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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善 邦 先 生 与 《 中 国 地 震 》
□ 陈运泰

我国地震学、地球物理学的先驱者
之一李善邦先生，1902年出生于广东兴
宁一户普通农家。1921 年考入东南大
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1926年大学
毕业后回家乡，任中学教师及校长。

1918 年广东南澳发生大地震。此
前一年，安徽霍山发生过地震。1920
年甘肃（今宁夏）海源发生大地震，死
人 20 万，朝野震惊。时任工商部地质
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先生亲自率队到地
震现场考察，撰写地震调查报告，开创
我国地震地质研究的先河。翁文灏先生
是我国地质学界一代宗师，也是我国地
震学的第一位先驱者。他高瞻远瞩，认
为地震研究不但要亲赴现场考察，从事
宏观研究，还需要建立地震台站，运用
现代地震仪，进行微观观测研究。遂请
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叶企孙先生推荐一
位学物理的学生到地质调查所做地震观
测与研究工作。叶企孙先生是我国物理
学界一代宗师。1929 年，正当李善邦
先生厌倦所任教的中学复杂纷繁人际关
系的环境、意欲脱身之时，由于叶企孙
先生慧眼识才、鼎力推荐，翁文灏先生
一纸邀请电文，来到了南京地质调查
所，在翁文灏先生的领导下，开始了他
的地震生涯。李善邦先生到南京后旋即
被派往北平（北京）郊区的鹫峰地震台
（地质调查所地震室），独力开展地震台
创建、地震观测与研究工作。

现代地震学是地质学与物理学的一
门交叉学科，李善邦先生在我国物理学
宗师叶企孙先生与地质学宗师翁文灏先
生两位恩师的举荐与指导下，白手起
家，自学成才，建成了中国人第一个自
己安装、管理运作的地震台。鹫峰地震
台地处北京远郊，交通、供电均极为不
便。为维持地震仪器的不间断运作，李
善邦先生隔三差五地要骑着毛驴来往于
鹫峰山与清华大学，为电瓶充电。李先

生数年如一日，其艰苦卓绝的精神令人
敬仰。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鹫峰地震
台在 1930 年代已经发展成为亚洲著名
的地震台，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
变前，所出的地震报告也跻身国际上不
可或缺的地震报告之列，迄今仍是宝贵
的历史地震史料。李善邦先生自此也在
国内、国际地震学界声名鹊起。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李善邦先生奉
地质调查所之命，撤往大后方。即使在
逃难途中和到了重庆北碚，李先生也不
放弃工作。没有了地震台、地震仪，地
震工作不能做了，他便改做地球物理勘
探工作。在撤往大后方的途中，他与大
弟子秦馨菱先生在湖南水口山用地球物
理方法勘测铜矿，在攀枝花勘测铁矿。
他与秦馨菱院士是我国最早对攀枝花铁
矿进行地球物理勘探的专家，他们的具
有开拓性的先驱工作值得后人铭记，不
应当被忘记。

抗战期间，李善邦先生没有地震
仪，便自行设计、制作地震仪——霓式

地震仪，建成北碚地震台，继续开展地
震观测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李善邦
先生作为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代表被派往
台湾，接收一台维歇特地震仪，安装在
南京水晶台地震台。1949 年，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过大江前夕，李善
邦先生不惧个人人身危险，与调查所的
广大职工一道，对要求调查所迁往台湾
的指令虚与委迤，保护了调查所的财
产，一直坚持到南京解放。

解放后，李善邦先生焕发了青春，
精神饱满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
历史地震资料的搜集、整理，中国地震
目录的编撰，中国地震危险区划，全国
地震台网的建设，新丰江水库诱发地震
的监测研究，三峡水库地震的监测与地
震危险性评估……都可以看到李善邦先
生瘦弱的身影，留下了他的足迹。

