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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国民科普素养的调查中发现，现今中国民众的科普素养普遍不
高，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
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此，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普及部、中国
出版协会、韬奋基金会、中国大百科出版社联合发起“中华优秀科普
图书排行榜”评选活动。

本次活动以提升全民科普素养为己任，以激发科技学术与科学普及
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挖掘优秀科技出版物创作人才，加大科普图书的
社会影响力，提升全民对“优秀科普图书”的认知度和关注度为宗
旨，从而推动全民科普素养的全面提升。

前两季榜单的推出，引起了读者对优秀科普图书的关注，从而带动
了一股读科普的热潮，同时也激发了各大出版单位的参与热情，各大
出单位踊跃报名参选，参评图书 120 余本。

在综合了 5 位专家评审的评分和网络投票的分数后，最终选出了
“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第三季的入围名单。

“少儿引进”入围的是：《聪明的动物》（童趣出版社有限公司）；
《微生物的战争》（电子工业出版社）；《时代周刊精选少儿百科 （A/B
辑） 低幼版》（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水边的自然课》（中信出版
社） ; 《今天起，爱上蔬菜》（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少儿原创”入围的是：《阿 U 学科学之好玩的科学》（科学普及出
版社）；《食虫植物》（电子工业出版社）；《我们的历史》（北京理工大
学出版社）。

“成人引进”入围的是：《符号中的历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化石知道生命的旅程》（电子工业出版社）；《奇妙的数学史：从早期
的数字概念到混沌理论》（人民邮电出版社）；《宇宙》（广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人的脑洞略大于整个宇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人原创”入围的是：《中国国家地理：海错图笔记》（中信出版
社）；《太空日记：景海鹏、陈冬太空全纪实》（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有
限公司）；《珠峰简史》（商务印书馆）；《我·世界——摆在眼前的秘
密》（中国发展出版社）；《医生最懂你的“心”——心脏的故事》（人
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第三季榜单发布

《海错图》
海错的“错”，是种类繁多、错

杂的意思。清代画家兼生物爱好者
聂璜绘制的 《海错图》，共描绘了
300多种生物，几乎涵盖无脊椎动物
门和脊索动物门的大部分主要类
群，还记载了不少海滨植物，是一
本颇具现代博物学风格的奇书。

但时代所限，书中也有很多不
靠谱之处，比如有些动物聂璜未曾
亲见，仅根据别人描述绘制的外
形，就会有很大失真。关于生物习
性的记载，也是真假混杂。

正因如此，当作者开始用今天
生物学的角度，对 《海错图》中的
生物进行分析考证，从中发现蛛丝

马迹，辨别真伪，一步一步推理分
析后，鉴定出画中生物的真身。

在本书中，作者采用了中国传统
本草书的分类法，把书中生物归为

“介部、鳞部、虫部、禽部”4类，以
展示古人是怎样给生物分类的。有海
洋生物的科普，有故纸堆里的考据，
有中国人和大海之间的轶事。

《阿U学科学之好玩的科学》
本书描述了以阿 U 为主人公的

一群小朋友，他们对于自然和社会
生活充满了好奇，并进行积极的探
索，通过老师和家长的解答，了解
了很多有趣的科学小知识。

本书以漫画的形式将科普知识
用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展示给读

者，让孩子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
考，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到知识，
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符号中的历史》
自文明发轫以来，全世界人类

都通过符号、雕刻、建筑或神圣物
品，表达重要的人生经验，如男子
气概、生殖力、死亡、宗教信仰与
爱，同时也表达着人们对宇宙万物
的理解与想象，符号于是也成为了
人类文化的重要注脚。本书精心收
录 100 种图案、塑像以及特定物
件，详细讲解其起源，并从历史、
文化、神话或宗教层面探讨每一个
象征符号的意义：从埃及的狮身人
面像到全知之眼，再到印度教、佛

