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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万喜（Howard Sollenberger，1917—
1999），美国著名汉学家、外交家、教育家，
国际人道主义战士。他在中国友人口中、
笔下有“豪尔”“霍华德”“索利”“苏伦白”
等不同的名字，但本书的编者、编辑和我
们一致认为应以其中文名字“索万喜”
为准。

30 岁之前，索万喜就成为人道主义
者，无论在战争中还是战争之后，他时刻
关注受难的人们，身体力行地给予帮助。
索万喜2岁到达中国，他青少年时代在太
行山和北京通州的学校里度过。他在美
国读大学期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他主动请缨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救灾。
他完成大学学业后再次来到中国，这次他
是友爱会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共同支
持的联合小组的领导人。他希望通过“农
家子弟”项目切实帮助中国农民。

30岁之后，索万喜成了外交家、外交
教育家，将他和平主义的外交理念和对社
会问题的深刻思考带入外交界和外交教
育领域。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在美国
外交学院担任过院长。由于他对中国有
深厚的感情，所以在美国外交界，他有自
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招致了反对他的声音
一直存在。但他不为所动，始终相信中国
人民，甚至在去世之后，他的一部分骨灰

撒在了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校园，另一
部分撒在太行山的麻田等他曾经魂牵梦
绕的地方。

索万喜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救灾
的原始文字记录保存在同样在太行山区
成长的王晋保（Joseph Wampler）手里。
2017 年，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
廷儒到美国拜访王晋保的时候，得到了
经过认真编辑的索万喜资料的英文版
打印稿。我们通过王晋保与索万喜的家
人取得联系，并获得中文翻译本的授权。

《索万喜日记（1938—1940）》（北京出
版社）的魅力在哪里？

首先，生动、细腻地描绘出 1938—
1940年太行山区在日军铁蹄蹂躏下乡村
百姓的艰难生存状态，以及中国人民的不
懈抗争。本书从一个外国人视角看战乱
中的中国，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
怀，对中国当年的战事、生产生活环境、卫
生状况、交通条件、区域分割、百姓基本精
神风貌和风土民俗都有细致的刻画。

其次，面对灾难时作者流露出的深切
的人文关怀、爱恨之间的是非及对生命无
时无刻的关心，让本书在叙说中有浓郁的
人情味儿。特别是索万喜在两年间的生
离死别，每一次重要的赈灾、主要人物的
聚散给读者的是不经意间的感动。好朋
友路易殉职，伴随索万喜不少行程的聂至
豪、巧遇的辽州男孩尹光裕、令自己怦然
心动的伊莎白，都表达出作者是个重情重
义之人。本书是赈灾史，更是灾难中的情
感史，灾难重，情更重。

特别珍贵的是本书还对太行革命根
据地进行了完全正面的、积极的描述。如
果说《西行漫记》告诉人们中国的希望在
延安，那么《索万喜日记（1938—1940）》则
让我们感受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依旧蕴
藏着崛起的力量——在太行山上！

《索万喜日记（1938—1940）》

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抗日游击区的见闻
□刘红庆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本侵略
者把魔爪伸向寄居香港、坚持为抗日发
声的文化界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周密
部署，全程未牺牲一人，安全转移保护
800 余人，完成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粤港

“秘密大营救”，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
一个奇迹。《丹诚相许——中国文化名人
大营救艺术文献暨廖安祥捐赠书画特
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图文并
茂，通过艺术与历史的双重视角，全面
讲述了粤港“秘密大营救”背后的文化
守护传奇。

中国共产党人与爱国文化精英的
“丹诚相许”。1940年冬，蒋介石掀起第
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保护爱国民主人士
和文化名人，中国共产党把众多文化名
人从重庆、昆明、上海、桂林等地转移
至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香港
沦陷后，文化界抗日爱国人士处境危
急。中国共产党怀着对知识分子的深切
关怀与尊重，在危难时刻调动多方力
量，历时近 200 天，与日军、伪军、土
匪等斗智斗勇，严密安排四条营救线
路，成功保护了包括何香凝、柳亚子、
茅盾等众多文化巨匠在内的 800 余名爱
国人士，此次营救任务之艰巨，规模之
大，时间之短，营救人员之多，安全程
度之高，堪称奇迹，茅盾称它是“抗战

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粤港“秘密大
营救”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体现了
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加深了知
识分子对党的信赖，对推动全民族抗战
起到了关键作用。

