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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那年月，在沃里坪，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漫山遍岭梨花绽放，像一

只只美丽的蝴蝶，于温暖的微风中翩翩起舞，给寂静的村寨增添了许多迷人

的神韵。”

——摘自“多彩民族文学书系”之《浴我的河》

“科学前沿书系”（河北科学技术
出版社）是专门为青少年读者策划的
一套物理科普图书，包括 《宇宙史
诗》《神秘失踪的中微子》《黑洞虫洞
简史》《诡异的极端物质》《樊笼中的
夸克》5本。丛书围绕宇宙学、粒子
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学，介绍了中微
子、夸克、宇宙黑洞、极端物质世
界、宇宙起源等物理知识。比如，

《宇宙史诗》描写的是宇宙创生的科
学故事，涵盖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
础知识、天文学的基础知识、适当的
星系演化学说的初步知识等，展现了
人类在探索宇宙中所表现出的无所畏

惧、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再比
如，《黑洞虫洞简史》为读者介绍了
科学家们对宇宙深处神秘天体黑洞和
虫洞的探索历程。

“科学前沿书系”致力于打造可
以带回家的科学前沿探索课堂，具有
以下特点：

科学性、趣味性、可读性、故事
性强。科普作品的阅读对象是那些对
相关科学知识并不是很了解的群
体，科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公众了
解，进而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因
此，进行科普创作是一项具有挑战
性的工作，科普作品想写好其实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丛书由长期
从事物理学研究和普及工作的专家
执笔创作，这些作者根据中国文化
特色从女娲补天传说到暗物质探
索，逐步深入讲述研究方法与研究
成果及前沿物理发现，让青少年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科学的魅力，
培养其对科学的兴趣。

插图设计独具匠心。丛 书 有
1000 余幅精美图片，阅读与欣赏并
存，减少了读者的视觉疲劳，让读者
沉浸在科学的海洋中，同时也培养了
读者的审美素养。不仅如此，图文并
茂的排版设计，也更加符合当代青少
年的阅读习惯，有助于青少年读者更
好地从书籍中获得成长的养料，为他
们开拓科技的视野奠基铺路。

真实还原了科学发现的历程。在
一些科普图书中，对科学技术、科学
理论的突破的描述过于简单，容易使
青少年忽略了科学探索的艰辛和漫
长。这套丛书恰恰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介绍相关科学发现过程的时候，并
不掩饰其中的曲折，甚至失败的经
历。比如，中微子的发现是科学猜想
跟科学推理和严密的科学试验相结合
的产物。《神秘失踪的中微子》介绍
了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的猜想和众多
科学家的深入思考，以及几代物理学
家的不懈努力，还原了跨越两个世纪

的中微子认识过程，向读者展现了大
胆假设、小心实践是物理学研究中的
重要素养。科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
让青少年懂得更多的科学知识，更是
要让他们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这其
中包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畏艰
险的科学品质、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等等。

注重科普图书的价值引领作用。
所谓“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
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丛
书通过介绍王淦昌等中国科学家取得
的成就，有利于弘扬中国科学家精
神，激发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从而
促使青少年立志为我国高科技的自立
自强作贡献。

一言以蔽之，“科学前沿书系”
摒弃单纯介绍科学知识的传统写作方
法，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
法和科学家精神渗透在字里行间，使
读者在生动有趣的故事中潜移默化提
升了科学素质。

科技人文相得益彰
□王洪鹏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文
化可以说是打开我国万年文化史之门
的一把钥匙。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
馆员、资深策展人王辉撰写的《宴飨
万年：文物中的中华饮食文化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以文物为叙述线
索，分为“五谷为养”“肉食为充”

“素食为主”“醇酿佳饮”“五味调
和”“烹饪有术”“礼始饮食”七个章
节，精选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朝这上万
年中的百余件文物，从“食材”“烹

