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星云奖和轨迹奖最佳长篇 《无
根之木》 是一部奇幻小说，它扎根于波
兰神话和民间故事，讲述了一位 17 岁少
女 的 神 奇 冒 险 。 小 说 中 鲜 活 的 人 物 设
定、故事主题的现实意义、成熟简练的
写 作 技 巧 ， 还 有 严 密 可 信 的 魔 法 设 置 ，
获得了广泛赞誉。

作为简体版的译者，我个人是非常喜
欢这部作品的。想过很长时间，如何用
一句话概括这个故事的整体风格。最终
我感觉最合适的，就是“游走在童真与
噩 梦 之 间 ”。“ 童 真 ” 是 贯 穿 全 书 始 终
的，从第一页，格林童话式的开场，到
最后，那段略显繁复的尾声。“噩梦”表
现在对黑森林的展示，战斗场景，其他
更适合成人读者的内容。这本书像是个
矛 盾 体 ， 时 而 纯 真 、 蠢 萌 ， 时 而 深 邃 、

沉重，最终诚实地映照出现实的残酷、阴
暗，同时又以童真面对它们，寻求不失去
自我的生存之路。

有 评 论 人 说 ， 这 本 书 有 一 种 魔 力 。
我的感觉也是如此：作者在书中展示了
难得的文字奇观，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被
它深深打动，被它温暖，改变，像是找
到 了 一 块 全 新 的 、 清 静 又 肥 沃 的 土 地 ，
可以安身立命。读完全书，你会觉得生
活 中 多 了 一 些 …… 奇 幻 层 面 的 存 在 物 ，
也许是那位温和睿智的作者，也许是独
一 无 二 的 阿 格 涅 什 卡 ， 也 许 是 森 林 王
后，也许是无法描述的黑森林，还有它
手下的树人们。娜奥米召唤了它们，给
它们以生命，来陪伴所有流浪在各地的
人们，不管你曾在何处生根。

新浪读书 文/雒城

《无根之木》：游走在童真与噩梦之间

这本书就是借助童真、温情和理
智，面对可能像噩梦一样的现实，最
后作者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这注
定不会是轻松的话题，如果读者愿意
去理解和接受，也会在读完本书后给
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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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科幻作家、中国科幻文
学“银河奖”得主凌晨的最新长篇力作

《睡 豚 ， 醒 来》 由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新书上市不久，即被提名第八届全
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书中讲述了在未来
大银河时代，东始星的睡豚濒临灭绝，
负责生态巡航的“精卫号”成员与盗猎
者斗智斗勇的故事。然而，死亡却不是
最大的残忍，伪善也不是最黑暗的阴
谋。一切都是另有隐情……后“三体”
时代的宇宙幻想，面临的是人文精神遇
到人工智能的困境，此时，人又该何去
何从呢？

这部科幻作品不但充满天马行空的
科学幻想，更有对现实社会与人性的深
刻暗喻，极具画面感与戏剧张力。作者
以过硬的物理天文学知识，写意般地为
读者勾勒出一个未来大宇航时代的太空

世界，同时又以女性
作家独有的细腻笔法
描绘出这个宇宙中的
一个角落、一个密闭
空间里复杂焦躁的人
情纠葛和大时代背景
下所掩藏着的小人物
命运的悲哀。

中国科幻领军作
家刘慈欣评价：凌晨
创造的科幻世界，总
是将平实的人生与情
感融入太空的宏大背
景中，让人感受到一
种厚重的空灵。这部作品也一样，在银
河系的偏远星区，人们的命运与神奇的
外星生物联系在一起，徐徐展现了曲折
而浪漫的星海传奇。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作者在讲述故事
时，选择了飞船“精
卫号”的人工智能系
统 作 为 第 一 叙 事 视
角。这一独特的叙述
视角的运用，让人感
到 眼 前 一 亮 。 在 书
中，飞船的人工智能
系 统 “ 泽 泽 ”， 有 着
独立思考的能力，甚
至时不时流露出人类
的情感。这些设定正
暗合了真实人类世界

在初踏入人工智能时代的巨大自我审视
——关于人工智能的觉醒。作者巧妙地
将对人工智能的思考融入故事情节之
中，为整部作品增色不少。

作家凌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
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是我国为数
不多具有一定影响力并长期从事科幻
创作的女性作者。多次获得中国科幻
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读者评价其
作品“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女性
色彩”“善于将虚幻的未来与现实生活
融合，营造独特氛围将读者带入她的
故事”“在平直的叙述下充满了澎湃激
情，刚柔相济，具有浪漫的英雄主义
情怀”。之所以带给读者这样的感受，
是她在创作中，也将自己置身于小说
的世界。凌晨曾说：“在写作 《睡豚，
醒来》 的时候，眼睛看到的便是飞船
中 的 情 景 ， 身 旁 站 着 巡 查 组 的 组 员
们。我不是在编故事，我只是在记录
未来的事实。”

