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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深秋，他见到我，微红的脸上透
着喜色，顺手递给我那部书稿的软盘，要
我给它的序言作最后润色。他说，序言是
由他在50至90年代时的18位同窗、同事
和同志所作。惊喜之余，便也觉得是个很
亲切、很特别的做法。眼下著书，请名家
作序已成时尚，蒋公能以常人心态处之，
实属不易。名流不取，领导者不取，偏邀
无名“三同”者而为，足令吾辈深感不
已。“三同”出自长辈、平辈、后辈，皆
为平常之辈。足见其不惟上、不务虚、只
求实的淡泊心境。

几片落叶从先生那真诚的面庞前飘
过，我忽然感到，眼前的先生，就像这
金黄色的秋叶，愈发显出它的夺目和灿
烂来。

后来，我翻阅他的书稿，被他的真
知灼见所吸引。他先后出访几十个国家
研究交流，将西人之经验融会贯通为我
所用。他以严谨有趣的妙笔信手拈来，
即使是旁征博引，也做到有感而发，使
人心服口服。为此，他在新闻界也有一
些可交的朋友。

先生做事一向认真，记得有一年，
外国学者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这一尖锐问题，媒体纷纷炒作，文中不
无偏颇。他也读过我写的一篇文章。在
给我的电话中，他直言微词，声音挺
冲。后来，我应约参加一个专家座谈
会，听到他的据理分析和一整套可行方
案获益不浅。他将食品与营养结合起来
研究，这种科学合理地解决中国人吃饭

问题的做法，还取得一些新的进展与成
效，我深深地为疏漏了采访这一领域的
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而感到遗憾。从那
以后，我们成了朋友，几乎无话不谈。

蒋先生是我的同乡，见面也免不了
玩笑几句。我说，您的出生地是曹操故
里——安徽亳州，很容易被人误作毫州
的。我因纠正电台播音员亳字的误读，
还得过两块钱的稿费。说完，我俩开怀
大笑。

此后，逢到吃黄豆、喝豆浆、喝牛
奶，我就想起他。因为他爱用拖长音的
家乡话说“喝得好”。他曾是国家食物
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也是大豆行
动计划、奶类行动计划、学生营养餐的
倡导、策划与组织实施者，这几个行动
的建议，得到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批准
和支持，在全国实施后，形成较大声
势。我时常见他上下奔走，组织各界探
索争鸣，大有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的气势。

不惟如此，他还广泛涉猎新知，以
洗刷视野的盲点。在他书稿的字里行
间，既解说了农业的昨天，也诠释了农
业的今天，既总结了农业过去的教训，

又完成了对农业未来的预知。他把对农
业的一腔痴情，都洒在了广阔的大地
上。

他已经功成名就，却奋进不止。每每
伏案疾书，或挑灯夜战，或黎明即起。最
大的享受就是读书求知。他要在晚年把一
切奉献给中国的现代农业。这或许就是常
人说的发挥余热吧。可他的老同事却不能
容忍此等说法。余热即是废气，像他这样
的人正是旺火时分呢！蒋公笑着调侃道，
即是旺火，也还需要充分燃烧嘛。听到此
话，也有人奉劝他注意养生。他风趣道，
我不仅为豆浆、牛奶吆喝，自己也天天
喝，发展三大健康产业和个人健康两不
误！

1949年9月，风华正茂的蒋建平考
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其后，在务农的阡
陌大地一走就是半个世纪。无论在北大
荒和农村的艰苦环境，还是在都市的较
好条件，他都能自强不息。不管走到哪
里，总随着他执着而坚韧的心跳动着。
不知疲倦，永不满足，始终追着广阔天
地的新绿。

在一无所有的中国农科院科技情报
领域里，他白手起家，带领大家边学边

干，作出了重要的建树。上世纪80年代
初，他承担并主持了国外农业现代化，
国土整治研究项目。获得农业部授予的
农业技术改进奖二等奖。在全国农口产
生广泛影响。此后，蒋先生在国外农业
科研体制与管理，粮食与农业发展战
略，膳食构成与农业发展，农业科技发
展与预测等方面，开展了具有创新应用
价值的多项研究。

蒋先生作文写书，不追求经院式的术
语，而以通俗易懂的言谈娓娓道来。他认
为，真正的现代农业的精髓，是可以向大
众百姓讲清楚的，如果一味把玩深奥的概
念和公式故弄玄虚，不仅说明不了高深，
还会远离大众。所以，他能结合一食饭，
一瓢饮，引申发挥，使那些原本不经意的
读者眼前一亮，似乎想起什么，甚或萌发
些许渴求，然后深入，系统下去，成为能
理解农业的知情大众。

