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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林清平的《一世安详》近日由中
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世安详》由
365 篇精华禅意小品组成，文字生动优
美，内容丰富多彩，思想阳光向上，日历
式编排让读者易于阅读。作者立足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以禅的视角观照当下社
会和中国人的生活。

林清平长期致力于研究和弘扬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2012 年，他出版微博箴言
录《禅思微箴言》，被誉为“当代菜根谭”。

《一世安详》涉及到的禅，是生活禅。
生活禅与禅宗之禅，既有关联又不尽相
同，它不是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
生哲学。“生活禅无处不在。懂得用心，得
遇机缘，则人人能享禅的洪福。”

林清平认为，“心乱则事乱，只有当
下按住自己纷乱的心，才能从容应付手
头的每一件事情。禅无需刻意去悟，禅
就在我们做事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以一
颗清净之心做手头的每一件事情，做着
做着禅就出现了，你赶也赶不走。见禅

就这么容易，悟道的过程就是理心的过程，就是做事
的过程。”

林清平说：“我不是禅师，只不过单纯地追求禅的精
神，为的是对这一世的自己有个交代。我热爱早晨，是
希望旭日的正能量为这个世界带来温煦和安详。我没
有别的本事，但有一颗上善和爱的心，我想用这颗心为
众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林清平新出版的《一世安详》是一部能够为读者带
来精神祥和、心灵力量的书，又是一部引领人们积极向
上、灵魂欣悦的处世哲学和生活之书。

当下社会人们的心灵浮躁，需要有一种东西来平
复，林清平认为最能平复心灵浮躁，最能涵养中国人心
灵的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
人心灵扎根，就要做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现实的结
合和应用。

如何才能更好地结合和应用？林清平认为必须让
传统文化融入当代语境，就文学作品而言，要让传统文
化有更好的当代表达。《一世安详》就是在这方面的实
践和尝试。

《一世安详》，林清平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出版

通向星际空间一扇门
编辑荐书

诗人泰戈尔曾说，宇宙是用不着抽象的；宇
宙只能是非常具体的。那么，神秘的宇宙到底是
什么模样？漂泊在浩瀚星空里的天体又隐藏着哪
些古老秘密？

近日，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DK 宇宙大
百科》。作为一本全面系统而通俗地介绍宇宙的
科普巨作，读者可透过书中文字和图片，窥视宇
宙的神奇与美。

关于宇宙的百科全书

《DK 宇宙大百科》由英国 Dorling Kindersley
（以下简称 DK）出版社 2005 年出版，该书由著
名宇宙学家、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主编，全书
共 540 页，并配以大量图表，直观清晰地为读者
介绍了宇宙的演化、发展、现状和未来预测。该书
至今已再版 4 次。

作为该书的主要译者，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
讲师余恒用“命中注定”来描述他与本书的“缘
分”。余恒告诉记者，“我很喜欢 DK 的书，也看过
传记《我在 DK 的出版岁月》，我觉得 DK 在图文
书领域的理念和经验确实领先于其他出版社。当
电子工业出版社给我拿来样书时，我立刻被这本
书的精彩图片和丰富内容吸引了。”

身为天文系的老师，余恒平时很关注国内新
出的天文图书，而且他参与天文学名词审定工作
多年，一向对天文科普作品中的不规范译名感到
遗憾，所以在被《DK 宇宙大百科》的内容所吸引
的同时，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项值得做的工作。

“作为一本有关宇宙的百科全书式作品，无论是
原创还是引进的图书还没有一本能够像这本书
一样完备充实。”

有趣的是，在余恒收到电子工业出版社责
任编辑邮件询问他是否有兴趣翻译这本书时，
他的同事也问他是否有意翻译一本天文书。随
后，余恒发现两人所说的都是这本《DK 宇宙大
百科》。

“我隐约觉得翻译这本书是我注定要做的
事。”余恒略带玩笑地说，“后来我帮着联系其他
译者，一说是 DK 的书，大家都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DK 的书图片和排版质量一向很好，而英文

版《宇宙大百科》一书堪称 DK 在天文方面的巅
峰之作，加上天文学大家马丁·里斯把关，广度和
深度都有很好的兼顾。”

大量天文图片首次发布

《DK 宇宙大百科》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
分基础知识，是对天文学基本概念的综述；第二部
分宇宙指南，依次介绍了太阳系、银河系以及银河
系外更遥远的空间；第三部分夜晚的天空，是为观
星爱好者准备的极具实用价值的星空指南。

该书策划编辑苏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09 年，电子工业出版社便从中国科普研究所
研究员李元先生那里听说了这本书，在了解了这
本书的出版价值和社会价值之后，便跟外方出版
社具体洽谈版权问题。”