教中随处可见的曼陀罗，带领读者
一一探索世界各文明的信仰习俗，
一窥隐藏在象征符号中的文明密码。

《聪明的动物》
《聪明的动物》包括《鸟儿智多

星》《疯狂的虫子》《野兽多奇智》
《海底大明星》4个分册，由“英国
皇家学会青少年科学图书奖”提名获
得者亲力打造，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研究员黄乘明先生审校推荐。全书
选取了陆地、海洋、鸟类、虫子世界
中真是存在的聪明动物，打破常规儿
童科普图书思维，从聪明才智延伸到
动物行为，精美的手绘图与实图相结
合，搭配妙趣横生的文字，呈现出让
读者瞠目结舌的动物智慧。

尤 斯 顿 火 车 站 位 于 伦 敦 西
北，1837 年建成通车，设计精美
简 洁 、 多 立 柱 式 的 拱 门 成 为 象
征，被称为“英国希腊复兴的最
高杰作”。1938年，由于城市的发
展，100 岁的旧火车站已经不适
应日益发展的交通需要，英国铁
路部门计划将火车站拆除、拱门
移位重建，因遭到市民的反对而
搁置。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开始
更新火车站和铁路线，尤斯顿火
车站重建问题再次被提出，交通
部认为车站当初的选址已经不符
合现实需求，车站大厅的规模也
远远无法满足使用需要。规划部
门建议保留候车大厅，在适当的
位置重建拱门，但这要花费 18 万
英镑，交通部拒绝支付。

在等待拆除批复期间，保护
者 们 发 起 了 一 场 保 护 拱 门 运
动 ， 得 到 了 出 身 建 筑 世 家 的 参
议 员 怀 亚 特 、 建 筑 史 学 家 佩 夫
斯 纳 、 皇 家 美 术 学 院 院 长 惠 勒
爵 士 等 名 流 的 支 持 ， 他 们 以 在
报 刊 上 撰 文 呼 吁 、 向 议 会 提 交
议 案 、 在 美 术 学 院 发 起 投 票 等
形 式 ， 要 求 保 护 火 车 站 及 拱
门 。 这 一 运 动 迅 速 发 展 成 为 全
国 性 的 保 护 运 动 ， 但 是 ， 却 没
能阻止拆除的步伐。1961 年 7 月
12 日 ， 火 车 站 拆 除 计 划 被 批
复，12 月开始了拆除工程。

尤斯顿火车站拱门保卫战的
失败，唤醒了英国民众工业文化
遗产保护意识，引发了全国性的
研究和保护运动，也使“工业考

古学”伴随着工业文化遗产保护
论战，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
名词。与此同时，于“二战”后
成立的英国城乡规划部，负责对

“二战”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业城
市进行合理重建。1963 年，该部
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工业纪念物
专项普查，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列
入政府议事日程。

20 世纪 70 年代，相关理论探
讨不断深入。1973 年英国“工业
考古协会”成立，旨在促进建立
记 录 、 研 究 、 保 护 和 出 版 的 标
准，支持更多的个人和团体参与
到工业考古与保护中来。

此前，英国伯明翰大学学者
里克斯于 1955 年就在 《工业考古
学》 一 文 中 首 先 使 用 了 这 一 术
语。1973 年 5～6 月，61 名来自加
拿大、东西德、爱尔兰、荷兰、
瑞典、美国与英国的政府部门、
大学、博物馆的代表，在英国铁
桥峡谷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工业
纪念物保护大会”，引起了国际社
会对工业遗产的广泛关注，标志
着国际性的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开始。这个时期，美国和澳
大利亚等国家也有相应的学术组
织成立。如 1971 年美国工业考古
学会成立，从 1975 年开始，编辑
发行了《工业考古杂志》。

“第二届国际工业纪念物保护
会议”于 1975 年在德国召开。第
三次会议于 1978 年在瑞典举行，
更 名 为 “ 国 际 工 业 遗 产 保 护 大
会”，并确定常设机构为“国际工
业遗产保护委员会 （TICCIH） ”。