爱国华侨廖安祥与爱国文化名人的
“丹诚相许”。廖安祥原籍广东梅县，爱国
爱港，他在粤港“秘密大营救”行动中，不
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转移营救文化名
人。当时日军封锁了港九海面交通，扣留
了船只。廖安祥从中调度机动帆船、大驳
船与小艇，建立抢救文化人离港的“海上

交通站”，顺利转移何香凝、柳亚子等文化
名人。为了支援抗战，他还应约到社会关
系较好的惠州开办源吉行，一方面掩护文
化人名往来，一方面在经济上支援抗战工
作。而文化名人也与廖安祥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向他赠送丹青墨宝。1992年，他
把珍藏多年的103幅名家书画，悉数捐赠
给梅州嘉应大学（现嘉应学院），此次特展
展出了其中的 46 件精品书画，展现了文
化人在战争年代的铮铮铁骨、艺术追求与
家国情怀。

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国前途的“丹诚
相许”。本书作为特展的汇编结集，涵盖
了展览展出的相关照片、手稿、图书、
书画真迹等珍贵的艺术文献，不仅是对
那段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廖安
祥等众多人士爱国精神、无私奉献精神
的崇高敬意。中国共产党人、爱国文化
名人与积极投入抗战的社会各界人士紧
紧团结在一起，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披
肝沥胆，置生死于度外，共同谱写了一
曲抗日救亡大合唱。

粤港“秘密大营救”已过去 80 余年，
但历史不会被埋没，曾经的抗争永远会铭
记。《丹诚相许——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艺术文献暨廖安祥捐赠书画特展》一书，
不仅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历史对话，更是一
曲对英勇与智慧的深情颂歌。

《丹诚相许——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艺术文献暨廖安祥捐赠书画特展》

以艺术与历史双重视角讲述粤港“秘密大营救”
□刘诗良

《中医说明书》是山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的一部中医理论解读类图书。书中
对中医的、气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基
本概念用简明的语言进行了重新解读，提
供了许多聚焦临床实用的新思路、新方
法，为中医的学习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途径，有助于提高中医治疗的整体水
平，促进中医的现代化发展。

《中医说明书》首先对中医的核心理
论，如阴阳五行、气血经络等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阐释。从西医的视角看，这些概念
往往神秘而晦涩，但作者运用巧妙的类比
与逻辑推导，尝试将其“翻译”成更具普遍
性的语言。例如，在讲解阴阳平衡时，类
比于西医中的人体生理稳态，指出阴阳的
失调类似于内环境的失衡，为西医从业者
初步理解中医理论框架提供了切入点。
这种对基础理论的重新解读，打破了中西
医在概念层面的壁垒，使得双方能够站在
一个相对共通的起点上展开对话，为后续
深入的沟通奠定了基石。

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医的诊断方法，
从望闻问切到辨证论治，这与西医基于
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诊断的
模式截然不同。然而，作者在书中并非
孤立地呈现中医诊疗过程，而是在阐述
中医如何通过整体观察、细节辨析来判
断疾病的性质、部位和发展态势的同
时，对比西医的诊断思路。例如在阐述
中医对咳嗽的辨证时，不仅说明中医依

据痰液颜色和质地、咳嗽时间以及患者
全身症状等进行的复杂分类，还提及西
医从呼吸道感染类型、过敏因素、器官
病变等角度的诊断路径，引导读者去思
考两种思维方式的异同。这种对比促使
中西医从业者反思各自诊疗体系的优势
与局限，激发思维的碰撞，进而在临床
实践中探索更全面、精准的诊断策略，
实现优势互补。

中医的治疗手段丰富多样，包括中
药方剂、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这些
疗法在《中医说明书》中详细阐述了其
作用机制与应用场景。从西医的角度
看，中药的成分复杂多样，其作用原理

难以用现代药理学完全解释清楚。但书
中尝试从整体调节、免疫调节等方面勾
勒中药的作用轮廓，如某些扶正祛邪的
中药方剂被描述为类似西医中增强机体
免疫力同时对抗病原体的综合作用模
式。针灸推拿等疗法则从神经调节、血
液循环改善等方面与西医知识建立联
系，为西医理解中医非药物治疗手段提
供了新的视角。这拓宽了西医在治疗方
法选择上的视野，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方
案的制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在慢
性疼痛管理、康复治疗等领域探索中西
医联合干预模式，以提高治疗效果和患
者生活质量。