饪”“器具”“礼仪”“艺术”“人物”
等多个角度阐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将传世文献、典型文物、画像砖石、
壁画帛画等多种素材融于一体，以扎
实的考古实证与生动的故事讲述，向
读者还原一幅幅鲜活而生动的中国古
代饮食文化图景，可谓是一部雅俗共
赏的饮食文化图典。

该书是作者在归纳总结自己多年
从事策展工作积累的图文素材基础
上，广泛吸收全国范围内最新的考古
研究成果，将万年来的食源、食俗、
食单、食具、食礼融于一书，不仅视
野广阔，还兼具通俗性和学术性，体
现出深厚的研究功底。在撰写中，作
者故事化的讲述令人兴致盎然：如

“豆腐之谜”一节以考古的专业视角
和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向读者揭开了
豆腐发明的神秘面纱；“古人饮料知

多少”一节带领读者探寻李清照最爱
喝的饮品豆蔻熟水，还介绍了紫苏熟
水、玫瑰露、木樨露、冰酪等在古代
广受欢迎的饮品。此外，书中还列举
了苏东坡、袁枚、郑板桥等名人美食
家的美食趣闻，其中提到的苏东坡亲
自操刀烹饪美食“东坡肉”的过程，
让人忍俊不禁。

该书的装帧设计富有东方之美。
护封以一缕炊烟为设计元素，蕴含中
华饮食文化的袅袅炊烟升腾而起，

《野宴图》《文会图》《韩熙载夜宴
图》等古人宴饮名画在炊烟中依次出
现，体现出中华文化更迭演变、不绝
如缕的丰富内涵；图书目录大胆使用
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龙鳞装工艺，
阅读的时候“逐叶翻飞，形若旋风，
鳞次相积”，富于美感。

此前，国家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茹毛饮血到炊
煮熟食，从大羹玄酒到佳肴美馔，中
国古人的餐桌见证了上万年的饮食革
命和文化流变。中国先民在开发食物
资源过程中展现出的非凡创造力，不
仅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的源泉和动力，更对世界文明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宴飨万年：
文物中的中华饮食文化史》 一书作
为“何以中华”书系的第一部，从
饮食文化的视角解读宏大历史，用
炊烟袅袅的日常生活展现人类文明
的历史逻辑，在灿若星辰的国之瑰
宝中寻找“何以中华”的文化底
蕴，让读者跨越时空、照见自己，
深刻领略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中
华文明的起源与轨迹。

呈现饮食文化图景
□卢秋韵

《爱上动物的理由》（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是一本神奇的自然观察
和疗愈之书，更是一本温情、诙谐
的自然探索之书。

作者王小柔对待动物有一颗赤
子之心，无论是草原上奔跑的野马
还是家里冷血的蜥蜴，都能和她互
动、沟通。她的家就像一个动物寄
宿家庭，她就像一个动物医生，常
年救助各种野生动物……

王小柔始终都在谦逊地表达：
“不是我在施舍动物，而是我在救助

它们生命的同时，它们那努力的求
生欲望也在治愈我。”书中的记录全
部来自她亲眼所见、亲身体会，有
些看起来好像是童话，但确实是真
实发生的。

她 笔 下 的 动 物 大 致 分 成 两 部
分，一部分是家养救助的，一部分
是在野外生活的。她对大自然的
爱，不是抱着猎奇的心理，而是满
怀尊重的欣赏。她天亮就醒，然后
去郊外观赏鸟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
动物。有时，她在野外一待就是数
小时，只是用望远镜远远地看着它
们，互不打扰。

怎样观察大自然？其实是放下
人类的傲慢；怎样教育孩子？其实
是放下成人的傲慢。她发自内心地
写道，每一只动物都在给我做生命
教育，怎么对待生活、对待同伴、
对待食物、对待爱，它们纯净的眼