“工业纪念物”概念被拓展为“工
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此
后成为国际统一术语。TICCIH至

少三年举行一次大会。2005 年，
TICCIH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定
的咨询机构之一，与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共同承担对世界工业遗产项
目的鉴定、评审，现已成为世界遗
产委员会选择、鉴定世界工业遗产
项目的权威机构。

记得是在国家行政学院的课
堂上讲授这个专题课程，来自文

化 部 的 学 员 李 小 磊 课 后 和 我 聊
天，他说：既然工业遗产属于近
现代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
很强的文化属性，应该称为“工
业文化遗产”。这一想法和我不谋
而合，从此，在相关文章和授课
中，我都使用“工业文化遗产”
这一概念。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很多人认为，工业文化遗产是
指那些和工业相关的设施和设
备。其实，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
员会 2003 年 7 月通过的 《下塔吉
尔宪章》 中定义的工业遗产是一
个包含性更强的概念——

“是由那些在历史、技术、社
会、建筑或科学方面有价值的工业文
化遗存组成。它们由建筑物、机械、
车间、制造厂、工厂、矿场及相关的

加工提炼所、仓库、店铺、能源生产
和传输设施、交通设施所组成，那些
与工业活动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
住宅、宗教礼拜地和教育机构都包含
在工业遗产范围之内。”

除了这些物质遗产外，工业文
化遗产中也包含那些与工业历史相
关的非物质遗产，比如历史记忆、
口传工艺、技术、设计方案、施工
措施、生产和生活习惯等。

工业文化遗产包含什么

左图：尤斯顿火车站拱门。（资料图）
右图：铸铁博物馆中反映英国早期冶铁生产的油画。 摄影：程萍

工业文化遗产：人类文明的新话题（6）

““尤斯顿火车站存废尤斯顿火车站存废””风波之后风波之后
□□ 程 萍

英国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也最先遇到资源枯竭后的城市衰退问题也最先遇到资源枯竭后的城市衰退问题。。工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兴起于兴起于““工业革工业革
命发祥地命发祥地””英国英国。。20102010年年，，我撰写的一份报告我撰写的一份报告《《发达国家工业文化遗产考察计划建议发达国家工业文化遗产考察计划建议》》受到文化部重视受到文化部重视。。此后不久此后不久，，
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工业文化遗产考察团组成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工业文化遗产考察团组成，，我受邀参加我受邀参加，，随团考察了英国的铁桥峡谷随团考察了英国的铁桥峡谷、、索尔泰尔索尔泰尔、、利物浦等著名的利物浦等著名的
世界级工业文化遗产世界级工业文化遗产。。英国之行英国之行，，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工业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发展脉络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工业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发展脉络。。其中其中，，伦敦伦敦““尤斯顿火车站尤斯顿火车站
存废存废””风波风波，，是一起标志性事件是一起标志性事件。。

日前，在北京外交大楼一处会议室外悬挂着近百幅中泰书画家创作的作
品。中泰两国艺术家以书画展示交流来庆贺泰中艺术家联合会、泰中经济贸
易交流中心成立18周年。泰国文化部部长威拉·诺帕纳拉、中国友谊促进会
理事长陈智敏、泰中艺术家联合会会长蔡义批观看了展览。泰中艺术家联合
会1999年成立，历经18载，创造了许多音乐、舞蹈、美术、影视作品等文
化交流的机会。 （张爱华）

方成是我国著名漫画家、杂文
家、幽默理论研究专家，1918年10
月出生，按中国人习俗称，如今已
是百岁老人了。“方寸之间内涵多，
成王败寇任数落。漫云讥讽数笔
易，画因《过堂》几载搁。大郎开
店恶念破，《手术》刀解陋习剖。笔
走匕枪刺时弊，赞歌谨颂百岁哥。”
这是今年年初我为漫画大家方成百
岁翁写的藏头赞美诗。

