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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说

量与质的飞跃
姻本报记者 袁一雪

金签奖
《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

王立铭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银签奖
《发现人体：生理学简史》

潘震泽著读书共和国（卫城出版）
《从轮子到诺贝尔：学校没教的创新发明》

刘炯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佳作奖
《数学简史》 蔡天新著中信出版集团
《星空帝国———中国古代星宿揭秘》

徐刚、王燕平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海错图笔记》 张辰亮著中信出版集团
《石头记》 马志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孟德尔之梦：基因的百年历史》

陈文盛著远流出版
《兰的 10 个诱惑：
透视兰花的性吸引力与演化奥秘》

吕长泽、庄贵竣、郑杏倩著远流出版

翻译类

金签奖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阿图·葛文德著彭小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银签奖
《演化》
让·巴普蒂斯特·德·帕纳菲厄著邢路达、胡晗、
王维译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佳作奖
《日益寂静的大自然》

马歇尔·罗比森著林欣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聚光灯下的科学家》

德克兰·费伊著王大鹏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不可思议的科学史》
《科学美国人》著《环球科学》杂志社译外研社

《茶杯里的风暴：
丢掉公式，从一杯茶看见科学的巧妙与奥秘》

海伦·齐尔斯基著蓝仕豪译三采文化
《万物皆数：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探索宇宙深层设计之美》
法兰克·维尔泽克著周念萦译猫头鹰出版社

《飞翔之梦：莱特兄弟新传》
大卫·麦卡勒著庄安祺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数学教你不犯错（上、下册）》
乔丹·艾伦伯格著李国伟译远见天下（天下文化）

《生命的法则：
在塞伦盖蒂草原，看见大自然如何运作》
西恩·卡罗尔著邓子衿译读书共和国（八旗文化）

《萨克斯自传》
奥利佛·萨克斯著黄静雅译远见天下（天下文化）

获奖作品名单

隗 创作类

隗

创作类

《我的十堂大体解剖课：
那些与大体老师在一起的时光》

何翰蓁、李翠卿著八旗文化
《科学筑梦大现场 1：
一起离开地球上太空！ARRC 自制火箭》

刘珈均、魏世昕、ARRC前瞻火箭研究中心著
亲子天下

翻译类

《天生建筑家：
铃木守的 109 种动物巢穴大发现》

铃木守著许嘉祥译远流出版公司

青少年科普特别推荐奖

隗
隗

编者按：
7 月 8日，第九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在台北揭晓。由本报组织评选推荐的大陆地区作品《上帝的手术刀》获创作类金签奖、《最

好的告别》获翻译类金签奖，《演化》获创作类银签奖，另有《数学简史》等 7本获创作类及翻译类佳作奖。本期读书版特推出专题，请作
者、译者及编辑谈谈获奖作品及其背后的故事。

在 本 届 吴 大
猷科学普及著作
奖中，浙江人民出
版社无疑是最大
的赢家，创作奖金
签奖《上帝的手术

刀》、翻译类金签奖《最好的告别》均出自
其与策划方湛卢文化的合作。

《上帝的手术刀》源自 2016 年湛卢文
化策划出版的“生命科学”书系。因为基因
编辑技术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最前沿且
最具争议的技术，特别是针对人类的基因
编辑，所以，“我们希望策划一本书，探讨
这一话题，拥抱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希望，
阐释可能出现的伦理和道德风险”。湛庐
文化商业图书事业部总编辑董寰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确立主题后，编辑找到浙江大学生命科

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确定其为作者。这是
因为他既深入一线研究，拥有较多的科研成
果，又文笔卓然，热衷科普。在创作时，王立
铭一直坚持贯彻科学性原则，不管需要解释
的内容如何枯燥艰涩，也绝不会为了吸引读
者的眼球而将科学性的内容省去。

谈到翻译类金签奖《最好的告别》，湛
庐文化人文社科事业部总编辑季阳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他们一直关注着《最好
的告别》的作者阿图·葛文德，所以《最好的

告别》一出版就签下了国内版权合约。“当
今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并
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它更关系到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当人的寿命变长，人对生命质
量的关注也逐渐提升，人们面临衰老与死
亡时，这个矛盾，痛点就会特别突出。所以
这是一本有关生命的书，任何年代都值得
阅读，但在当下它道出了更多人内心深处
的担忧与恐惧，同时给予人们面对它的智
慧、勇气与爱。”季阳说。