中医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
学思想，这是其区别于西医的重要文化
基因。《中医说明书》深入挖掘中医文化
内涵，从道家的自然观、儒家的生命伦
理观等方面阐述中医理念的文化渊源，
同时探寻与西方哲学、医学伦理的共通
之处。例如中医的“天人合一”思想与
西医对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认识在宏
观层面存在呼应；中医重视生命整体和
谐与西方医学人文关怀中对患者身心整
体照护的理念也有契合点。这种文化与
哲学层面的交流，有助于中西医从业者
跨越文化鸿沟，从更深层次理解彼此医
学体系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促进医
学模式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

《中医说明书》

搭建中西医沟通之桥
□宋伟

近日，李东华的新作《重返白垩纪》
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
集科学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的儿童小说作
品。作家将创作目光投向了有“世界级古
生物化石宝库”之称的辽西大地，以该地
区的考古发现为现实依托，书写了一次
险象环生、扣人心弦的重返白垩纪之旅。

从人物和叙事层面来看，作者将儿
童成长主题寓于创作中，以温情的笔触
书写了少年星浩的心灵奇旅。主人公星
浩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年幼时，爷
爷带着他在田野里捡“恐龙蛋”的记忆在
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恐龙的好奇，
随着年龄增长，这颗小小的种子逐渐在
星浩的心中滋长萌发。尽管父母对他层
出不穷的天真想法并不理解，但星浩心
中对恐龙的热忱不曾退去。在星浩的身
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在梦想的召唤下那
颗纯真而炙热的童心，以及孩子天性中
与生俱来的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
索欲。作品中的另外两位成年人物——
郝园长和夏宁老师，他们在星浩的研学
成长中扮演着教育者和帮助者的角色，
而他们的内心中亦有着这样一种对于古
生物事业的纯粹的坚守与追求，可能正
是这样一颗相似的赤子之心，使他们三
人共赴一场重返白垩纪的时空之旅。

在重返白垩纪的时空架构上，小说
运用了科学知识与文学幻想相结合的方
式，将读者的目光带回到一亿年前的白
垩纪时期。作者在创作中秉持着求真的
态度，为古生物知识的精准融入倾注了
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故事中出现的每一
种恐龙、每一种史前动植物，以及史前
的生态群落和地质构建，均以辽西地区
的考古发现为依托，无一不是对史前生
命的真实再现。在以往的幻想文学创作
中，为了拉开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作者
往往会选择对时间和空间进行适度虚
化，李东华却有意将故事地点设置在一
个真实具体的空间中——辽西古城朝
阳。朝阳是红山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又
有着极为丰富的恐龙、鸟类、其他动植
物等古生物化石资源，它也因此被誉为

“世界级古生物化石宝库”。有了现实的
地理空间作为依傍和参照，不仅为作品
中的重返白垩纪提供了幻想生发的事实

根基，也让这个奇幻奥妙的恐龙故事在
生命演进的历史长河中铭刻上专属于中
国的地理印记。

在注重科学求真的同时，作者也将
生命教育融入其中，以富有层次感的情
节架构和细腻真挚的情感描绘书写了深
厚动人的生命情怀。小说中有这样一处
情节，旅程结束后，星浩和郝园长、夏
宁老师发现，他们的白垩纪之行并非偶
然，而是源自化石公园里寐龙化石的梦
境。寐龙之梦像是一条穿越时空的秘
径，将他们带往了那个神秘而久远的年
代。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了远古生命之
间单纯质朴的情感，也见证了恐龙传奇
的覆灭。他们发现，即便是像恐龙这样
的庞然大物，也无法抵挡突如其来的灾
难。由此观之，在浩渺的宇宙中，地球
上一个小小的生命是何其渺小和脆弱的
存在。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生命
无常的感伤中，而是透过星浩的视角，
发现了物种在演变过程中生生不息的坚
韧力量。在星浩的研学之旅即将结束之
际，夏宁老师带领学生来到朝阳的大凌
河畔观赏起起落落的鸟群，鸟儿在天空
中自由翩跹的身影，带给星浩无尽的遐
想，也抚慰了他心中的感伤。自然中的
很多节律，诸如昼夜更替、草木荣枯以及
万物的兴衰，无不体现着这样的循环往
复。作为个体的生命固然渺小而脆弱，
它们却在用自己的方式和力量将死亡转
换为新生，将生命的无常化为永恒。