我的思绪被眼前浓浓的谈兴所打
断。听着听着，我仿佛听到金黄色秋叶
的飘动声。昔日的青春少年早已成了沧
桑老人，但金黄色的秋叶却使我看到融
入大地不息生命的律动。那是一颗为社
会造福，为祖国奉献的赤子之心！

金 黄 色 的 秋 叶
□□ 范 建

初到伦敦就听到介绍，伦敦传统的
富人们聚居在泰晤士河北岸，南岸的萨
瑟克区 （Southwark） 是一个落后杂乱的
工业区，也是蓝领们聚居的区域。艺术
馆前不能停车，下车后，我们沿着荷兰
街 （Holland St） 弯弯曲曲的步行道前
往，一路上的景观令我脑海中的问题层
出不穷。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经历了五
六百年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城镇建设基
本成型，很少见到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
景象——到处都是建筑工地。泰德现代
艺术馆附近的街区却完全不同于在德国
和英国其他城市看到的景象。这里，到
处吊车高耸，正在建设中的楼房鳞次栉
比，街巷两边的人行道旁，被印满了美
术作品和照片的围栏遮挡着，好像走在
北京某个楼盘的工地上。运输建材的汽
车轰隆隆驶过，脚手架上的施工人员随
处可见，过往行人也是步履匆匆，显得
热闹而有活力。

和宁静闲适的英国其他城市比，这
里为何充满生机？在英国文化官员的介
绍中，我找到了答案。随着泰德现代艺

术馆的改造和开放，越来越多的年轻艺
术家和工匠将这里作为生活和创作的聚
居地，租房供不应求，房价水涨船高，
投资者们看到了这一区域的发展潜力，
新楼盘接踵而起。谁也没有想到，一个
由废旧电厂改建、并不被传统绅士们看
好的现代艺术馆，竟然成为2008年全球
金融风暴之后带动伦敦房地产业兴旺的
契机，推动了泰晤士河南岸经济的复苏
和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伦敦发展最快
的地区，也一改凋敝破旧的工业区旧
貌，成为伦敦引以为傲的文化艺术新区。

当我站在艺术馆中陈列的现代艺术
创始人毕加索著名的《三舞者》油画原
作前，不仅为我亲眼看到了这位伟人的
名作而激动，也想了很多，既想到了20
世纪最天才的两位伟人——爱因斯坦和
毕加索，也想到了“伦敦人为什么会选
择这个电厂改建为现代艺术馆”这个问
题。这是我心中的第二个疑问。

我边参观边思索，不知不觉来到 6
层的咖啡厅。懵懂中发现自己走错了地
方，正要转身离去，一位英国金发美少
女如雕塑般的身影吸引了我。她静静地

坐在咖啡厅窗前高高的吧椅上，右手托
腮，呆呆地望着窗外。她在看什么？那
么专注，那么忘情，那么无他无我。我
停住了脚步，顺着她的视线看向窗外。
这一看，也惊呆了满腹问号的我：一幅
巨幅油画展现在我的眼前！

画中，泰晤士河静若处子，千禧桥
犹如银色丝带绾起两岸，一条游船刚巧
驶过桥下，翻出一道浪花。河对岸白色
的圣尼古拉教堂耸立在画面的醒目位
置，与伦敦城市学校的红色楼房形成强
烈的色彩对比，圆弧状的穹顶又与周边
建筑的三角形、长方形屋顶形成截面对
比，格外壮美。现代艺术馆咖啡厅的落
地窗恰似油画框，把这样一幅令人难以
忘怀的美景收入框中。

震撼中我突然醒悟，选择紧靠泰晤
士河南岸、正对圣保罗大教堂的这个废
弃电厂改建为现代艺术馆的最大奥秘原
来在这里！置身其中，大英帝国带给世
人的震撼和遐想，绝不止于珍妮纺纱
机、瓦特蒸汽机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
到来的常识，对于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
的思考，让参观者的视野得到升华。

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告诉我，进入泰
德现代艺术馆的最佳路线是从泰晤士河
北岸步行走过千禧桥，直接从艺术馆西
门进入最负盛名的涡轮机房，这里，是
全世界现代艺术家向往的圣地，一年只
举办一个主题一位艺术家的装置作品
展；这里，也是人们体验现代艺术真谛
的最好场所，丹麦艺术家埃利亚森的人
造太阳曾在这里展出了 6 个月，吸引了
230万观众。