译者彭小华说：“当初我选择翻译这本
书，有三重理由。首先，我希望在老年和重病
到来之前作好准备。我相信，克服了老年和
重病、死亡恐惧，可以更轻松、更愉快地生
活。其次，作为女儿，我希望对这些问题的思
考有助于我为父母提供更好的陪伴。再者，
推己及人，我知道很多人有与我类似的想
法，通过译介，可以让更多的人受惠于作者
的观念，于我是一份荣幸，一种福报。”

而且，为了让国内读者能够接受这本
书，在翻译前和翻译中期，编辑和译者多
次就译稿的文风进行探讨。“我们觉得语
言要克制，不去刻意煽情。另外在一些特
别词上，比如死，文中多用‘die’‘death’，
考虑到中国人对死、死亡这两个词还是有
忌讳，所以根据上下文来灵活地选择更贴
近我们现实生活的词，比如：逝去、走了、
往生等。”季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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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说

创作类佳作奖

《数学简史》

◎蔡天新（作者）：
吴大猷先生是我尊敬的物理学家，有“中国物

理学之父”之誉，他还写过《科学和教育》《物理学
的历史和哲学》等著作，能够获得以他名字命名的
奖项是我的荣幸。我在 1990 年前后写下《数学家
与诗人》《高斯，离群索居的王子》时，尚且没有科
学普及或科学文化的概念，所幸能坚持下来并享
受其中。自 2002 年以来，吴大猷奖已颁发九届，表
彰了一百多部汉语科普著作和译作，其中不乏读
者熟知的佳作。我认为，把一些科学问题作通俗易
懂地解读只是科普的一部分，应更多地容纳文化、
历史和社会等因素，为读者提供全面的科学营养。
目前我们最缺失的是科学精神，而非科学知识。明
年是数学家吴文俊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吴老生前
热心科学文化，如果大陆方面也能设立纪念他的
奖项，必将会交相辉映。

◎苏扬（编辑）：
在一般人眼中，数学意味着繁难的计算、无尽的逻

辑推演，以及如天书般的公式和符号。希望读者能通过
《数学简史》的阅读，拉近与数学这门抽象学科的心理
距离，从中理解各自所学或从事专业与数学的关系。这
其实也是我们从事科普图书出版的初衷，希望能用公
众可以接受的方法，尽量把科学之美介绍给没有经过
严格训练的大众，成为读者的“终身科学知识给养者”。

《星空帝国———中国古代星宿揭秘》

◎徐刚（作者）：
数千年前，古人仰望星空，在脑海中将杂乱的星

点勾连成一个个熟悉而神秘的形象，这些苍穹之上
的形象就是星座的雏形。曾与西方星座一样，在西安
交大、靖边杨桥畔的汉墓星图中，穿插在星点与连线
之间的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星座形象。“苍龙连蜷于
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
后。”我们的星空是如此灵动多姿。然而两汉以降，这
些星座形象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四方星象也
蜕变成大地四方的守护神灵。

《星空帝国》试图找回这些失落的星象，让读者
借助我们原创的中国星座形象，更好地认识和掌握
中国传统星座体系，更好地理解中国星座所承载的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王燕平（作者）：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读了七年天文专业，

毕业后来到北京天文馆从事天象节目编导工作。在
参与古天文球幕电影制作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徐
刚老师绘制的中国传统星座形象，自此开启了一扇
新世界的大门。

通过国家天文台张超老师牵线，我与徐刚老师
合作，将这些星座形象与天文知识结合起来，集成

《星空帝国》一书。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感
受到星空、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毕颖（编辑）：
此次获奖，是继 2017 年斩获第十二届文津图书

奖之后得到的又一个荣誉。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能
为传承中华文化、厚植中华文明，作一点贡献，我感
到无尚光荣！

徐刚和王燕平两位作者是我熟识多年的老朋

友，他们以勤勉治学的科学态度、砥砺求真的探索精
神，解读了中国古代星宿的奥秘，描绘了一幅幅形象
的星座图案。

《海错图笔记》

◎张辰亮（作者）：
初中时，我第一次在故宫看到展览中的《海错图》

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了。作为中国古代仅存的大型海洋
生物图谱，《海错图》从各方面都称得上是一颗灿烂的
明珠。它收录了中国海洋中 300 多种生物，每种都配有
写实的手绘、形态描述、目击记录、传闻轶事、吃法用
法，是中国古代博物学和海洋文化学的巨著。作为科普
工作者，我不愿让此书沉睡深宫，于是开始逐个分析每
个物种记载的真伪，用现代科学辨明其真身，把这部书
重新挖掘，让今天的读者发现它的光华。同时，通过解
读古书来科普海洋生物知识，也是我对科普方式创新
的一次探索。《海错图笔记》就是我的成果集合。此书已
经出至第二册，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吸取读者反馈，改
进写作方式，已经得到了“第二册比第一册更好看”的
普遍评价。我希望未来的第三册比第二册还要好，更希
望《海错图笔记》能成为《海错图》的最佳注解。