1972 年，距离文革结束尚有 4 年，
李先生在人身稍获自由之时，便开始了

《中国地震》 一书的撰写工作。彼时，
我作为文革开始那年 （1966 年） 应届

毕业的研究生，刚从农场劳动锻炼后回
到研究所不久，有时也上李先生家请
教。李先生生活极节俭，常年穿着一件
经自家改造的、原为长袖的白色衬衫。
衬衫袖子被剪下，夏天作为短袖衬衫，
其他季节时再把袖子缝上，作为长袖衬
衫。每次到他家中，看到的都是在伏案
写作的镜头，桌上堆满了中、英、德、
俄等国文字的参考书和资料，以及誊写
后的文稿。每当写完一部分，李先生便
用现在看来质量比较粗劣的圆珠笔亲手
誊写 4 份。我得以读了其中的部分手
迹。他的文稿，字迹工整，力透纸背，
堪为青年学子的楷模。

李善邦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
文理兼通。他所著的《中国地震》一书
共 5 篇 16 章，涵盖宏观地震、微观地
震、中国地震、地震成因、地震预报等
5个大方面的专题。自1981年《中国地
震》 出版以来，近 40 年来，国际、国
内的地震观测与研究发展很快，力平衡
式地震仪的出现，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
引进，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地震台
网的密布，数字地震成像技术的发
展……增进了许多有关地震、有关地球
的新的认识，需要有更多的类似《中国
地震》的论著予以总结介绍，但《中国
地震》一书以其基础性与经典性仍不失
为有关中国地震的重要参考书。

李善邦先生于 1980 年逝世，享年
78 岁。他未能目睹 《中国地震》 这部
传世之作问世，令人扼腕。现在，地震
出版社再版《中国地震》，使更多的学
习、研究地震的读者得以研读和不时参
考，是一件极有益的事情，我想李善邦
先生在天之灵当以欣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
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作者为
李善邦著《中国地震》一书再版撰写的
前言。本报略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隔行如隔山，影视界要用创作来
反映科学界，最初都是老老实实拍科
学家传记片。他们的生活经历可以直
接搬上银幕，再创作的功夫较少。美
国在1943年就拍摄出《居里夫人》，后
来陆续也有《美丽心灵》、《飞行家》、

《万物理论》这类佳片。
但是，只拍著名科学家，会强化公

众的错误印象，认为科学工作者都是科
学家。实际上，全球99.9%的科学工作
者没拿过什么奖，中国99.9%的科学工
作者也不是两院院士。他们自称“科研
民工”，但却是科学共同体的主干。

从描写“科学家”到描写“科学
人”，写好普通科学工作者的日常，科
学题材电影才算达到成熟。而这需要
主创们跨越鸿沟，深入科学群体。
2007年，美国华纳公司出品、哥伦比
亚公司发行的《生活大爆炸》石破天
惊，成为这方面的标杆。

2019年，《生活大爆炸》在拍摄完
12季后告终。先后获得包括艾美奖、
金球奖在内的15次大奖，提名多达64
次，可谓叫好又叫座。该片最大长处
就是拍好了虚构的普通科学人角色。

影片中的4个宅男中，3个人搞理

论研究，一个人是工程师。每集20分
钟，台词中密集地出现科学知识，涉
及很多学科。其意图不在科普，而是
抖包袱，造笑料。主创必须知道科学
共同体内部的“梗”，才能做到这一
点。

该剧所展现的矛盾冲突完全取材
于现实。“科学家”瞧不起“工程
师”，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科研人员
瞧不起科普明星。谢尔顿还经常与作
为虔诚教徒的母亲斗嘴。这些科学人
会像普通人那样争名夺利，但其手段
和过程都符合现实的科研生态。

作为情景剧，必须以爱情、亲情
和友情这些传统话题为主线。作为喜
剧，更会有夸张，有煽情。但是在该
剧，这些艺术元素都被摆在科学共同
体背景里重新演绎。该剧主演基本都
是职业演员，为表现“科学人”不修
边幅，不谙世事的特点，还都要自毁
形象。

总之，《生活大爆炸》是一套出色
的科学伦理剧，对科研现实的展示无
出其右。 对于很多大学生观众来说，
该片的意义不是讲了什么知识，而是
告诉他们，以后会进入什么样的圈子
里面讨生活。