其实，在此之前，致力于天文普及 60 余年的
李元曾先后向一些出版社建议推出此书的中文
版。虽然多家出版社均对它赞不绝口，却终因中
译本出版工程太浩大而止步。

说中译本出版工程的浩大，苏琪可谓深有体
会，“原书 540 页，插图、图表无数，内容之专业、
图表制作之复杂、出版费用之巨大都是前所未

有，另外需要寻找合适的译者、出版社资质等各
方面因素都需同时满足。”

余恒也向记者感慨，“开始接手这本书的时
候，并没有料想工程会如此浩大。”他回忆说，在
他与 3 个天文同行将初稿翻译出来之后，统稿和
排版的任务非常复杂，因为中英文的字数有很大
的出入，图注又非常琐碎。“全书的文字超过 70
万，内容涵盖了天文学的各个领域，许多细节都
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查询专
业文献来考证原文的表述和数据。”余恒说。

针对当代天文学新的发现，余恒他们也会根
据新的科研成果更新原书的内容。另外为了方便
读者，他们甚至还特意编了中文索引和中英文对
照表。“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国际上天文图书
虽然算不上太多，但也很容易相互重复，特别是
照片的选择上更是难见新意。”余恒强调道，“然
而《DK 宇宙大百科》书中引用 NASA、NOAO、
NSSDC 等机构提供的 1000 多幅震撼图片和精
美图表，很多图片都是第一手资料，首次发布。”

献给所有仰望星空者

“这是一本少有的全面介绍当前天文学研

究全貌的科普图书。”余恒介绍，“在术语的统
一和规范，以及直译和意译的取舍上，译者们
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确认规范的术语译名，所
有的数据也都在翻译和校对过程中多次考证
和确认。”

余恒认为，虽然书中包含很多资料和数据，
但是这些只是参考。而书中那些美丽奇异的照片
却可以不分年龄、性别和职业而轻易抓住人们的
目光，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相比于国内外
其他的天文学图书来说，配图和排版是这本书最
出彩的地方。尤其是在插图制作和排版上，国内
科普图书还相对欠缺。”

“这本书是通向星际空间的一道门，也是献
给所有仰望星空者的礼物。因为所有人都曾仰
望，每次都会感受悸动，获得安慰，或者有所启
发。不同的人可以在书中得到不同的收获。对学
科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天文学的最新成就
中获得鼓舞，对星空好奇的读者可以根据望远镜
和天象的章节开始对天空的探索，对历史文化感
兴趣的读者可以由神话传说名人轶事而浮想联
翩，就算对这些都不关心的读者也可以从瑰丽的
照片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多一些理解和敬畏。”
余恒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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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刚刚度过花甲之年的李森，将在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组织人
事部部长的位置退休。从事了 30 多年组织工
作、自 2007 年到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工作的
他，在临近告别之际，用一本《中国科协组织
建设》作为他献给中国科协的“礼物”。

厚重的临别“礼物”

李森献给科协的这份临别“礼物”是沉甸
甸的，不仅在于全书 40 多万字的“体量”，更
在于这是国内第一部在学科意义上全面系统
阐述中国科协组织建设的专著。

这部专著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
则，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建
构了中国科协组织建设的理论体系、组织体
系、业务体系和制度体系。该书系统地阐述了
中国科协组织建设的概念和体系；中国科协
的性质、职能、任务和工作方式，中国科协的
组织体系和基本制度，中国科协组织建设的
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基本原则；中国科协组
织建设的基本内容（组织设置、领导班子建
设、干部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教育培训、
组织指导）；中国科协全国组织建设，中国科
协地方组织建设，中国科协所属学会组织建
设，中国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包括农村科协组
织建设、街道社区科协组织建设、企业科协组
织建设、高校科协组织建设）。最后以把各级
各类科协组织建设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作为
全书的收束。整个专著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实践价值和史料价值。

发扬“中国科协学”

李森在中国科协工作之前，已在省委组
织部和中央组织部做了 20 多年组织工作，特
别是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到中国科协之后，他

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中国科协组织建
设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从 2009 年开始，李森开始在许多场合讲
授“中国科协组织建设”“市级科协组织建设”

“县级科协组织建设”“企业科协组织建设”，
也多次就“高校科协组织建设”发表意见。在
讲授中国科协组织建设专题的同时，李森也
进行系统的文字整理，便形成了这本呈献在
读者面前的《中国科协组织建设》。

引导李森在中国科协组织建设进行探索
的还有曾任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1986 年 9
月，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
期间，提出了“中国科协学”的概念，倡导开展

“中国科协学”的研究。
“我觉得钱老提出的‘中国科协学’在中

国科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李森感慨地说：
“钱学森在很多场合和文章中都阐述了‘中国
科协学’的理论基础、学科定位、主要内容，形
成了‘中国科协学’的系统思想。我对钱老怀
着深深的敬仰，这本书想要做的就是在过去
已有的实践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钱老开
创的科协思想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做一点儿
力所能及的贡献，尽管我知道这本书是微不
足道的。”