《石头记》

◎马志飞（作者）：
地质工作总是以山野为伴，常与灰扑扑的石头打

交道。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既累又“土”的工作，可是
当你了解了那些岩石矿物背后的科学知识与源远流长
的文化故事，你才能发现地质究竟有多美。在写《石头
记》这本书的时候，我特意选取了 45 种与人类生活关
系最密切的矿物晶体，为它们一一“立传”，讲述它们的
科学知识，展现它们最美的一面，其实也是想扭转大家
对地质工作的刻板印象。地质工作并不是那么老土，它
有时候可以变得非常时尚、非常有趣。

感谢吴大猷奖的评委们对这本书的肯定，也希
望更多的读者在“博物热”的时代除了探索动物和植
物，还能走进有趣的矿物世界。

翻译类佳作：

《日益寂静的大自然》

◎周志刚（编辑）：
《日益寂静的大自然》能获吴大猷奖，在我意料

之中。因为这本知识渊博、叙事典雅、图文俱美的生
态佳作，比《寂静的春天》还要厚重、迷人。由于作者
与译者都远在德国，短时间内无法取得联系，在这
里，我愿意描述一下这本书带给我的美好体验。

我读过不少论述物种多样性以及物种大灭绝的
书，但三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日益寂静的大自然》
时，马上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马歇尔·罗比森既是杰出的博物学家，也是高超
的“讲故事的人”！在书里，他通过大航海时代哥伦
布、詹姆斯·库克等探险家及洪堡、班克斯、奥杜邦等
博物学家的旅行见闻、多种多样的鹦鹉和椋鸟灭绝
的故事、旅鸽灭绝的故事、物种入侵导致秧鸡和海岛
巨龟等众多本土物种消失的故事，以及自己的亲见
亲闻，展示了自然物种的神奇，呈现了丰富细微的自
然声响对于人生的美好感觉，勾勒出了物种多样性
衰减的大趋势对人类文化的深层影响。这种自然的

神奇以及丰富细微的自然声响在书中随处可见，让
我觉得生命、闲暇和阅读有着说不出的美好和优雅。

马歇尔·罗比森饱含诗意的优美文字处处都能唤
起我对自然的爱意和深切的哀伤。于是，我毫不犹豫
地引进了这本书，并花了近两年时间推出了这本书的
中译本。希望这本书能唤起更多人的生态意识。

《聚光灯下的明星科学家》

◎王大鹏（译者）：
该书谈及的是八位因从事科学传播而家喻户晓

的人物，他们以科学传播这条路径将自己的学识和
思考传播普及给公众，不仅促进了公众理解科学，也
推动了自身所在学科领域的发展。

能够荣膺第九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佳作
奖，让我倍感荣幸，当然这也印证了好的科普作品一定
是公众喜闻乐见的，而且故事化的表达方式应该是所
有科学传播从业者都应努力去掌握的一项技能。

八位科学家虽然领域各异，但是他们都对科学传
播有着深厚的感情，并且把科学传播作为一项事业来
坚守。期望我们身边也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站在聚光
灯下的明星科学家，为科学代言，为科普出力。

◎唐宗先（编辑）：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责任编辑我深感荣幸，最大

的体会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每一本受读者欢迎的
好书背后都沉淀着作者和编辑默默的付出，是他们
共同不断努力打磨的结果。

本书的选题其实源于译者王大鹏先生的推荐。
当我看了两三章内容后，深感这本以明星科学家为
切入点的科学传播类图书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值
得好好打磨。在社领导的支持下，本书很快作为部门
市场类图书立项。希望这本书能够影响更多的读者！

《不可思议的科技史》

◎《环球科学》杂志社（译者）：
《不可思议的科技史》带领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

三个传奇时代，开启一段有趣的探寻之旅。通过节选
150 年、100 年和 50 年前《科学美国人》的珍贵文章，
见证那时人们的智慧与灵感。这既是一份珍贵的、富
有启发性的史料，同时作为科普的内容，也会让读者
通过历史的视角，对科学和技术有一种新的看法。

（本报记者李芸、袁一雪整理）

隗
佳作奖获奖感言

隗

第 九 届 吴 大 猷 科 学 普 及 著 作 奖 专 题

7 月 8 日，台北市“中研院”物理所一层演讲
厅内掌声与笑声不断，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以
下简称吴大猷科普奖）的颁奖典礼正在这里举行。

