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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 、科普作家尹烨：

做“知识的二道贩子”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植物有情绪吗？是人类驯化了植物，还是
植物驯化了人类？恐龙还能重返人间吗？现实
中真的存在超能力者吗？遗传会带给人类怎
样的厄运？

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关于生命的未解之谜等
待科学家去揭开，也有很多已知的常识尚未被
更多人了解。而这些生命科学知识却与每个人
息息相关。

如何以“人生之须臾”了解“地球之无穷”？
近日，华大基因 CEO尹烨的《生命密码 2》由中
信出版社出版，尹烨希望用文字让人感受生命
的力量。

从一粒米谈开来

“草木浮生地久长”，在《生命密码 2》的开
头，尹烨就从有“天”之称的食品入手，以“一碗
米饭的故事”统领章节。他写道：水稻在中国乃
至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当之无愧的主粮。全世界
有将近一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虽然语言、肤
色、风俗各不相同，大家却都吃着同样的米饭，
真应了那句话：一样米养百样人。

这篇文章也是尹烨在全书中最满意的一
篇。“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而水稻本身是中国及
整个东亚地区的主粮，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蕴
含着中国科学家长久以来的坚持和创新。因为
它如此重要，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章。”尹烨告
诉《中国科学报》。

在文中，尹烨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
当他们把关于水稻的科研成果写成论文投给
《自然》时，特地在文中用了“籼”（xi佟n）和“粳”
（g侑ng）的名字，但审稿人认为这并非传统命名
法，建议把汉字去掉。“我们一再坚持，并慢慢说
服了对方，最终得以纠正日本人当年的错误，将
极具中国代表性的汉字放进了英文文章，可谓
不小的创举。”尹烨自豪地说。

将科研中的趣事放在科普故事中，是尹烨
经常做的事情。很多人觉得科学工作者只要潜
心做好自己的科研本职就行了，“但其实科普的
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尹烨说。他认为，科普是
将科学以更加平易近人的方式，如春风般吹入
寻常百姓家，是连接科学和民众的纽带。

尹烨将科普作者称作“知识的二道贩子”，
并坦言：“做‘知识的二道贩子’并不容易，因为

你不能满足于只是自己懂，而是要把你懂的事
情以相对简单直接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所以我
觉得科普是一项尤为重要的工作。”

将科研与科普工作相比，他认为，作为科普
作者，“博”比“专”更重要。“好的科普作者一定
要在本领域博采众长，才能融会贯通奉献出好
作品。”尹烨说。

从《天方烨谈》到《生命密码》

《生命密码 2》与之前的《生命密码》脱胎于
尹烨自 2016年开始做的一档日更电台节目《天
方烨谈》。

时长几分钟的节目录起来也并不容易，忙
碌的尹烨每天挤出时间，坚持四年，每日更新。
作为知识的传递者，他一直渴望这档节目可以
引发更多人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所以不论节目
风格还是选题类型都尽量做到通俗易懂、贴近

生活”。
天道酬勤。《天方烨谈》自开播到现在推出

了 1400多期节目，共收获近 1.8 亿人次的收
听量，在报纸开设专栏，多媒体转载，这坚定
了尹烨继续做下去的决心。“谁说国人不爱科
学，只要有好的内容，公众的好奇心、求知欲
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而大众的基本科学素
养也是可以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慢慢得到提
高的。”尹烨说。
“科普即公益”，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话，

其实这句话反之亦然。因为公益是更直观的
科普方式，能让人切身体会到科技的力量。从
2003 年的 SARS到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尹烨都带头成立和发起了“华基金”“狂犬
病科研计划”“西藏包虫病筛查”“生命周期
表”等多起公益项目。

将节目结集成书，对尹烨来说虽然内容类
似，但是相较于几分钟的节目，书籍需要更精准

地将内容分门别类，而且要更用心地整理，让文
章浓缩更多信息，方便大家随时阅读。“我写这
本书的初衷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些通俗易懂的
生命科学知识，为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提供
靠谱的科普内容，如果能让公众理解科学、热爱
科学，那就更好了。”尹烨恳切地说。