事关国家创新战略

在李森看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人民团体和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中国
科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
同时中国科协也是一个处于不断发育和发
展、成长和成熟过程中的社会组织。“特别
是在我们国家提出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和不竭动力之后，作为科技性社会团体的
中国科协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

肩负着重要责任。”
“截至 2011 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

量为 6760 万，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人口总
数。”李森强调说，“科技工作者队伍的状况
关系着未来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中
国科协则是联系和服务科技工作者的重要
组织。”

李森指出，由于中国科协在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中肩负的重要责任，在客观上要
求必须把中国科协建设成为组织健全、队伍
精良、管理科学、工作上乘的社会团体，成
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为推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要
做到这些，就必须切实加强中国科协的组织
建设。也正是从这个基点上，提升了我所做
的关于中国科协组织建设一些思考的现实
意义和价值。”

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科技工作者们
对中国科协的组织建设工作了解还相当有
限。李森说：“科协组织建设工作在很多科协
工作者眼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人
虽然身在中国科协，却不怎么了解科协。”

也因为这样，李森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
够看到这本书，了解他在书中表达的见解和
想法。

对于这本书的定位，李森认为，这不是一
本理论专著，也不是一本经验总结，而是一本
介于二者之间的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书。“我
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一些后来者了解考察中国
科协历史沿革和发展、学习借鉴中国科协历
史经验、悉心研究中国科协现状提供一个可
供参考的基本框架，为他们在此基础上对中
国科协组织建设进行稳重的、理性的、渐进的
创新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

《中国科协组织建设》，李森著，科学出版
社 2014 年 12 月出版

思考中国科协的组织建设
姻本报记者 王俊宁

《DK 宇宙大百科》（精装），[英]马丁·里斯
主编，卞毓麟中文版顾问，余恒等翻译，电子工
业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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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长篇史诗《新日之
书》一出版便引起轰动，沃尔夫也一跃成为幻
想文坛的巨星。

吉恩·沃尔夫是最重要的当代美国作家之
一。他的作品以叙事的游戏性著称，充满了隐
喻、典故和谜题，以此探讨命运、知觉、时间的
本质等命题，被同行誉为“北美的博尔赫斯”。
沃尔夫 1996 年获得世界奇幻奖终生成就奖，
2013 年获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大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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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不同于其他抗战故事的长篇小
说。小说以“我”调查姥爷在抗战时期的历史真
相展开，意外被姥爷当年同事、地下党员贾师
傅的后人贾老板告知，不但姥爷的“汉奸”名头
实属不白之冤，其间更有一段曲折而精彩纷呈
的传奇。

从日本人器重的总工程师，到八路军稀缺
武器的制造者，再到天津市民口中传诵的风云
侠客，甚至成为日军原子弹机械部分设计制作
的核心人物……在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较
量中，姥爷书写了自己的传奇故事，不仅手刃仇
人，还毁掉了日军原子弹，为抗战作出巨大贡
献，非常鼓舞士气、大快人心。 栏目主持：喜平

︽
纸
年
轮
：
民
国
以
来
百
年
中
国
私
人

读
本
︵
增
订
版
︶︾
，张
冠
生
著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2014

年11

月
出
版

从辛亥革命那年至今 100 年，取每年中的一
本书细读，作一次年轮式阅读。百年烟雨里的百
种读物，书里书外的千字短文，渐聚成纸上年轮。

“轮”中之书，有名著，如《江村经济》《傅雷家
书》，也有教材、课本；有政治，也有经济；有战争，
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也有和平；有歌颂，如《中
国》，也有批判，如《娱乐至死》；有民国初年的《新
修身》，也有新出不久的《荒废集》……不拘一格，
随遇而读，如年轮之成，不规则，却自然，真实体
现出了阅读的平民性质，如作者在序中所言，“原
是每个读过书、写过作文的人都不难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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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专门委托美国国
家研究理事会（NRC）成立了“地球科学新的研究
机遇”（NROES）委员会来开展此项研究。NROES委
员会在对数百份近期完成的报告和研究成果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具有高可能性的研究方向及
其所需的新的研究设施进行了确定和评价，在
2012 年完成了《地球科学新的研究机遇》研究报
告并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指出，未来十年地球科学领域新的研究
机遇包括从地表到地球内部运动过程的研究，以
及海洋与大气科学、生物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
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涵盖 7 个研
究主题。

在自己心爱的天文领域奉献了大半生的卞
毓麟，始终坚信，洞察宇宙的身世，是人类智慧
的骄傲。现代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拉姆曾说，

“决定一本书的开头，犹如确定宇宙的起源一样
复杂”。但是，在卞毓麟看来，弄清宇宙的起源其
实要复杂得多。

宇宙“说书人”