影片还表现出科学群体对科学文艺
的接受度，4个宅男都是《星球大战》

《星际迷航》和漫威的粉丝。白天搞科
研，晚上泡动漫店，很多笑料来自这些
科幻影视剧。这恰恰是新一代理工生的
日常，《生活大爆炸》也提示我们，科
学文艺的铁杆粉丝是哪些人。

实际上，影视作品无论表现任何
群体，绝大多数都不是取材于这个群
体里真实的名人，虚构好普通角色才
是主流。《生活大爆炸》在构造科学人
角色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迄今尚无突
破。可惜结尾处未能免俗，仍以谢尔
顿夫妻获得诺贝尔奖告终。现实中的
科研已经成为社会化大生产，像居里
夫妇那样不需要多少科研经费，仅靠
手工作坊式的劳动，今天已经不可能
再拿到这种顶级奖项。

喜剧比正剧更考验编剧功夫，室
内情景剧尤其如此。很多人看到《生
活大爆炸》后会猜想，编剧难道是科
学圈子里的人？其实，两名编剧查克·
罗瑞和比尔·布拉迪都是影视圈的人。
查克·罗瑞还开有制片公司，亲手组织
该剧的制作团体。对于这些资深影视
人来说，仅仅能对科学人的生活感兴
趣，有创作欲望，就已经非常难得。

科学界里一直有种观点，认为文
艺界把握不了科学题材。必须让事业

有成的科学家亲自下场，才能搞出优
秀的科学文艺作品。其实，这是不理
解文艺创作的专业性。一个人如果花
很多时间在科学上达到相当高的成
就，很难再有时间钻研艺术规律。

《生活大爆炸》 配有科学顾问。
扮演女二号艾米的拜力克，现实中和
艾米一样出身神经生物学专业，还亲
自写了艾米的很多台词。但是他们都
是“科学人”，达不到“科学家”的程
度。

《生活大爆炸》能够走红，不光有
高水平的主创，观赏门坎也很高。剧
中有密集的知识展示，观众如果不具
备大学理工科知识结构，如果不熟悉
当今科研生态，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聊
什么，更不会发笑。令人欣慰的是，
中国也有《生活大爆炸》的巨大粉丝
群，说明纯科学题材的受众群体在这
里也已经成熟。

（作者系科幻作家，中国未来研究
会常务理事）

因为编辑“科学元典丛书”的缘故，我需要
频繁地进出各大图书馆，遍访世界各大纪念网
站，目的是收集到尽可能多的科学史图片用到书
中。这些图片或记录了科学事件，或再现了科学
家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将赋予图书更多信息和价
值。所以当我第一次翻开《播火录》时，扑面而
来的高清图片，让我这个“图片控”爱不释手。

正如作者赵致真老师所言：“我写 《播火
录》，大概只差‘两句三年得’了。主要时间根
本不是动笔而是读书，包括查找文献和搜寻资
料”。这一点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曾经为

《物理学之美》收集图片数千张，最终选定500余
幅，这项工作花了我近两年的时间。而这本《播
火录》图片数量高达1400幅，体量几近《物理学
之美》 的三倍，其在收集和甄选时的工作量之
大，旁人未必能理解透彻。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赵老师跟我分享了他在
取舍其中4幅图时的心路过程。这4个故事也恰
好表达了《播火录》4个令我敬佩的方面。

一是第207页的沙克尔顿招聘南极探险人员
广告：“骇人的旅程，微薄的薪酬，难耐的严
寒，长达数月的完全黑暗，持续不断的危险，难
保安全回家，如果成功有可能得到荣誉和认
可”。没想到这样一份特别的招聘广告竟然吸引
了5000多人来报名，其中还包括3名女性。反观
我们现在的招聘启事，无一不是告诉你能从中得
到什么好处，不是优厚的待遇就是舒适的环境。
其感人至深自然不言而喻。所以即便这张百余年
前的广告图还有点模糊，不太符合印刷标准，但
赵老师坚持要选用。我知道这张略微模糊的小图
一定也来之不易，因为我曾经编辑过一本面向青
少年的图书——《极地探险》，当时也曾花不少
精力在配图上，关于阿蒙森、斯科特、沙克尔顿
的常见图片也熟知于心，但却不曾将视角放得这
么宽这么远，也便没有收集到这张招聘广告图。
赵老师用了整整四章的篇幅来讲述 《科学远
征》，可见他对探险家留下的英雄史诗之珍视。