神就像一张滤网，淘汰掉人类的傲
慢和贪婪。

《爱上动物的理由》生动展现了
如何将孩子从教室里解放出来，让
丰富的自然环境激发他们的创造
力；如何每逢人生低落，在大自然
的怀抱中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并重
获新生。热爱才能激发起内在的学
习动力，就像作者自己，为了救助
鸟，在慕课上自学了 3 年的动物生
理学。其实，在自然中嬉戏，不但
能有效减轻压力、促进认知和免疫
系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探索自
然、观察自然万物的变化，本身就
是重要的学习过程。物理学家费曼
正是在观察动物的繁衍、树木的生
死、生命的更迭中，学到了最基本
的科学观察方法和思维方式。因此
他在晚年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
特别提到了父亲带自己在林间散步

的意义。
王小柔全身心拥抱大自然，用

幽默而不失温情的文字去恢复、重
建失落的生活，用赤子之心、赤子
之眼给我们带来和自然精灵相处的
惊喜。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也渗
透着自然科学常识，让大小读者在
最熟悉的世界、最普通的动物身上
发现神奇之处。当然，我们也能从
中学习如何与活泼的生命相处，如
何让每个孩子通过与自然对话找到
自己人生的独特道路。

阅读是一个指引，当看过这本
充满温情的小书之后，无论是成人
还是孩子，能够真真正正站在野
外，沐浴着阳光雨露，感受每一个
毛孔在慢慢张开，相信在那一刻，
你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人类是多么
的平凡与渺小，而世界竟是如此的
浩大和美好。

用温情之心观察自然
□李峥嵘

18 个世居民族在贵州大地上共
居共学、共事共乐、共建共享，共同
书写着多彩的人文故事，为建设多彩
贵州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多彩民族文学书系”（贵州民族
出版社） 是对我国各民族知名作家
作品及具有文学创作潜力的新兴作
家的代表作品的全景式收录。“多彩
民族文学书系”（第 1 辑） 面向贵
州，其中多部作品展现了贵州人民
为脱贫攻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所付出的不懈努力。通过阅读这些
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乡村振兴的
生动实践，也能够沉浸在贵州独特
的山水之间，领略这片土地深沉的
歌唱。

“ 多 彩 民 族 文 学 书 系 ”（第 1
辑） 的各位作者，长期生活在民族
地区，对贵州民族文化怀有深厚感
情。他们用饱含真情的文字，以现
实生活为背景，立体而多侧面、多
角度地勾勒和描绘出了贵州大地上
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描写人民群众
走向幸福美满的生活历程，反映了
贵州的神奇、丰饶和美丽。通过这
些作品，我们得以深入了解贵州丰
富的民族文化与贵州人民独特而多
彩的精神风貌。

《远山》 以毛南族聚居村为背
景，塑造了远山人的纯朴、友善，以
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
虔诚和崇敬。

《贵地》是一部立足当代，体现
新时期贵州特质的诗集。阅读诗集，
如同在贵州山水中旅游。诗文展现了
独特的贵州山水画面，带领读者漫游
贵州的名胜。

《丝竹》以民族传统乐器箫为线
索，描写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现
状，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成为
助力脱贫攻坚的有生力量。

《一把好手》以云贵高原小县城
茶城的生活为背景，记述了普通人的
日常生活，反映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努力。

《浴我的河》全景勾勒了沃里坪教
育的百年历程，阐释了民族教育工作
者的伟大自觉，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民

族教育工作者为事业不懈奋斗的场景。
追求民族风格和体现各民族群

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是这套“多彩
民族文学书系”作品的特色。这些
作品既隐含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现实，又展现了民族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巧妙地将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结合，展示出文化的交
融，以及各民族的价值共识和情感
共鸣，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给贵州人民带来的勃勃生机和希望
描绘得格外动人。

“多彩民族文学书系”是贵州出
版集团、贵州民族出版社奉献给中
国 乃 至 全 世 界 的 “ 土 特 产 ”。 它

“土”得像丰收的稻谷，“土”得如
清澈的溪流，“土”得像起伏的山
峦，“土”得万里飘香。它如同一幅
幅生动的画卷，蕴含着蓬勃的生命
力，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展现着神州大地的绚烂多彩。希望
读者通过阅读这个系列，领略神州
大地的多彩魅力。