人民网 文/彭时君

凌晨新作《睡豚，醒来》关注人工智能觉醒

作家陈新继采写了我国首部关于中国探
月工程的长篇报告文学 《嫦娥揽月》 后，近
日又推出反映“蛟龙”号深潜器团队进行海
试的长篇报告文学 《蛟龙逐梦》，再现了中
国逐梦深海的曲折逶迤与奇幻神秘，这是我
国首部关于“蛟龙”号深潜器进行海试的全
景式的长篇报告文学。

《蛟龙逐梦》 以潜航员唐嘉陵励志成长
的情感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人类海洋深潜探
索的发展史，我国海洋深潜科考事业的曲折
成长，以及深海中国梦砥砺前行的历程。作
品融海洋传说与前沿科技于一体，系统揭秘
有如异星玄妙般的深海之谜。用散文之细腻
小说的跌宕，非虚构地再现蛟龙逐梦的曲
折。虽为报告文学，但在谋篇布局和叙事方

式上却清丽婉转又情致敦厚，既有科学的严
谨，又有文学的华润。

《蛟龙逐梦》 讲究叙事技巧，开篇以唐
嘉陵得知国家正在招录深海潜航员的消息切
入故事，然后采用时空倒转、双线推进的结
构，讲述人类的深海情结与此消彼长的探
索、国家的深海夙梦和捉鳖五洋的韬略、

“蛟龙”号载人深海潜水器工程从无到有及
成功海试筚路蓝缕的递进艰难。它讲述的是
一个国家的深海探险与未来走向的探险逐
梦，也是主人公唐嘉陵情系海洋不辍前行的
人生逐梦。无论是国家远景战略的逐梦，还
是个人奋斗目标的逐梦，都是中国梦的一种
呈现方式。

新华网 2017.7.10

《数学颂》 是一本非常值得期待
的著作。正如作者巴迪欧所宣称的那
样，《数学颂》 一书的主题就是数学
如何实现幸福，数学如何能够帮我们
改变生活。

但是，今天我们谈起数学，毕竟
都是那种高深莫测的学问，是只能在
一个极小的圈子里讨论，无法被大众
所理解和消化的孤芳自赏式的研究。
这样一种孤僻到极致的研究如何成为
改变我们生活的一种工具，成为我们
探寻真理的路径呢？

巴迪欧的切入点是，现在的数学
病了，这种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在日常生活中，数学仅仅是考试
进阶和选拔的门槛，在学生升学、公
务员考试以及技术人才选拔上，数学
成为他们无法回避的学科，这种应试
数学早就丧失了数学本身的乐趣。

另一方面，数学成为极少数有才华
精英的秘教，他们只在人数稀少的圈子
里玩弄着自己的乐趣，从来不愿意涉足
俗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研究改变普罗
大众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
欧认为，必须拯救数学，因为无论是作
为考试进阶的数学，还是作为小圈子孤
芳自赏的数学，都无法真正面对生活，
无法帮助人们去实现幸福。

所以，巴迪欧所呼唤的是，数学
的意义是普世性的，它不应该只成为
少数人的领地，而是应该成为大众所
共同掌握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用
数学来实现真正的变革。若要实现数
学的普世化，就要告诉人们，数学本
身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即巴迪欧反
复强调的“数学本身很有趣”，而这
种“有趣”足以让任何一个愿意用智
慧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的人沉迷其中。

《信息时报》2017.7.10 文/蓝江

数学真能
带来幸福

《蛟龙逐梦》：再现深海科考曲折历程

昆虫已经影响着我们的生态世界超
过 4 亿年，它们通过为 80%的食用植物
授粉和重新利用死去的有机物质维系每
一个生态系统。

在 《昆虫世界：统治世界的昆虫和
痴迷昆虫的人们》 一书中，科学作家大
卫·麦克尼尔环游世界记录了他能了解到
的所有有关虫子的科学和文化，他好像
把心底深处那个 10 岁的虫子迷儿童唤醒
了，兴奋地分享一切昆虫学知识，证明
着昆虫的有趣之处以及它们对人类的文
化和实用价值。他勇敢地进行了很多听
来有点恶心的尝试：在日本亲手养宠物
甲虫，在巴西放生实验室培育蚊子，在
希腊的一个小岛上养殖蜜蜂，尝试用尿
和鹿角混合的古老方法除去害虫。

当然，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收集了
其他昆虫狂热爱好者的故事：比如，有
个在曼哈顿某实验室工作的动物标本剥

制师在数以千计的物种上取出过内脏，
一个研究员为了研究蚁巢结构而用牙医
的石膏填充了蚁巢，还有一个黑市昆虫
交易的关键人物知道许多内部消息。虽
然有些故事听起来有点古怪，但他们在
坦诚讨论和分享昆虫话题时的热情还是
很有感染力的。

在证明了昆虫令人惊叹的复杂机制
后，麦克尼尔总结了人类和昆虫的各种
不同联系，有坏的，比如传染病，也有
有用的，如仿生学，从而论证了昆虫对
人类的经济价值。当然，他的最终目的
在于让读者在了解之后，可以更珍视昆
虫的存在。

《文汇报》2017.7.10 文/音希

《昆虫世界》：唤醒心底深入的虫子迷

《数学颂》，（法） 阿兰·巴迪欧
吉尔·艾利 著， 蓝江译，中信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