人文关怀加持科学力量

选定主题，从故事入手，讲清来龙去脉，避
开生涩难懂的专业词汇，尹烨相信将人文与科
学相结合的写法，能够适应各年龄段人群读者
的需求。

2018年，《生命密码》的出版让尹烨收获了
不少拥趸，在完成《生命密码 2》时，他渴望在保
持科学性的基础上，注入人文关怀，或者说，“给
人文关怀加持科学力量”。所以，他在书中加入
了古诗词和相关的历史故事。

虽然逻辑明确，但当碰到较为宏大或者复
杂的选题时，尹烨还是遇到了些麻烦———应该
选择哪些内容，舍弃哪些内容？
“因为生命科学涉及农林牧副渔、人类乃至

微生物，内容非常庞杂而又彼此联系，所以如何
能够用有限的篇幅展现恢弘的生命史诗，并在
选材上充分考虑案例的代表性，这是非常考验
作者的知识结构和了解深度的。”尹烨说道，同
时，音频的内容和文字的内容也大相径庭，在语
调风格、遣词造句等方面差异很大。因此，在将
比较偏口语化的音频科普内容转变为正式印刷
的书面文字过程中，不仅需要改变原来的叙述
节奏，还要把内容逻辑重新进行编排。

而且，因为在音频节目录制过程中很多内
容是即兴的，一些用语或信源的使用未必完全
精准，在成书过程中要将其转化为书面用语，所
以，尹烨将节目的内容信源逐一确认，以确保内
容准确无误。
《生命密码 2》的出版与此次疫情几乎重合，

疫情期间，尹烨一边参与抗疫，一边在喜马拉
雅、腾讯、新浪和自己的公号平台上积极辟谣，
阻断不实甚至造成恐慌的信息传播。“造谣的是
专业的，辟谣的是业余的。特别是疫情期间辟
谣，时效性要求很强，内容要求极高，然而必须
有人把它做起来，这也正是科普人的初心所
在。”尹烨说。

《生命密码》，尹烨著，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 10月出版，定价：68元
《生命密码 2》，尹烨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 5月出版，定价：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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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P Sciences 既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
法国出版商，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海外新成
员。它由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的获得者玛
丽·居里夫人、波动力学的创始人路易·德布罗
意等世界杰出科学家于 1920年共同创立，一
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国物理学会学术刊物的
官方出版方。1997年起，EDP Sciences又开启
了与法国化学学会、法国光学学会、法国应用
数学与工业学会的正式合作。2019年 11月正
式被科学出版社全资收购。

在科学出版社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架构下，
EDP Sciences一方面发挥着中国科技出版“走
出去”的桥头堡作用，另一方面也在积极为中国
学者的优秀成果传播提供国际化的出版服务。

EDP Sciences致力于出版高质量的学术
期刊、图书和会议论文集，其中期刊 75种，很
多都是开放获取（OA）的。2020年 6月 4日，
EDP Sciences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功
签署支持开放获取的协议，即对所有中国科学

院下属研究机构的通讯作者在 EDP Sciences
期刊上发表开放获取论文，均给予论文处理费
（APC）20%的折扣，部分支持自
由 APC 模式的刊物将允许通
讯作者自行决定费用（从 0～
900欧元不等，可扫描图中二维
码查询具体支持的刊物）。发表
的论文将以 OA的方式免费向
全球读者开放。同时协议允许
中科院作者遵循授权协议
CC-BY进行论文发表，即论文
可以在保留作者姓名的前提下
自由传播、展示。

这项协议的签署，是 EDP
Sciences为支持中科院学术成果
传播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
会进一步提升它在中国科学院
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中科院作
者和读者。未来，EDP Sciences

会继续作为中国科技界的合作伙伴，出版和宣
传更多的中国原创成果。

科学出版社旗下 EDP Sciences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签约
APC政策助力中科院作者发表 OA论文

