）、各种伪装的袖珍照相机及米
诺克斯照相机、复制照相机、监视摄像机、窃听装
备和录音机，还有神偷们使用的各种撬锁工具、
武器和反监视的设备，秘密活动的通讯器材、密
码、微型照片及隐蔽装置等。这些过去鲜为人知
的秘密武器，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多半是谍报
时代的“老古董”，但是据说其中有很多照片是经
过特别授权公开发表的，因此也特别珍贵。
《终极间谍》有两篇很好玩的推荐序言，一篇

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写
的，他说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冷战后各国情报机
关在反间谍和反恐怖方面所面临的新问题”。另
一篇由前东德国外情报局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
所写，指出：“尽管科技在不断进步，但间谍活动
的基本方式从没有改变过。”

从《终极间谍》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当代，间谍活动与科技发明的关系十分密切。正
是不断更新、量身定做的科技产品，为间谍们提
供了刺探情报、窃取机密、清除对手、潜入逃遁的
有效工具，而间谍与反间谍的殊死较量，除了双
方斗智斗勇之外，也往往依赖于科技手段的高
低。有不少最初为间谍定做的科技产品，像军事
技术一样，后来经过改进演变成了民用产品，像
F21型和泽尼特 MF1型照相机，冷战结束后去掉
隐藏装置，都成为面向大众的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的间谍活动，除了
政治和军事目的之外，一个普遍趋势是出现了工
业间谍，也可称之为科技间谍。窃取高科技发明
成果和垄断集团的核心机密，破获竞争对手或他
国的经济情报，是这些以各种伪装潜入对方的间
谍的头等任务。科技发明成果成为搅动谍海风云
的主角，并关系国家之安危，而这些谍海精英往
往又戴着科技专家的桂冠，这是现实中时刻在演
出的故事，不可掉以轻心。

《终极间谍》，［美］H.基斯·梅尔顿著，鲁坦、
吴晓妹译，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年 1月出版

迈克尔·苏立文，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
荣誉退休院士。上世纪 40年代来到中国，开始
接触中国艺术，结识了庞薰琹、吴作人、丁聪、郁
风、关山月、刘开渠等现代中国画家，此后又与
几代中国艺术家和诸多艺术机构来往密切，并
且得到了 1979年以来那些声名鹊起的年轻艺
术家的信任。毕生专注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传
播，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艺术的西方学
者之一，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国际权威和引领者。

该书是苏立文毕生心血所在，有 361幅插
图，近 900位中国艺术家小传，描绘了 20世纪
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和文化影响下的新生。

这是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由蒋
介石下令编写并题写书名、蒋纬国主持修订，
台湾“国防部”协同“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
埔军校）举全台湾一流军事、史学专家之力，钱
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等一
众名家倾力襄助，16年编纂论证，5年修订，凡
21载。全书 18册，500万言，789幅战争地图。
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败蚩尤的
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

该书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至今在
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争史
著作。

在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发展中，雷震是一位
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与胡适等人一手创办
《自由中国》半月刊，以宣传民主自由为主旨，
使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台湾有了重新
集结的机会，并以公共论坛的方式臧否时政，
发表建言，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书生议政”
在那个时代发挥到了极致。

本书作者以第一手资料，透过雷震的风雨一
生，叙述一代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

本书是美国最畅销的大学教育读本之一，
已经被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
世界众多著名大学作为大学生们的课外必读
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 14版。

本书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习、生活、成
长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全面、具体、实用的指
导，例如：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如何进行自我评
估、如何作好学习规划、如何合理安排时间、如
何增强记忆、如何锻炼批判性思维、如何应对大
学的各科考试、如何理财、如何在公开演讲中克
服恐惧、如何为就业作准备、如何进行职业规划
等，书中的一切对大学生都至关重要。

栏目主持：喜平

编辑荐书

“我的身体我做主！”人们常常以为身体是我
们自己的，保重身体是延续生命的前提，而个性
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身体的
解放。但身体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吗？

身体和思想的关系、肉体和心灵的呼应，都

在言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道理：身体远非想象
中那么简单和一目了然。因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
中，社会化的塑造，强化了人的社会属性。风俗和
禁忌是社会化进程的一种，它们随着人类文明史
的演变，层层叠叠，覆盖于人的身体之上。也就是
说，文明化的涤荡，不但清洗了身体原始的污浊，
也铸造了一个更加精致的身体。这个过程，不就
是一部身体的历史吗？