方成原名孙顺潮，因母亲姓
方，遂用方成作为笔名。方老早年
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曾在黄海
化工研究社做过助理研究员，是个
典型的理工男。1946 年到上海谋
职，他先后被聘为《观察》周刊漫
画版主编及特约撰稿人、《新民晚
报》美术编辑，从此步入漫画创作
职业生涯。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
在人民日报社任美术编辑，为国际
版画时事政治漫画。1957年，因一
篇讽刺教条主义的杂文《过堂》，方
成被划为准“右派”，一度被关进

“牛棚”，中断漫画创作数年。
我喜欢方老的漫画，始于 1979

年在报纸上品读到他的《武大郎开
店》作品。画中，除了那位格外高

大的顾客外，店内的所有伙计包括
账房先生，都被方成画成了只有桌
子高矮的个子。面对顾客的一脸疑
惑，大伙计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掌
柜的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用！”

好一个“武大郎开店”！如今，
这句话已成俗语，成为嫉贤妒能的
代名词，可谓家喻户晓。

《武大郎开店》的成功，促成了
新中国第一个漫画个人展。1980年
8月的一个星期日，我走进中国美术
馆观看“方成漫画展”，那些画在宣
纸上的水墨漫画独具特色、寓教于
乐、直指时弊，令人耳目一新，至
今仍历历在目。《武大郎开店》《手
术》《“公仆”》《官商》《裁小鞋》

《伯乐“相马”》……成为改革开放
后方成的漫画代表作。

近年来，我有幸在网上结识了
方老次子孙继红先生，每天都能从
他发的微信里了解到方老的最新近
况。方老1986年离休后，致力于幽
默理论研究，每天早起，天天书
法、漫画创作坚持不懈。方老常以
民间传说和古代文学作品中人物为

创作题材，尤喜画钟馗、济公、鲁
智深、布袋和尚等侠义之士。2017
年10月28日，我见方老又画手持惊
堂木威风凛凛的钟馗漫画，不禁口
占一首助兴：“刚直不阿是钟馗，不
握刀剑照打鬼。终南山下风清净，
浩然正气天地垂。”

方成老每天都用一四字成语练
字，内容如：上善若水、针尖麦
芒、宽厚待人、真理简明、尽其在
我、长绳系日，等等。看得日子长
了，忍不住将这些成语集句成诗，
表达自己对老人的敬重之情。“上善
若水水温柔，针尖麦芒至此收。佛
祖慈悲胸似海，宽厚待人人俯首。”

“从来真理最简明，勾三股四弦五
行。百岁大师做表率，尽其在我自
慰心。”“才高识远眼界高，以小见
大方寸画。大浪淘沙存真金，跬步
千里始脚下。”“长绳系日可回天，
讽刺幽默力无边。但运五寸辛辣
笔，各类丑陋尽显原。”

方成的漫画以构思奇特、观点
鲜明、讽刺辛辣、幽默隽永见长，
品后令人会心一笑、回味无穷。

《“公仆”》 中的那位古代官员，
一边用“肃静”的牌子为坐轿开
道，一边闭目吩咐下属：“不要叫我

‘老爷’，叫‘公仆’！”借古讽今，
反话正说，怎不令人拍案叫绝？

在马屁风时常刮起的当下，这
样尖锐的讽刺漫画已几近绝迹。方
成树起的讽刺与幽默丰碑，后人还
能超越吗？

2017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连
续几天加班后，我贪睡到八点多才
起床。此时，日头已上三竿，翻阅
微信朋友圈，见方成老早已作漫画
三幅。百岁老人尚且如此勤奋，我
等晚辈岂能懈怠，自当笃力奋进。
遂起床读书、家务，赋诗一首，自
省自勉。“百岁巨擎笔耕勤，一晨三
画世人惊。半百后生三竿起，无颜
直面羞汗淋。”