《出小镇记》，路明著，译林出版
社 2020年 6月出版，定价：45元

《金融的权力：银行家创造的
国际货币格局》，［美］诺美·普林斯
著，王海峰、陈园园、杨宗君译，机械
工业出版社 2020年 2月出版，定
价：79元

小镇青年能否通过考学改变命运？作家
路明的半自传文学作品《出小镇记》中，作者
也是这样一个小镇青年。他在一座江南小镇
长大，通过考学去到上海，并留在上海的高
校任教。但他始终觉得欠身后的小镇一个诚
实的书写。

本书呈现了小镇的水土风物、少年群
像、代际情感与历史命运。这一群体具有双
重身份，他们既是小镇青年，又是知青子女
或厂矿子弟。他们对上海的指向，既包含了
小镇青年对城市的向往，又包含了其作为知
青或三线工人的父母所寄予的返乡的愿望。
而实现这两者的方式只有一个：考学。这一
刻，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同时叠加在考学这
一行为动作上。“考学”同时完成了知青子女
与小镇青年的使命。

小镇青年真的可以通过考学改变命运
吗？或者是“考学”带来的“迁徙”的可能，改
变了他们原本的命运轨迹。从小镇起源，“迁
徙”带来的问题又牵涉到更大的范围。这也
是书中隐伏的另一个讨论：离乡者该如何定
义城市，回望家乡？

荐书

“为了写这本书，我开始了一次全球探
险。我到过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蒙特雷、
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西利亚、阿雷格里
港、北京、上海、东京、伦敦、柏林以及美国
各地的许多城市。”

作为华尔街前内部人士，作者在离开高
盛集团总经理之职后一直致力于揭露金钱和
权力的关系，并解读政府与中央银行和私人
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对世界公民的影响。

本书描述了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
机如何迅速提升各国央行行长的影响力，
并引发了世界秩序的巨大转变。作者表示，
我们将迎来另一场史诗般悲壮的经济大萧
条。问题不在于萧条会不会到来，而是什么
时候到来。 （喜平）

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云游”
姻本报记者温新红

就在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云
游》荣获 2018年国际布克奖后，2019年，这位
女作家获得了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云游》
是她重要的作品之一，去年底在国内出版。

本书译者、作家于是不久前通过云端读书
会，分享了她对托卡尔丘克的理解、感受，并解
读了这本有趣的、特别的游记，“我认为一句话
来概括的话，这一次托卡尔丘克将人类在地球
表面的探索和人类在人体内部的探索交织在
了一起”。这是什么样的书？在书中托卡尔丘克
说了什么，表达了什么？

不一样的旅行书

“我试图用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来叙述旅行
经历。旅行并非是线性的经历……读者可以从
一个短故事跳跃到另一个短故事，从一个人物
跳跃到另一个人物，当然，最终读者会感觉到
这本书的完整性。”托卡尔丘克这样解释她的
这本旅行书。
“116段旅途组成的翱翔之书。”《芝加哥书

评》评价道。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由 116个片断组
成的长篇小说，这些片断都和旅行、旅途有关。

从 2007年开始，托卡尔丘克有很多机会
在全球范围内旅行，她做了旅行笔记，打算写
一本关于旅行的书，但又不想写那些司空见惯
的旅行散文。整理笔记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
这些笔记能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读书会上，于是对这本书的两个主题，即
旅行和人体保存作了阐释，并探讨了两者是怎
样交织在一起的。

第一个主题是旅行，或者说是“人类在地
球表面的探索”，这一主题对读者来说容易接
受，也有共鸣，书中写了很多现代人熟悉的内
容，比如共同旅行的方式、去了同样的机场、住
过同样的酒店、有过同一类的遐想，等等。