新近出版的《身体的历史》便是一部文化
意义上的身体铸造史，由法国著名学者阿兰·
科尔班、让 - 雅克·库尔第纳、乔治·维加埃罗
主编。全书分为三大卷。第一卷《从文艺复兴到
启蒙运动》追根溯源，说明“现代”身体是如何
出现的；第二卷《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根据不断世俗化的文明进程，赋予身体
以更重要的文化意义；第三卷《目光的转变：20
世纪》展现了身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所经历的
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实际上，对于身体问题的关注，并不是近期
出现的。早在上世纪 60年代初，法国哲学家福柯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就从医学史的视角，重
新演绎了肉体被文明禁锢的现象。尤其是学校的
概念，在我们原本的教育里，是学文化、长知识必
不可少的地方，人的文明化肯定得在接受教育之
后。但这个天经地义的公理，到了福柯那里，却变
成了哲学思考的材料。福柯认为教育化的同时，
也是塑造和压抑的过程，特别是对身体规范的要
求，就是其具体体现。学校教导学生遵守纪律，要
毕恭毕敬地端坐，这便是从身体的仪态开始塑造
个体，文明成了强加在身体上的话语。身体被改
造了，思想随之改观。

人类科技理性的发达，像一把双刃剑。整体

改善了物质化的文明境遇，也宿命般的将个体的
人工具化。现代医学的发展同样如此。医学治病
救人，本无可厚非。但医学又是如何针对麻风病
人的呢？福柯详尽地从医学角度分析了麻风病人
的身体遭遇。他查阅了大量尘封已久的医学档
案，剖析了许多医学案例，比如麻风病人是如何
被送到一个荒岛上、远离人世从而被边缘化的。
这绝非简单的传染问题，事实的核心在于，我们
的现代文明，应该怎么对待一个会传染的身体？
它不再仅仅是医学道德的范畴界限，而是身体的
边界到底在哪里的问题。

当然，还有性的意识。性是身体的机能之一，
互不相关的身体由于性的使然，由此产生纠缠、
情爱，人们一般以通俗的爱情话语解释。但肉欲
和精神的交织，关乎爱情的超越性理解。福柯对
此有不少精到的见解。

比如 20世纪所谓的性解放，好像是返璞归
真，找到了一条人类自由解放之路。其实不然，经
福柯对身体的深层解读，性解放实质是社会重新
找到的一种规范化策略。在现代社会，性似乎不
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但是，如何谈性，归根到底
还是专家垄断了话语权。对身体的过度诠释，意
味着开放话语的同时，又设置了一道闸门，身体
的言说早就被规范好了。在《身体的历史》中，关
于“欧洲旧制度时期的身体与性生活”这一章，就
借助文献档案，详尽梳理了 15到 18世纪身体与
性实践的复杂图景，为我们今天理解性的道德意
识增加了维度。

随着福柯著作的不断引进翻译，他的独特视
域，给国人以极大启发。我们中国人的身体意识
也随之改变。东方的传统似乎对身体是回避的。
但这是不是表象呢？唐朝时期，由于胡人文化的

影响，身体的自由度仿佛随之翩翩起舞，更加服
从身体的原始属性。等到佛教的影响日益加剧，
禁欲成了得道的基本前提。修行便是整修身体，
让不羁的身体驯服。目的很明确，既然身体是易
朽的，脆弱不堪；而且，罪孽的根源在于欲望，欲
望又由身体而发，那只好委屈身体，成全永恒。西
方基督教的苦行僧，实为一路。超越之道，必须以
身体的殉葬为先，继而才能穿越肉身，达至更大
的圆满。

或许是作为一种极端的反弹，东方禁欲之
道，背后的潜流，使得对身体的注视变本加厉。表
面上的文化道行都很深，儒家本质上也要把身体
限制在家国天下里面，我们现在所说的，身体是
革命的本钱，即是现代版的儒家身体观。

这还是文化表面的身体。隐晦的东方身体史
中，可以从房中术、春宫画等找寻东方身体的反
抗史。反抗的本身，形成了若即若离的吊诡，反而
强化扭曲了身体的本源性。比如裹小脚，可想而
知是身体奇特的变异。难以理喻的被摧残的身体
部位，造就了一个新的身体部分，这或许是东方
文化强烈创造力的变异体。它的再创造，展现了
我们精心打造的身体和不断遮蔽的道德之间，叹
为观止的互文性。

回到本文开头，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吗？非也。
不要说思想不是自己的，眼下连身体也是文化的
产物，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然而借助《身体的历
史》非同寻常的书写，我们会慢慢地领悟到身体
的前世今生。父母给了我们身体，面对这样的永
恒宿命和遭遇，我们会愈加感受到身体的迷人和
深奥，从而对生命充满了敬畏。