领略贵州多彩魅力
□黔书

传承弘扬先人智慧
《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

国史》（研究出版社）通过对一
个个考古史料细致入微的解读，
从考古的视角让读者对中国史有
了更全面的认识，对于普及中国
传统文化、激发读者对历史的兴
趣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书中，历史人物不再只是
史书上的冰冷记录，而是充满了
情感与智慧、有血有肉的真实人
物。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
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理
解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决策与智慧。这不仅是
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更是对祖先智慧的传承与弘扬。

深入探究人工智能
与人类智能相比，当前人工

智能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人脑
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的科学家们
从未停止对人脑的探索以及对其
运行机制的模仿。《人脑与人工
智能》（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探索人脑与人
工智能奥秘的全新视角，较为系
统地梳理了人脑与人工智能千丝
万缕的联系，既向大众科普了人
工智能与人脑的相关知识，又为AI医学学科交叉领
域的学者提供新的启示和参考。

该书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临床医学院大脑与心智
研究中心教授高建群、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
医院科研部部长田莉主编，聚焦人工智能与脑科学研
究的历史与现况，从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入手，并从哲
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该书涵盖医学人工智能、感官重
现、人机交互、人脑的算法建模、人工智能研究的伦
理困境等重要内容，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全面的人脑与
人工智能研究的理论框架。

天文视角解读中国文明
从古至今，灿烂壮丽的星空

一直寄托着人类的梦想。其中，
中国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天文体
系，保留了最为系统、完整的天象
记录资料，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
文化遗产。那么，中国传统天文
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在古代
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什么作用？
古代中国曾取得了哪些突出的天
文成就？这些成就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产
生了什么影响？《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人民邮
电出版社）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李
亮所著，以时间为主线，通过大量历史故事和60多个
专题回顾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程、重大科学成就与
贡献，同时通过历史档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物等载体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天象记录、科学的
星图、精致的仪器、精确的历法以及深邃的天文学思
想，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探索未知事物的执着。

感受笺纸间浪漫与美好
中国笺纸虽小，其中却蕴含

着关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大学问。
《纸短情长：中国笺纸里的艺术故
事》（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是一
本聚焦于笺纸艺术的通俗类轻学
术读物，由北京画院副研究员张
楠创作。中国笺纸文化流传近千
年，作者从明清时期的各种笺纸出
发，以笺纸的画面内容为主题，讲
述了笺纸背后的动人故事与其传
达的人文情怀，具有审美意义、文
化意义。该书语言轻松文艺，不追求晦涩深奥的名词解释
或者单调的美图堆砌，而是以故事为轴，以文人墨客闪耀
的精神情怀为基调，讲述中国笺纸里的艺术故事。

追溯青藏高原科考往事
雅鲁藏布江的孩子、14岁

的门巴族少年达瓦遇到了一群
“奇怪”的人，他们风餐露宿，
用脚步丈量着青藏高原这块土
地。达瓦感佩于青藏科考人员
坚定的意志、钻研精神，自告
奋勇成为小向导。藏东南繁茂
的密林里、冷峻的雪山上，留
下了他和他们的脚印。在他们
身后，青藏高原神秘的面纱慢
慢向人类揭开。时光流逝，少
年达瓦长大了，长成了雪山脚下硬朗的汉子，但科学
家们探索的故事远未结束……

《高原上的小向导》（译林出版社）将目光聚焦在
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
考，由科普作家刘黎琼所著。作者遍访亲历者，从门
巴族少年视角出发，截取第一次青藏综合科考片段，
以数位可敬可爱的科学家的故事折射一代科学家为实
现“青藏科考空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填补”的夙愿而
忘我钻研的奉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