但是如果把这本书当作普通的游记，注定
要失望，“托卡尔丘克的想象力不仅仅停留在
这些大家都看到的事情上面。”于是说，作家稍
稍往里面走深了一步，比如会提醒我们去注意
机场的俯瞰图、飞机上的呕吐袋或者杂志上面
乘客留下的一些手写的暗号等。

对于第二个主题人体保存，“这应该是第
一个写到人类探索人体的诺贝尔文学奖作
家”。于是表示，这个主题非常特别，但这其实
是“人类几千年来不断进行的一个探险式的内
向旅行”。

这和作者的一次经历有关。她有次在候诊
时，突然意识到对自己的身体几乎没有认识，
然后开始研究，甚至为此花了一整年在荷兰阿
姆斯特丹研究解剖学。

书中写到解剖学家费尔海恩、打磨镜片的
哲学家斯宾诺莎、发明塑化标本技术的哈根斯
等，他们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极少出现
在纯文学作品中。

于是提醒，不要忘记作者是一个心理学专
家出身的作家，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思
考，如有机体生命体的奥秘还有多少没有被揭
开、人类所拥有的权利是不是包括对自己体内
各个器官的支配权，以及生和死的界限到底在
哪里，等等。
“将这两个旅行的范畴结合在一起的时

候，我觉得相当绝妙，是大师级别的。”于是对
此很有感触，“现在可以在一天之内飞到大洋
彼岸，但是我们永远飞不到自己的身体里。”

跨越边界的碎片化写作

书名“云游”，从汉语词汇来看很好理解，
“游历四方”等含义似乎也和书中的内容相切
合。事实上，原文“云游”出自于 18世纪俄罗斯
东正教的某一个门派，这个词高深莫测，它的
隐喻的意义远远胜过字面的意义，无法一言以
蔽之。对当代波兰人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

于是解释说，波兰的历史充满了游牧民族
的故事，中文版名定为“云游”，一来是想应和
英译版着重体现的现代飞行迁徙方式、俯瞰的
视角，二来是想应和波兰原文所体现的游牧民
族的特质，再就是想以中文的诗意呼应作家诗
性的写作。
“要了解托卡尔丘克，必须了解她的波兰

性，否则无论是理解《云游》还是她的其他作品
都会失去一部分意义。”于是介绍，在翻译这本
书的过程中，她还特地补看了《波兰史》。

出生于 1962 年的托卡尔丘克，今年 58
岁，她完整地经历了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
初的东欧剧变，目睹了东欧这个概念是如何消

失的，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她所用的是一个
中欧的概念，而不只是国家、故乡和民族。
“很多概念的边界都被打破，我们在一个

被打破的年代当中，在这种已经含糊了的流动
的边界当中。”于是表示，理解书中的跨越边界
与碎片化写作是两个重点。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事件都是因为边界线
而引发的，但实际上这些线都不是实际存在
的，在这种概念化、符号化的界限两边，人类的认
知与认同其实不可能有一条明确划清的界线，所
谓的界线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认知过程。

这本书写于 10多年前，但其“移动性已成
为现实”很切合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以及高科技
的发展。于是提醒到，本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
作家的移动与旅行的深层含义，正像诺贝尔文
学奖授奖词当中所说的“跨越边界”。
《云游》是托卡尔丘克的第六本小说，它跨

越了文体、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界限，散章之间
各不相关，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行，如同星子
散布，但共同存在于一个星系，彼此互相吸引，
正如作者所说，“星群组合，而非定序排列，蕴
含了真相”。布克奖评委会评价本书“不是传统
的叙述”。

于是表示，作家的碎片化写作是基于一种
全景的、反观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她重新审
视了过去，并开放地接受未来。
“阅读本身就会带来思考。换句话说，就是

因为有了这本书，我才去思考以前从没有想过
的一些问题。”于是最后说。

扫描图中二维码可查询具体支持刊物。

世界上依然
有很多关于生命
的未解之谜等待
科学家去揭开，也
有很多已知的常
识尚未被更多人
了解。而这些生命
科学知识却与每
个人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