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5月 25日 星期五 Tel：（010）62580723

读书 READING

主编：李芸 编辑：王剑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zhoumoban@stimes.cn

6

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当父母的，很多人
都是在当了爸爸妈妈之后，才从做中学。在过
去互联网不盛行的年代，养儿育女的知识可
能是家族相传的，或是社交圈中的互通有无。
这些家传的秘方，有些可能错得离谱，但是因
为没有人确认新的方法一定会更好，就因循
苟且下去。到了互联网年代，因为信息量大
增，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更多更便利了。往好
的方面想，信息量增加是好事，而且人们理当
可以自我评断，哪些信息是好的，哪些是不好
的。但是，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首先，错误的
信息更容易扩散；其次，人们倾向相信看起来
有说服力的信息，但这些不一定是最正确的
信息；再次，人们倾向选择符合自己印象的信
息，强化自己的信念。

很高兴，Dr.魏出了《给孩子的未来脑计
划》这么一本书，把养儿育女最根本的原则都
列出来了。同样身为一位研究人类心智运作
的科学家，我也常会被朋友问到：“我家孩子
都两岁了，还不太会讲话怎么办？”或是，有人
会问，“我孩子很像有自闭症，可是我怎么看
都不像，我该怎么办？”下次，再被问到的时
候，我肯定是先把《给孩子的未来脑计划》拿
给他们看，找不到答案的，我再来想想办法。

这绝对不只是偷懒，而是我觉得 Dr.魏在
书中传达了很多重要的理念，这些都是相当
值得要养儿育女的爸爸妈妈们去学习的。例
如，很多时候，人们都忽略了或甚至不熟悉大

脑运作的特性，结果往往做了一些事倍功半
的事情。在书中就提到了很多例子，让读者知
道为什么有些育儿方式是有效的，关键就在
于，这些方法与大脑运作的特性是相符合的。
并不是所有爸爸妈妈都有机会学习大脑运作
的知识，所以通过这本书中的介绍，就能让爸
爸妈妈快速掌握大脑运作的基本原则，并运
用在孩子身上。

再说说另一件我觉得也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因材施教。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发育特
性，如果我们都只拿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孩子，
那么不仅是扼杀了很多孩子的天分，更让我
们成为打造样板孩子的共犯。我们千万不要
因为邻居张妈妈说他家的孩子上了早教课
程，智力发育就突飞猛进，就立马也帮自己的
孩子去报名了早教课程。即使再棒的方式，有
再多的科学研究支持，都不一定是适合每一
个孩子的。我很高兴 Dr. 魏在书中多次强调
了这样的理念，因为孩子真的差异性非常大，
即使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都有可能天
差地别。如果，在家中我们都还不能做到个性
化的教养，怎么可能期待学校的老师会这么
做呢？不少国外的教育方式，说穿了，其实都
是在探索孩子的独特性；我们或许没办法让
孩子进到那样的学校去学习，但是在家里就
是最好的实践场所。我们都该提醒彼此：看到
孩子的特点，让孩子能够尽情地展现自己的
长处。

如果真的说要在鸡蛋里挑骨头，我会觉
得有些内容可以讲得不那么笃定一些。因为，
在任何科学领域中，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论与
意见。所以，每个学派可能都有自己认定的标
准，彼此间有些相同、有些不同之处。但是，这
是科普推广上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我们希望
把科研的结果用一般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来
传达，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能够兼顾研究的
正确性。然而，要讲得很精确、仔细，民众又会
满头雾水。科学研究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很多
时候，一个微小的改变，就有可能造成截然不
同的结果。所以，我也鼓励读者，即使在读 Dr.
魏严谨撰写的书，也可以抱持着大胆假设、小
心求证的心情。有可能你的观察，会开始科学
研究的新页。