二是第 240 页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代表合
影。这是一张科学界的明星照片，比如居里夫
人、普朗克、洛伦兹、朗之万、波恩、玻尔、泡
利、德布罗意、狄拉克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都在
其列。后人将这张明星照着成彩色。但因为彩色
照片的版权来源不清，赵老师宁愿舍弃彩色，选
用有明确版权出处的黑白的版本。读者很容易在
书中发现，每一张图片下方，都注明了该图片的
来源。不仅如此，在每章的篇章页，都可以通过
二维码链接到详细的“参考资料”。这为国内的图
文书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正如杨再石老师在
序言中所言：“致真先生在科学上极其认真，治学
严谨，尤其重视第一手资源的考证，把科普当科
学研究来做。”也如王直华老师在序言中所言：

“临渊履薄，才会做如此繁复的求索与考证。无知
者无畏，有知者有畏，深知者敬畏。”这种缜密的
科学态度令人叹服，既是对这本书所提倡精神的
实践，也是对人类科技史上先辈们的致敬。

三是第259页的图“由于卢瑟福说话嗓门太
大影响他人工作，卡文迪许实验室专门挂起‘请
轻声说话’的警示标志”。要知道，卢瑟福当时
已经是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掌门人。赵老师觉得这
张图非常有趣，他欣赏这种平等的工作环境，他
在书中也着笔重点分析了卡文迪许实验室名将辈
出、成就斐然的深层次原因。这种欣赏与本书的
副书名“科学发现的人文启示”所表达的态度不
谋而合，也正是最值得广大读者从书中获得的审
美态度。在这一点上，《播火录》与《科学的旅
程》 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建构立体的人物形
象，充满着人情味，使读者在加深对科学的了解
的同时，更凸显出科学家的人文品质。

四是第291页的图。爱因斯坦说：“我到办公室只为了取得
和哥德尔一起散步回家的特权。”我们熟悉的世纪天才爱因斯
坦，晚年所在的被誉为“学者的天堂”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
院，一大特色是“不受世俗羁绊，不为生计担忧，不用讲课授
徒，不需述职尽责。这里唯一的使命，就是天马行空地思考”。
为什么这里能够吸引全世界顶级的大师，从事最高层次的纯理
论研究？其背后展现的兴教办学与财富归宿的故事，对当下中
国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类似这些史料，
给读者带来的不只是趣味，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带来了诸多值
得思考的问题，比如多年以来困扰我们的“李约瑟之问”和

“钱学森之问”，或许能从中得到启发。
（作者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著名作家汪曾祺说过：“我以为语言
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
外部，不只是形式、是技巧。”的确，若
没有内在修炼，是写不出好的语言的。
雨街动物小说新作《蜜獾莫尼》《小象彼
克》《章鱼拉尔》语言极具特色，这里试
从三个方面略作分析。

善用比喻，绘形传神
雨街动物小说最大的成功，就在于

他能准确把握每一种动物的特点，并用
刀刻斧凿般的语言准确表现，绘形传
神，干净利落。三部动物小说，为读者
写了不下几十种动物，每一种动物，哪
怕只是短暂露面，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
形象。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例一：“吱嗷吱嗷”，随着一声阴阳

怪气的叫声响起，成对的猎鬣狗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用同样的声音
回应着对方，那叫声像火焰一样在草原
上肆无忌惮地燃烧着……

例二：有在天空飞舞的，成千上万
只草原蜂像两股由浓烟汇聚的绳子，在
空中紧紧缠绕着……一有风吹草动，落
在地面上的草原蜂，就如同地毯一下子
被揭了起来，瞬间变得像粘稠的液体一
样，缓缓向前流动着。