泰德现代艺术馆的成功，取决于它
不寻常的地理位置，更取决于它的创
意。下期再聊。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谈到英国，有一句俗语：“眼睛向后看，退着往前
走”，英国人略显保守的绅士形象跃然纸上。由废弃电
厂改建的伦敦泰德现代艺术馆，其创意和发展实践充
分反映了英国人这一特有的民族性格特征——动议之
初，遭到了英国绅士们的强烈反对——现代艺术能算
作艺术吗？

绅士们不能接受。事实却是，自2000年开馆，经过
十几年的发展，泰德现代艺术馆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
当代艺术中心，被誉为英国艺术史上的分水岭，在世界
当代艺术博物馆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工业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人类文明的新话人类文明的新话题题（（99））

泰德现代艺术馆成功的奥妙泰德现代艺术馆成功的奥妙
□□ 程程 萍萍

（（上上））

图1：电厂改建的泰德现代艺术
馆外观。

图2：周边正在建设的楼宇。
图3：周边的建筑工地与印满美术

作品的围栏。
图4：泰德现代艺术馆咖啡厅落地

窗外的迷人景色。 程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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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华优秀科普图书
排行榜”评选活动，自2017年推出以来引起了读者对优秀科普图书的关注，也激发了各大出版单位的参与热情。近
日，“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2017年度榜单由专家评出，本报特予介绍。

在北京科技会堂的一间会议室里，热茶冒着淡淡的清香，欢声笑
语一阵接一阵。那一部部砖头大小的近80万言的巨制——《食物、营
养和现代化农业发展》摆在大家的面前。这是中国农科院研究员蒋建
平先生的新著，精装本的封面上那道道新绿，像是在寒冷的冬日送来
的一缕春风。他的脸放着红光，似沉醉于微醺。由此，几件往事便浮
在了我的眼前。

成人原创
《数学简史》美是数学的一个重要特

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了数学发展的整个历
史进程中，在阅读本书时体会其无处不在
的诗韵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它是数学自身
固有的美和作者优雅的艺术品位的巧妙融
合。《数学简史》让任何人都会有兴趣读
下去，且会有所收获。

《“三体”中的物理学》 以科普知
识开篇，简要介绍了时间空间的概念，狭
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以及广义相对论的
入门知识。到了“黑域的硬伤”一节，作
者从光速的改变推知精细结构常数的变
化，进而说明了在“黑域”中物质无法稳
定存在。书籍的后半部分更像是一场物理
学知识的盛宴，作者的讲解不但揭开了弦
论的面纱，更比一般科普读物中浅尝辄止
的讨论更加深入，甚至会不时抛出一些科
研界的前沿结论。

《玩转科学的“艺术家”》 分为上下
册，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经典科学
与现代科学的分界阶段作为分册点，充分
体现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本书
作者从人类文明史上的诸多科学家中选取
了46 位既具有蜚声世界的科学成就，又
具有艺术修养的知名科学家，独创性地创
作了科学肖像画，将这些科学家的主要成

就以绘画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并生动
地讲述了这些科学家“艺术创造”的故
事，尤其展现了艺术在科学家与其研究领
域获得成就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少儿原创
《保冬妮绘本珍兽馆》 全套分为6个

分册：《月熊在天堂》《熊猫外交家》《金
丝猴找朋友》《小象找新家》《高原精灵白
唇鹿》和《小老虎藏起来》。 本套书选取
了我国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以绘本的
形式、写实的手法呈现，不仅让小读者看
到祖国辽阔疆土上丰富又珍稀的物种，认
识和了解祖国；也为孩子们呈现了地球上
动物生存的窘况，通过这些动物的真实故
事，引导小读者认识到地球上的生灵是相
互依存的。

《中国儿童地图百科全书·世界遗
产·中国篇》 一部可读文、观影的科学
地图百科，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世界遗
产知识，通过地图独特的语言和精美的画
面，将中国的世界遗产知识浓缩在页面
上，引导小读者徜徉历史，认知世界遗产
的重要性。书中暗藏 12 段视频，这些视
频全方位地展现中国的世界遗产风貌，拓
展知识，变平面阅读为立体阅读，化抽象
概念为形象展示，使读者获得立体式情境
阅读的神奇体验。

《我的探险笔记》（4册） 探险家彭绪
洛老师在他的新作《我的探险笔记》中，
讲到他徒步穿越古丝绸之路的经历，他靠
自己的双腿走出戈壁滩。苦行僧似的探险
经历，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也给喜
爱和关注他的人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成人引进
《日益寂静的大自然》 将科学与艺术