最后，我鼓励读者们，一定要把书中的育儿
方法落实在生活中，Dr.魏都用这么接地气的方
式来给我们方针了，实在没有理由不去试试看。
希望你会跟我一样，找到很多有用的育儿小秘
诀，让我们一起引领孩子迈向未来吧！

（作者系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副教授）

科学“男神”的育儿课
姻黄扬名

河山之爱的底色

“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我的第一句话是‘我
出生在烽火连天、哀鸿遍地的岁月’，接受外国
记者采访，我的第一句话是‘I was born in the
hard time of China’。”刘兴诗出生于 1931 年，诞
生在九一八国耻年、成长在抗战烽火的苦难岁
月里，刘兴诗说他目睹了太多的悲伤、气愤的事
件，便下定决心要付出自己的一切，报效国家和
人民。

1950 年，面对选择大学专业以及未来人生
道路的时候，刘兴诗毅然拒绝海外伯父的建议，
选择地质专业，考入北京大学。“因为那时中国
百废待兴，建设需要矿产。因为地质工作最艰
苦、最危险。我们不干，谁干？”

这位 87 岁的老头儿回忆起往事的慷慨激

昂，让记者更深切地理解了为什么他作品里有
大量的“中国的海洋”“母亲河长江”“母亲河黄
河”“二十四节气”等主旋律的选题，也理解了他
所说的要让“读者不知不觉有河山之爱，不用高
喊口号，便有‘吾土吾民’之大爱”的写作理念。

譬如，获得了 2011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的《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就是介
绍我国境内丰富的气候带内有关的自然环境、
地域空间和自然现象的图书。

去年 9 月推出的《“一带一路”青少年普及
读本》，则是 2015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刘兴诗发现市面上关于“一带一路”的主题图
书很多，但适合孩子的读本较少，“我觉得就像
是一种义务，该为孩子们讲讲”。于是他开始创
作，要让孩子读完后明白“一带一路”的意义，
读懂咱们的民族精神。“比如，我们历来倡导的

友善。自古以来我们
就 开 辟 了 ‘ 一 带 一
路’，提倡友好通商，
传承的就是与人为善
的精神。”刘兴诗说。

科研一线的底气

2010 年 5 月 23
日，是刘兴诗的八十寿
辰。国土资源部以及四
川省地矿局一些朋友
送来生日礼物——— 一
束鲜花和一把地质锤。
刘兴诗在博客上写下

“接过一把新地质锤”
的博文，并写道：“作为
一个地质工作者、一个
作家，我的最后一息必
定是在山野中跨出最
后一步，在工作台前写
完最后一个字。”

自 1958 年刘兴诗分
配至成都地质学院（成
都理工大学）任教，他
就开始了拿着地质锤
跑野外的生涯。“教书
匠”“爬山匠”“爬格匠”
这三种身份被刘兴诗
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
也是他一生致力去做
三件事儿。

2008 年汶川地震
时，刘兴诗正好在北

京。他不顾劝阻，在北大校园三角地小店买了
红衣红帽，就第一时间赶赴银厂沟现场———
1985 年，他负责设计开发了成都附近银厂沟、
天台山、西岭雪山等景区，被誉为“银厂沟之
父”。到了地震灾区，他专门选断裂带的旁边，
等着余震，看地震来的时候山怎么垮的，要为
灾后重建拿出第一手材料。

一辈子行走在科研一线，也为刘兴诗的科
普图书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刘兴诗认为，
最好的科普读物是“研究”出来的。一本书犹如
一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性格。“如果都是
人云亦云的东西，有什么意思？第一手材料永
远比二手货新鲜。这就需要作者最好身在科研
第一线，有自己独有的成果介绍出来，才是真
正的原创。”

在《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一书中，有一

篇关于长江水位的科普文章。其中写到 3000 年
前，泸州这一区域的长江平均水位，曾比现在最
低水位还低 2 米。而这一结论，来自刘兴诗连续
数年沿长江的行走，最终在泸州的江边找到“记
录”水位的次生胶结岩石而得出。