例三：……让上升的气流不断从羽
毛中穿过，那羽毛便像一团团小火苗，
随风不停地抖动着……双腿在树枝上一
登，嘴里“咕喔咕喔”地叫着，翅膀也

“啪啪”地拍动着，无毛的脖子向前一
伸，脑袋向后一勾，身体便在同伴的拥

挤下向空中飞去。
鬣狗群乱哄哄的叫声、草原蜂群密

密麻麻令人恐怖、食腐动物秃鹫的古怪
模样等等，无不在作者笔下跃然。作者
对动物的观察是细腻精微的，每一笔刻
画都力求精准、传神。

小说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有时甚至
一句一喻，可谓妙语连珠。他用“火
焰”形容鬣狗的叫声，将草原蜂群比作

“两股由浓烟汇聚的绳子”、“一条不断扭
曲的巨大蟒蛇”，用“一团团小火苗”比
喻秃鹫的羽毛等等。这些比喻贴切、自
然，将野生动物的野性表现得淋漓尽
致。善用比喻描摹刻画，是雨街动物小
说语言的一大特色。

如江河流动的诗性美
“夜幕下的草原，宁静而苍凉，只有

稀疏生长的金合欢树映衬着满天的星
光，像是一棵棵缀满灯盏的圣诞树。”小
说中诗一样的语言引发读者无限联想。
大自然是美丽的，然而，野生动物们时
刻处于凶险的自然生物链中，蜜獾与鬣
狗的厮杀、小象母子与野牛群的较量、
章鱼与虎鲨大战等等，动物间的厮杀残
酷惊险，犹如大江奔流、波涛汹涌。残
酷之外，又不禁为动物的美好亲情感
动，蜜獾一家相亲相爱；小象比克在母
亲鼻子残废后，不离左右，为母亲采
食；章鱼拉尔为寻母历经千辛万苦。相
比血浓于水的亲情，动物间的友情更为

可贵，冲破种群界限，互相给予贴心帮
助。鬣狗公主与小蜜獾、章鱼拉尔与虎
头鲨之间都是这样的友情。这些温暖的
情愫犹如暖流缓缓入心。作者在描写精
彩的故事情节时，不忘向读者介绍动物
知识，这些语言犹如珠贝，闪闪发光。

时而静水流深，时而波涛汹涌，时
而幽咽难通，时而汩汩欢畅，雨街的这
组动物小说，语言充满江河般诗性之美。

冷幽默添加情趣
在雨街的动物小说中，偶尔会出现一

些风趣幽默的句子，这些句子往往是在大
段描写叙事之后有意无意的一笔。比如

《章鱼拉尔》中写大白鲨们想吃棱皮龟斯
加达，可是都被斯加达的龟壳硌掉了许多
牙齿，“这些咬痕就像人类刻在龟壳上的
字一样，大意是大白鲨某某到此一咬。”
再如写小象比克背上忽然多了只豪猪，小
豪猪弗洛把它的尾巴当滑梯，作者写道：

“小象比克刚才见识到了豪猪弗洛棘刺的
威力，加之臀部是小象身体中最薄弱的部
位，它哪里还敢乱动，如果不小心让弗洛
在这里也射上几箭，那可就不好寻医问药
啦！”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随意一笔，
便增添无限情趣，像碧绿的草原上开出的
几朵美丽的鲜花。

绘形传神、诗性美及冷幽默，是雨
街动物小说语言的三大特色。透过小说
的语言，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到作品的深
层内蕴。

从 “ 科 学 家 ” 到 “ 科 学 人 ”
□ 郑 军

绘 形 传 神 、 诗 性 美 及 冷 幽 默
——浅析雨街动物小说新作的语言特色

□ 胡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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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正在做地震区划图研
究的李善邦先生（1960年代摄于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由于卢瑟福说话嗓门太大影响他人工作，卡文迪许实验室
专门挂起“请轻声说话”的警示标志。（来源：nzedge）

爱因斯坦说：“我到办公室只为了取得和哥德尔一起散步回
家的特权。”图为1954年爱因斯坦和哥德尔在普林斯顿高等研
究院晚饭后散步回家。（摄影：Leonard McCombe；来源：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