“中研院”院士曾志朗、“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院士李定国和吴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院士吴
成文，以及中科院院士杨焕明、中国科学报社副总
编辑郭道富等人出席了此次颁奖会。

今年，海峡两岸共有 520 余本科普图书参
与初选，最终 20 本图书进入决选，通过两岸 6
位院士的投票选择，选出创作类金签奖 1 本，银
签奖 2 本，翻译类金银签奖各 1 本。

自 2000 年开始，每两年一届的吴大猷科
普奖，已经持续了 18 年。但与往年相比，此次
参与评选的评委们均表示，近两年，两岸的科
普图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
升。“我们设立此奖的目的就是鼓励华语科普
图书的创作。”吴成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自吴大猷科普奖创立以来，大陆推荐的科普
图书包揽创作类与翻译类金签奖还是第一次。作
为召集人、已经参与九届评选的台湾大学物理系
教授孙维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从前几届评
选中可以看出，大陆作者的创作能力很强，台湾译
者的功力则更胜一筹。但是今年这样的差距并不
明显。我认为这是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对两岸乃至
全球从事科普工作的华人起到的激励作用”。

“中研院”院士朱国瑞也连续几届参与了评
选工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陆的翻译水平越
来越高，特别是遣词造句值得台湾译者借鉴。

首次参与评选工作的杨焕明对评选过程给出
了高度肯定：“评委评价图书很客观，对于每本书
的讨论都很充分。特别是评委们不会唯某人马首
是瞻，而是各抒己见。往往是一位评委刚刚说一本
书好，其他评委的批评就随之而来。”

杨焕明在颁奖典礼上表示，社会的快速发
展离不开科学进步，而科普就像一颗种子，落在
读者的土地里，才能开花结果。

吴大猷科普奖无疑为所有华语的科普作品提
供了一片沃土和一个公平展示的平台。就像吴成
文所说，吴大猷科学普及奖的设立是为了发扬吴
大猷先生终身致力于两岸教育与科学的研究精
神，“我们希望更多的作者加入到科普创作行列

中，也希望更多译者翻译更多的科普书籍”。
第九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的评选落下帷

幕，也为下一届科普书籍的评选拉开了序幕。对
于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如何更公开公平地评选好
书，评委们也直抒己见。比如，下一届是否要考
虑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类书籍分开评选，这
样可以保证两类图书按各自的体系评价；再比
如，青少年科普图书也应该因其读者群的不同
而进行细分，因为青少年与少儿群体的科普图
书内容有差异，一类是略有深度的中学生读物，
一类则是浅显易懂的图解科普书，两种若按统
一标准则很难评判。这些都期待在下一届吴大
猷科普奖的评选中得到完善。

中国科学报社副总编辑郭道富吴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吴成文与中科院院士杨焕明（右）

金签奖：
（创作类）《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
（翻译类）《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

道的常识》

获得翻译银签奖《演化》的译者，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邢路达、
胡晗、王维也经历过中英文翻译的难题。

“因为翻译科普作品，必须保证内容的绝对
准确、严谨。那么，译者就仅仅是一个转述
者，思维、表达都要求尽可能与作者保持一
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让读者与作者直接
交流的效果。”邢路达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而另一位译者胡晗则会拿村上春树激
励自己：“为什么职业作家仍要坚持翻译这
项工作？相比于原创，它没那么烧脑，同时
又会锻炼你的文字、你的逻辑，快速学习优
秀作品的写作。”

同样，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在《演
化》的原文以外，译者做了大量的工作。

“《演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充分反映了
译者的主体性。其一，对各篇章标题的反

复推敲与打磨，充分考虑到意蕴的双关；
其二，对书中专业名词言简意赅的注释和
数据信息的更新，提升了文本的易读性；
其三，对图注中的物种拉丁学名重新审
订，发现问题并及时同作者和国外出版方
沟通，体现了译者的严谨认真。”《演化》编
辑马步匀解释说。

最终，这本以清新的黑白照片、朴实
无华的语言和干净简洁的排版组成的《演
化》诞生了。“翻开它，仿佛让人远离了喧
嚣的街道、闪烁的霓虹，置身于安静的博
物馆大厅，聆听一具具动物骨架讲述着生
命演化历程中的神秘与惊奇……”邢路达
说。而图书版权页上两个主题词“物种进
化—普及读物”“黑白照片—摄影集”和分
类号，更明确地告知所有人，《演化》是一
部科学与艺术的跨界作品。

银签奖：
（翻译类）《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