“抄袭自己也不好”

已是耄耋之年，作品仍持续不断，让人很
好奇刘兴诗的创作状态。刘兴诗打了一个比
方：“看见过运动员吗？我就是一名运动员，不
管台下多少伤痛，走上比赛台我就处于亢奋状
态。”

在博客中，刘兴诗也多次写过自己的日常安
排———早上 6 点就工作，上午一概不会客。中午休
息半小时，下午和晚上也工作，只有下楼取报纸：
或者短暂散步一圈才算休息，一般访问都要预约。

当记者继续问道“下一本图书”时，刘兴诗
表示，“我喜欢在一个巅峰状态的时候马上就下
来，换一个领域去干。就像中国女排，从零开始，
忘记过去的一切，重新来”。

“现在觉得积累用得差不多了，打算暂时停
一下熟悉的科普，从完全新的、没有自己的地位
的领域试一下。从无名小卒开始，发动新的冲
刺。一是动物小说，现在国内的动物小说作家，
想象的比较多。而我们地质工作者常常遭遇野
生动物，出于工作性质，不可避免进入它们的生
活领域，有许多真实的体会。现在我最想写的是
北极熊与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的故事。以过
去在北冰洋地区考察的经历为基础。二是想写
探险小说，地质工作者跟驴友相比，也有优势。”

实际上，刘兴诗的创作虽都与科学相关，但
也多次从“完全新的、没有自己的地位的领域”
发动新的冲刺。

在百度百科上，刘兴诗的词条里，誉其为
“中国科幻小说鼻祖之一”。刘兴诗是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代科幻作家，也是世界科幻作家协会
第一批中国会员。1961 年，他开始科幻小说《地
下水电站》创作，写过《美梦公司的礼物》《美洲
来的哥伦布》等作品。

后来他想转换领域写童话，著名童话作家、
老友洪迅涛劝阻说：“童话没有你的地位，还是
老老实实回科幻小说去吧。”他却说：“正是在科
幻有了地位，我才要放弃。童话没有地位，我才
来试一下。”在童话领域他就有了《偷梦的妖精》

《阿雪的世界》《谢谢您，施耐尔太太》等既有口
碑又有奖项的作品。

“创新有可能失败，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试
一下吧。抄袭别人不好，抄袭自己的也不好嘛。”
刘兴诗说。

1．《火山灾害》，陈颙著，地震出版社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陈颙

先生最新创作的科普读物，详细、生动讲述
了火山、火山灾害的特点、如何减轻火山灾
害，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

2．《太空全书（2）》，[英]安妮·鲁尼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全书以 209 幅珍贵精美的典藏图像为
线索，梳理汇总了人类几千年来探索太空的

“星”路历程。
3．《日本铁道解剖书》，[日] 岩间昌子

著，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精心挑选了 60 条日本的地方铁

道，配上手绘插画和讲解文字，为读者呈现
了各具魅力的线路，有保留了使用多年的车
辆和站舍的地方线路，有融入了城镇风景的
路面电车、单轨电车，等等。

4．《北京自然笔记》，肖翠、林秦文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两位作者在几年时间里走遍了北京及
周边的山山水水，本书正是他们与自然接触
时最直接的观察和记录。书中按不同的路线
介绍了北京及周边地区植物资源丰富的地
点和比较有特色的物种。

5．《有趣的身体：图解人体的惊人结
构》，[日]北村昌阳著，迟海东译，电子工业出
版社

作者花费 5 年多的时间，向足以代表日
本医学界水平的 46 位医学专家进行取材，
总结出了全天候不停工作的身体的各处结
构特征。

6．《武侠化学》，李开周著，化学工业出
版社

银针试毒的化学原理是什么？绝情谷底
的小龙女，16 年后为什么还能白衣似雪？烈
火决不能熔的圣火令是如何铸造的？又怎么
雕上的花纹呢？蟠龙阵、打狗阵、北斗七星阵
利用原子模型、分子结构围困武林高手？本
书从诱人的武侠故事开始，打开通往化学的
一扇窗。