完美融合。中文版随文配有500幅西方珍
贵的博物画，这些精美绝伦的画作既呈现
了每一物种独有的美感和形态，也是对生
态多样性最好的礼赞。通过众多探险家、
博物学家的旅行见闻以及作者自己的亲见
亲闻，讲述丰富细微的自然声响带给人的
美好感觉，人类的愚行和残忍所导致的物
种灭绝大趋势，还有物种全球化迁徙之后
所带来的“丰富的单调”。 本书博学、睿
智而深情，堪称“有趣味的深度阅读”的
典范。

《数字博物馆 从零到无穷的故事》
“数字代表什么？你觉得你了解数字吗？”
通过讲述数字背后的故事，来为大众读者
介绍数学的魅力。本书把数字趣味地融入
到生活中去，众多数字中最具代表性的50
个数字，通过名画、习俗、历史、童话故
事、建筑、天文、音律等多方面的文化知
识，来讲述与数字相关的有趣故事，将数

字与文化结合，真正体现了数学在生活中
的魅力。

少儿引进
《123！冠军动物》 具有极强的欺骗

性，明明是为了科普动物世界各个动物最
擅长的技能，套了个运动会颁奖礼的外
壳，把枯燥的科普常识，描述得好像动物
们真的比赛了一样。喜欢运动的小朋友们
被各种项目的冠亚季军吸引过来，不光感
受了一把“动物界奥运会”的颁奖场景，
还记住了不少冠军动物们，以及它们引以
为傲的生存技能。

《DK机械运转的秘密》 本书比较出
彩和推荐阅读的地方，一个是全彩图栩
栩如生，引人入胜，还有就是以讲解生
活中实例为主，我觉得一般成年人总会
有一些知识盲点吧，比如偶就不知道复
印机和扫描仪的原理，不知道汽车主要
部件的详细构成和原理，不知道照相机
和电影胶片成像和印刷 （播放） 的原
理，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 该书通过
动物园大逃亡的故事，配以折页、翻翻
页和其他复杂工艺，以展示6种简单而典
型的机械运转原理，日常可见的杠杆、
滑轮、螺丝、倾斜平面、楔形和轮子，
并通过故事情节，巧妙地将知识和游戏
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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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学 知 识 指 的 是 琐 碎
的、庞杂的事情或知识等，
饶富趣味、并随时充斥在我
们的生活周围，却鲜少人会
去注意。此书作为一本杂学
知识合集，收集了包括社会
生活、饮食、健康、历史、
心理、文化、自然、娱乐等
方方面面大量有趣的杂学知
识。其中，有些知识简单而
好笑，有些知识生动而有
趣，有些知识深刻而富含哲
理，可令读者在快乐阅读中
增长见识。

你听说过“神秘案件调
查局”吗？这是一个专门
调 查 科 学 案 件 的 神 秘 组
织，这里聚集着拥有丰富
科学知识和超强分析能力
的优秀侦探！此书中，这
些侦探将带领着你探索不
为常人所知的科学秘密，
令你获取智慧、毅力和勇
气，大幅提升你的知识储
备、探究力、判断力和反
应力，深度刺激你身上的
科学潜质！

《名侦探科学故事》

《很杂很杂的杂学知识》

读书联读书联句驱睡意句驱睡意

千百年来，我国一直流传着古人“头悬梁”“锥
刺股”“囊萤”“映雪”“挂角”“凿壁”等勤奋读书的
美谈，却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以对对联调节精
神，刻苦学习的佳话。

据说，明代时有个书生叫徐广文，字二溪，勤奋
好学，机敏过人。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个叫唐万阳的
书友在灯下苦读。因夜深疲倦，为了驱除睡意，两人
便决定对对联。却又想不出好句，不觉竟捧着书睡着
了。

不久，唐万阳猛然惊醒过来，忙将徐广文摇醒。
他即情即景，给徐广文出了一个下联：

眼皮坠地,难观孔子之书；
徐广文仍睡眼惺忪。听到这个善意而又很有趣味

的上联，当即清醒了许多。他略一思索也根据自己的
境况和感觉，对出一个自我解嘲的下联：

呵欠连天,要做周公之梦。
对句工整，诙谐幽默。对罢，二人不禁哈哈大

笑。睡意顿消，又继续伏案读书了。

王士王士禛禛的的““读书读书””与与““下笔下笔””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
洋山人，新城（今山东垣台）人。顺治进士。出任扬
州推官，升礼部侍郎，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
(1704)罢官归里。王士禛是清初著名诗人，领袖诗坛
数十年。有《渔洋诗集》《渔洋诗话》存世。

王士禛有自题联曰：
书搜万卷，读书求实用；
笔剩一枝，下笔尚真情。
联语表达了作者读书为文的见解：一个人读书万

卷为什么？唯求实情，求真务实；一个人下笔为文，
最难能可贵的是有真情实感。

读书与联句
□□ 万明华 万明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