或许，诚如《身体的历史》主编之一让 - 雅
克·库尔第纳所言，身体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吗
姻古冈

《身体的历史》（三卷），[法] 阿兰·科尔班、让
-雅克·库尔第纳、乔治·维加埃罗主编，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 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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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翻译过多部卡夫卡作品及其他德语作
家作品的学者叶廷芳，听到记者希望他向读者
推荐一本书时说：“我首先想到了 1999 年获诺
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
鼓》，这是一部怪书。”

“新巴洛克小说”的代表

《铁皮鼓》是格拉斯《但泽三部曲》中的第一
部，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奖时称该书是“二
战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根据小说改编

拍摄的电影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小说是以主人公奥斯卡·马采拉特的视角

来写的。奥斯卡在 3岁时，无意中发现母亲和表
舅布朗斯基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的猖獗，便决
定不再长个儿，宁愿成为永远的侏儒。
“我认为这本小说的风格有些新颖、独特，

莫言的写作风格与此相近，写的从表面看都是
现实中不可能的事，离奇怪诞，但它有着独特的
真实。《铁皮鼓》的主人公在长到 96公分时拒绝
成长，实际是拒绝和当时流行的社会同步或者
同流合污。”叶廷芳评价道。

叶廷芳说，格拉斯这一风格的源头是 17世
纪的欧洲巴洛克风格。这是当时包括意大利、西
班牙、奥地利、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中南欧一
带的审美风尚，其特征是怪诞的、离奇的、歪歪
斜斜的，喜欢曲线的、波浪的、追求动感的一种风
格，被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压抑了 200来
年，终于因其“野性基因”在 20世纪得到复活，并
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西方现代主义崛起的势头。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受到它的影响。叶廷芳还
强调说：“不管莫言是否意识到这点，我认为他的
小说在美学精神上与巴洛克是相通的。”
格拉斯很推崇巴洛克风格。而《铁皮鼓》被

视为“新巴洛克小说”的代表，因为这部小说有
明显的“流浪汉小说”的特征，即小说情节离奇
怪诞，主人公形象奇特，行为乖张，内心却正直。
“因为奥斯卡矮小，只能从 45 度的‘青蛙’

视角向上斜看，可以看到成年人用平视的眼光
所看不到的那些行为，这样的成人世界就不一
样了，这使作品获得非常独到的审美效果。”叶
廷芳说。

读进去会觉得有趣

格拉斯曾于 1979 年到过中国。当时驻华

大使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很有眼光，那时他
就看出了格拉斯的不同凡响，特地以使馆名义
邀请格拉斯访华，以便把他推荐给中国的德语
文学界以及中国作家和读者。那时格拉斯的作
品还没有翻译到国内。

叶廷芳在北大哲学楼聆听了格拉斯朗读
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鲽鱼》，朗读时十分投
入。因为格拉斯也是一位很优秀的画家，使馆
同时还在会场展出了他的画作。
《铁皮鼓》中文版厚达 570页，对于现代人

来说，读这么厚的书是需要“勇气”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难读，但如果懂得这种

风格和作家的意图，可能会有助于提升阅读
兴趣和能力。小说主人公表面上看像‘小孩’，
但心理上随着年岁而成熟，完全达到成年人
观察事物的水平，甚至比一般人更独到、更高
明，他看到法西斯统治下的怪现象，以击鼓的
方式表示反对、反抗。”叶廷芳还认为，“作家
高明的写作手法，如果读进去就会觉得很有
趣。”

叶廷芳说他喜欢读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即
能引起思考、启发智慧，可以不断咀嚼的作品。
但他又说阅读是需要根据每个人阅读经历来
选择作品的，“如果让年轻人开始就读《神曲》、
《浮士德》，是不大现实的。《神曲》是我的老师
翻译的，他翻译的注释比译文多了 5 倍，一句
话要花很多笔墨去注释和说明，现在一般人哪
里有这个耐心去读”。
“阅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叶廷芳的

建议是，对于爱读书或者希望多读书的人，有
了一定的阅读经验以后，可以读一读像《铁皮
鼓》这样别具一格的作品，再进入到更深的作
品。“一开始不能提过高的要求，那样达不到。
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丰富，包括读书经验
的积累，慢慢再加深。”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
所中、北欧文学室原主任，研究员，第九、十
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
长，中国作协、剧协会员。曾获苏黎世大学
“荣誉博士”学衔。代表作有《现代艺术的探
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等。

叶廷芳：这是一部“怪书”
姻本报记者 温新红

阅读分享

间谍与科技
姻金涛

书话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