7．《兰花档案》，[英]马克·格里菲思著，
商务印书馆

作者是最重要的兰花专家之一。英国
皇家园艺学会的兰花馆精心收藏了独一
无二的六千余幅兰花画像，本书从这些丰
富的档案中精选了三百多幅插图，通过绝
美的插图和富于启发性的文字, 讲述了这
些关于兰花的故事。

8．《脚边的美丽———树》，陶隽超著，中
国林业出版社

本书汇集具有较高观赏价值或生态指
示价值的 50 多种树，从专业、科普、人文角
度，介绍树的名字由来，文化故事、观赏价值
等，多维度展示了树的美。

9．《创新改变世界：21 世纪诺贝尔科
学奖的启示》，汤书昆著，中国科技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近四年的系统研究，本书以重大
科学发现的规律探索为定位，提炼了 2000
年以来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
或医学奖获得者的成长环境、师承路径、
科研定位、资源整合、突破发展、成果扩散
的信息谱系，构建了研究解析的分析框架
与指标体系。

10．《深海探险简史》，[美]罗伯特·D.巴
拉德著，罗瑞龙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探险家之
一，因发现“泰坦尼克号”残骸而声名远扬。
本书主要讲述了人类探索深海的历程，大部
分历史作者都亲身参与过，因此更像是一本
回忆录。

11．《大自然成功的奥秘：协同学》，[德]
赫尔曼·哈肯著，凌复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大自然，首先是动物界和植物界，一再
以其千姿百态的精妙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
极其高度有效的协调工作而使我们赞叹不
已。这些结构是怎样形成的？什么力量在其
中起作用？这是赫尔曼·哈肯创立的协同学
的主要议题。

12．《像数学家一样思考》，[德] 克里斯
蒂安·黑塞著，海南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 22 个容易理解又极为有效
的思考工具，能很快学会数学抽象化思考的
技巧，运用逻辑思维能力迅速发现并解决生
活和工作中常见的问题。

13．《疯狂的进化：动物世界的奇葩物
种和它们的生存绝技》，[美]马特·西蒙著，北
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是著名科技杂志《连线》的专栏作
者。本书将带读者见识生物圈里那些身怀绝
技、怪癖十足、残忍却又迷人的奇特角色。

14．《隐身材料》，张玉龙、李萍、石磊
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本书重点介绍了隐身材料的主要类型、
特性与应用，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雷达吸波隐
身材料、可见光隐身材料、红外隐身材料、激
光隐身材料和多频谱兼容隐身材料的主要
种类和特性，涂覆型和结构型隐身材料结构
的选材、制备、性能与应用。

15．《斯瓦尔巴密码：段煦北极博物笔
记》，段煦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多次前往北极考察的笔记，本书系统
介绍了地处北极腹地的斯瓦尔巴群岛环境，以
及那里的动物、植物、地貌和人类历史遗迹。

16．《一本有趣又有料的科学书》，大象
公会著，中国画报出版社

本书是大象公会的文章合集。46 篇科
普文章，关乎时下热点却包含大众不熟知的
知识点，涉及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众多
知识领域。

（来源：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标
准书目网”，http：//www.openbookdata.com.
cn/；当当网） （喜平）

5 月新书

孔子在 《论语·季民第十
六》中指出：“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
不安。”孔子的税收思想强调
了平均分配对社会稳定的重
要作用，与我国今天倡导的公
平、公正的思想不谋而合。“看
病难、看病贵”依然是我国医
疗服务体系中最突出的问题，
究其原因是由于不同区域医
疗服务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因
此，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和
有效利用医疗服务资源，不仅
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居民健康，更关系到一个国家
的长治久安。《远与近：远程医
疗服务模式创新》 一书强调