我 以 诗 作 敬 方 成
□□ 苏 青

漫游智慧殿堂 共探科学之美

“大学科普丛书”面世
□□ 侯俊琳

萍踪悟语

大学是智慧的殿堂，科普是时代的感召；大学科普更是连接不同学科的
纽带，也是沟通各类院校的桥梁，是师生思想碰撞的舞台，是大中小学共建
的知识家园，也是面向社会公众自由开放的课堂。我们致力于通过大学科普
这个特殊的平台，与广大读者分享最前沿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最激动人
心的文明进程和历史瞬间。现代文明需要科学和人文共同推动，大学具有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今天的科普也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普及，而是强调将科学
技术与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有机融合，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大学科普由此成为推动现代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学科普丛书”围绕广受公众关注的科学和技术话题，通过严格甄选和
精心打磨，组织各界知名专家学者，整合全国优质科普资源，创作兼具科学
性和可读性的科普佳作，与读者共同探索科学之美。

“大学科普丛书”第一辑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潘复生主编，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作序，由高校科协优秀科普专家组成
的编委会组稿，目前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六种：《万年的竞争：新著世界科学
技术文化简史》《德尔斐的囚徒：从苏格拉底到爱因斯坦》《在数字城堡遇见
戈尔和斯诺登: 江晓原科学评论集》《眼睛的奧秘：看见自然的神奇与人类的
智慧》《天问：宇宙的探索与发现》《鹤舞凌霄：中国试飞员笔记》。

《在数字城堡遇见戈尔和斯诺登：江晓原科学评论集》 江晓原著
本书作者江晓原以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为依托，对当代

的科学技术的各种事件和争议，诸如引力波、互联网＋、影响因子、星际航
行、外星文明等，持续发表了严肃的分析和评论。

《德尔斐的囚徒：从苏格拉底到爱因斯坦》 李轻舟著
从苏格拉底到爱因斯坦，物理学的演化史是一条思想的河流。该书作者

李轻舟引经据典、谈古论今、文采飞扬，选取物理学演化史上激动人心的片
段，将这些富有戏剧性的碎片串联起来，在宏大的时空尺度上，将物理学上
的大事件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万年的竞争：新著世界科学技术文化简史》 刘夙著
本书从演化论和演化心理学入手，以独特的视角和清晰的逻辑重新梳理

了人类文明的演化历程，给出了令人信服和极富创见的观点。
《眼睛的奥秘：看见自然的神奇与人类的智慧》 李革编著
本书用形象的比喻、诙谐幽默的描述向人们传递眼睛的相关知识。首

先，阐释了自然界中各种动物的奇特眼睛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启迪。其次，描
述了人类眼睛鲜为人知的“奇闻趣视”，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日常用眼过程中遇
到的一些问题。再次，从专业角度解读眼睛的结构、工作奥秘以及人类眼睛
成长与衰老的过程。最后，介绍了眼睛常见疾病的防治和相关营养保健知
识，希望在科学用眼方法的指导下，人人都拥有一双明亮而美丽的眼睛。

《天问：宇宙的探索与发现》 袁位主编
本书从讲述人类研究天文的历程开始，介绍了神奇的天文仪器，描述了

人类目前对地球、月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认识，还详细讲解了星空观
测方面的知识。全书图文并茂，语言生动，深入浅出，特别有助于激发广大
青少年的科学热情，培养科学精神，让人读来爱不释手。

《鹤舞凌霄：中国试飞员笔记》 徐勇凌著
本书以散文体记录了从著名的功勋试飞员到资深军事理论家的徐勇凌，

精彩的试飞生涯和人生思考。全书以亲历者的口吻揭秘了中国几代新型战斗
机试飞的内幕，反映了试飞员这一铁血精英群体的独特风采，足以让每个读
者真实感受“忠诚、无畏、精飞”的试飞精神，理解强国强军梦的深厚内涵。

（作者系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