《重返白垩纪》

穿越时空的生命传奇
□何家欢

黄蓓佳的新作《极地穿梭》（江苏
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聚焦人工智能的

“现实之用”，经由一场跨越代际的北极
之旅，探究情感与科技的“并轨之
道”，以文学的视野触探情感的“算
法”，以可能性的蔓延追问“智能之
维”，是一部卓有思考力与震撼力的别
样现实主义小说。

《极地穿梭》讲述了少年修小虎在
“程序妈妈”的陪伴下度过了宝贵童年
的故事。这个看似荒诞的设定被谙熟写
作之道的作者放置在合理性的背景之
下：作为极地科考队员的妈妈，这一身
份让其具备“合理性缺失”的客观条
件；作为程序员的爸爸，其工作性质则
为程序的研发提供技术上的合理性基
础；而这个AI飞速发展的时代，既让
情节建立在合理的土壤上，又因发展的
速度超越人的认知而让情节在疑虑中被
确信。

小说以不少的篇幅书写爸爸失业后
一家人发生的变化，修小虎拒绝搬离熟
悉的学校，奶奶准备好搬家的箱子，爸
爸却最终放弃优越的工作而继续留在这
里。在小说的隐藏叙事中，作为程序员
的爸爸不但要日常更新程序，更需要去

“补足”信息。环境的更换会让作为事
实“搜集器”的爸爸失去对修小虎生活
情况的把握，所以他选择留在熟悉的环
境中帮助AI为修小虎提供一个幸福的
童年。因此，无论是文中爸爸的疲惫与
返场，还是程序妈妈能够准确说出修小
虎朋友的幼年情状，都有其真实性依
据。那些程序妈妈作出的破解之法，其
原初的“代码”都是爸爸的设定与更新，
是他把密不透风的爱编写进程序妈妈的

“性格”与行动里。由此，作家以隐形书
写，向我们庄严宣告：人工智能之用，善
恶由“人”，其魅力应是对人心的显影，对
智能时代的应对之法，应是以碳基生命
的温度完成情感的“算法”。

在小说中，作者浓墨重彩地书写了
北极熊奥斯卡，被自然孕育在人家里的
雏鸟和被奶奶同意“收养”在院子里的
鸭子，以及动物园之行中那些与小朋友
同吃同睡的动物。作者以主人公的口吻
和选择，张扬万物的主体性。北极熊奥
斯卡是虚拟之物，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人
工圈养之物，雏鸟与鸭子是被自然“投

放”在人类生活之物，它们都不在自然
的“语境”下，却无不承载着个性与对
人类的意义属性。这同样是作者留给读
者的思考维度，与人工智能相同，这些
文本中的动物之存在与发展都与人直接
相关，那么如何对待它们，便也具有互
参性。

对奥斯卡与小鸭子的援助，对雏鸟
回归自然的释然，与动物园中的动物共
同“生活”的一天，都需要对道德的遵守
与情感的护持。我们能把陪伴了小虎童
年的AI称为人，是因为“她”具备我们基
于道德与情感给出的主观判断，“她”可
以看作是人类血肉丰满的主体性“物化”
后的存在，表达了作者对于人工智能“危
机”的思考。长大后的修小虎坦言，告别
童年后他明知妈妈是一个程序，也曾多
次与智能妈妈沟通，这便是明证。

相较于被赋予情感主体性的人工智
能，那些了解了真相的大人，以及猜测
到了事实的孩子们选择隐瞒小虎，他们
所构筑的“场”，才是小虎幸福童年的
真正依凭。同学们在真相与AI的虚拟
现实中选择了 AI，他们选择与小虎一
同相信北极与妈妈的存在，而他们也在
细腻的情感中真正获得了主体性的源
泉。也正是这群孩子，让读者明白人之
所以为万物灵长的根由，也更坚定地确
信人与人工智能的根本分野，从而为“之
后”的选择打下交融着理性与感性、融合
着悲悯与希望的伏笔。由此，一部小说，
为孩子们奠定了人工智能时代主体性的
底色，也在很大意义上向我们诠释了智
能的另一重维度——情为智基。

《极地穿梭》

以文学视野触探情感的“算法”
□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