“远程医疗服务是防与治的结
合、远与近的结合、人类智慧
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为实现
我国医疗服务资源均等化目
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

《远与近：远程医疗服务模
式创新》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探
索远程医疗服务对实现医疗服
务资源均等化的作用价值。该
书在介绍了关于远程医疗服务
的基本观点、远程医疗服务体
系的基础上，分别从医院、平台
和应用三个方面对远程医疗服
务创新模式进行了阐述，尤其
是如何应用远程医疗服务解决
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享
受不均等的问题，创建和谐的
社会环境。

医院凭借其拥有的医疗服
务资源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占据
了绝对主体的位置，但是资源

在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医院之间的不均等分配
以及医院内部结构和服务流程的不合理设计，
使得从单个医院到整个医疗体系的服务效率和
效果都不能达到患者和社会满意的高度。作者
在传统医疗服务的基础上，融入远程医疗服务
理念，以满足患者健康需要和医疗服务需求为
中心，对远程医疗服务体系中医院管理流程和
服务流程进行优化，并提出了能够对医院医疗
服务流程进行有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为建设医
院智能医疗中心和依托医院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如何让老百姓更充分、更有效地享受国家
和社会提供的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离不开医疗
服务平台的作用。从以远程医疗服务平台为代
表的微观平台的角度，作者分析了如何以信息
平台和物流平台为核心为医疗服务单位和患者
架起信息沟通和药品传递的桥梁。在以政策法

律支撑为代表的宏观平台的角度，作者分别从行
业认证、标准认证以及患者权利、责任认定、费用
监管和网络环境等方面对加强远程医疗服务政
策和法律保障提出了建议，对于改善远程医疗服
务的生存环境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该书最后以围（孕）产期妇女远程健康管
理为例，对书中相关理论进行了应用和检验。
围（孕）产期妇女的健康管理贯穿于妇女全生
命周期以及孕前、孕中和产后的全生殖生命周
期，对于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提高我国
优生优育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设计
了一个以家庭、社区、医院为核心的围（孕）产
期妇女健康管理三级结构，对政府和妇幼保健
协会等服务监管方、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第三
方技术支持者以及患者本身等所有资源进行
统筹安排和分配，对于实现其他人群（如老年
人）或疾病类型（如慢性病）的分级管理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
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这一
精神在医疗服务行业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健康需求与医疗服务资源不平衡、不充分之间
的矛盾，这正是新医改致力于解决的主要矛
盾。参与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推动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均等化，不仅是要让基层的老百姓就近
就医并且享受到高端稀缺优质的远程医疗服
务资源，更是要与基层百姓共享技术的进步。
远程医疗是远程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现
代医学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实现医疗服务
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远与
近：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创新》一书提出以远程
医疗服务为载体的医疗服务创新模式，对于如
何实现我国目前正在探索和期望达到的逐步
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制度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期待有更
多相关的成果能够为推动我国新医改步伐、实
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添砖
加瓦！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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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著作等身”来形容 87 岁的科普作家刘

兴诗或许还真有点不够。2017 年，刘兴诗曾与

自己的作品合影，照着他的身高码书堆，大致

是两个半等身，这还是作品的“不完整版”。更

直观的数字是，刘兴诗自 1945 年发表第一篇

作品以来，在境内外已出版图书 300 余册。

“量大”之外，“质优”也是刘兴诗出品的

一个标签。他的作品获奖 200 余次，包括中国

出版政府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冰心儿

童图书奖以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他的

图书是原新闻出版总署连续 8 届推荐的“八

连冠”，还被有关机构评选为“孩子们最喜欢

的科普作家”。

若以码洋论，仅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的“刘兴诗爷爷讲述系列”，就已出版图书 45

种，净发货码洋达 1200 万元。

这位自称“爬格匠”的老头，真称得上是

中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

刘兴诗和他的作品

这个爬格子的老头
姻本报记者 李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