在卞毓麟眼里，社会公众想要洞察宇宙的
奥秘，便需要能将这种奥秘娓娓道来的宇宙“说
书人”，而理想的宇宙“说书人”自然是既业有专
精又善于将其通俗化的优秀科学家。比如伽利
略、爱丁顿、乔治·伽莫夫、卡尔·萨根，乃至“轮
椅天才”史蒂芬·霍金等。当然还有本书的主编
马丁·里斯。

“《DK 宇宙大百科》的主编马丁·里斯，恰
是霍金的同门师兄弟，他俩同生于 1942 年，同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导师同是
丹尼斯·席阿玛。”卞毓麟告诉记者，“而作为一
名天体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马丁·里斯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在世界范围
内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上世纪 80 年代末，卞毓麟在英国爱丁堡皇
家天文台做访问学者时，曾在伦敦召开的一次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见到只比自己大一
岁的马丁·里斯。“他个子不高，体态偏瘦，眼神
明亮，思维敏锐，很受同行尊敬。”更早之前，卞
毓麟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国家天文台）
从事星系和宇宙学研究时，就时常阅读里斯的
专业论文。

因此，2005 年马丁·里斯主编的这部《DK
宇宙大百科》出版不久，卞毓麟便托厦门大学物
理学教授张向苏从英国购回这部厚重的书。翻
开一看，卞毓麟便被书里的内容所震惊。“这是

一本带有工具书性质的宇宙百科，书的体量很
大，内容很多，结构很复杂，像是一座雄伟的建
筑物，整体气势恢宏，每一个部件又很精致。”

265 条修改建议

同李元先生一样，卞毓麟也表达了对本书
的喜爱，并希望该书有朝一日能够出版中文译
本。2013 年的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余恒
找到卞毓麟，希望他为自己翻译的一本天文书
写一篇中文版序言。

“我在询问了余恒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和字
数要求之后，就提出想看一下该书的样子。”卞
毓麟回忆说，“当出版社把该书的部分 PDF 传
给我之后，我一眼就认出这正是马丁·里斯的

《DK 宇宙大百科》，便很高兴地答应下来。”
将序言写好之后，卞毓麟很快发给了电子

工业出版社。他原以为与本书的事情将告一段
落，谁知后来又接到出版社的电话，说该书不久
之后便要付印，希望他在开印之前“翻一下，把
把关”。

凑巧的是，在卞毓麟翻阅的第一眼就发现了
一处明显错误。“因为这本书里有大量的星图，英
文翻译成中文之后，星图上面的文字位置稍有偏
差便可能造成明显的错误。”于是，卞毓麟决定想
法安排三天时间，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去电子工
业出版社重点审阅星座和星图的问题。

但是三天时间，卞毓麟只看完了全书的一
小半，剩下的部分带回上海继续审阅。最后以手
写的方式，提出了 265 条意见和建议，供编辑与
译者参考。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们和卞毓麟还发
现了原版书的一些差错。“我们把原版书的差错
告诉了英国 DK 出版社，他们非常惊讶，说除了
中国，还没有一家出版社指出了这么多问题。这
也是给中国长了脸。”

一点思考

中文版《DK 宇宙大百科》完全保留了原著
的版式和体例，只是将英文变成了汉字。卞毓麟
在拜访年届九旬的李元先生时，将《DK 宇宙大
百科》中文版出版的消息告诉他。李元先生不胜
唏嘘，叹曰：毕竟好书有人识啊！

在欣慰之余，卞毓麟不禁自问：我们中国人
能不能编出这样一本书？

“我觉得在理论上这并非不可能。”卞毓麟
告诉记者，“从该书的内容来看，所涉及的天文
知识中国天文学家也都知道，里面的种种图表
中国天文工作者也很清楚。然而从实际操作上
看，还是有难度。”

在卞毓麟看来，虽然书中涉及的科学文
化知识本身并无障碍，然而无论是全书的总
体策划还是一图一文的具体构建，都要付出
大量劳动。“中国天文学家能不能下决心投入
那么多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恐怕还很值
得商榷。”

此外，书中数以千计的精美照片和插图会
涉及复杂的版权问题。“现在出版社引进这本
书，图片的使用问题在购买版权时也一揽子解
决了。但是做一本原创书，除了像 NASA 网站上
那些明确的公版图外，使用其他图片都会涉及
版权。解决大量图片的版权是一项很浩大的工
程，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作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天文学家，马丁·
里斯能够不遗余力地主编这部大书，是很值得
人们尊敬的。“我觉得这牵涉到许多方面，包括
对科普的认知，也包括如何筹措所需的经费和
组织得力的班子。我衷心希望中国的原创天文
科普图书，能够早日达到甚至超越《DK 宇宙大
百科》的水准。”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王俊宁采写）

卞毓麟：我与《DK 宇宙大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