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国内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权
威专家江晓原教授担任主编的一套 6 册

《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近日由接力
出版社推出。全书在全球化视野之下，
结合国内外学术界全新研究成果，通过
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图片、深入浅出的
语言、全面透彻的分析，勾勒了上起古
代、下至当代的 5000 年中国科学技术的
发展轨迹，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在天
学、地理学、医学、算学、农学、博物
学等科学领域所做的独特探索，在以

“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领域对于人类
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及进入近现代
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由跟跑到领跑的历
史性跨越。

《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首次将
内容古今贯通，全面覆盖，全书上起远
古，下及当代，新中国的重要科学技术
成就，从“两弹一星”到高铁，直至屠
呦呦首获诺贝尔奖，都有重点论述。

系列第一册 《四大发明与天学、地
学》 首先介绍了“四大发明”。造纸术、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如何发明，又
是怎样传播到国外的，它们的对外传播

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围
绕着四大发明的发明权产生了什么样的
争执，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四
大发明”？

接下来的系列第一册第二、三章和第
二册《医学、算学、博物学》全书系统地
介绍了中国古代在天学、地理学、医学、
数学、农学、博物学等科学领域所作的独
特探索，第三册《纺织、烹饪、乐器、炼
丹》 和第四册 《建筑、航运、冶金、陶
瓷、水利》则重点介绍中国古代在技术领
域对于人类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既有与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纺织、烹饪、衣食、
建筑、航运等衣食住行方面的发明创造，
也有天文仪器、炼丹、乐器、冶金、陶
瓷、水利工程等技术领域的辉煌成就。

系列第五册《中国与世界文明古国的
交流》 和第六册 《大国重器与新四大发
明》则从中外交流的角度，梳理了数千年
来中外科技交流的历史，汉代以后，伴随
着佛教东传，中国科学技术曾受到过古希
腊、巴比伦、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等外来科
技文明的影响。明末清初欧洲天主教传教
士来华，带来了与中国传统全然不同的一

套知识体系，徐光启、利玛窦等人第一次
企图将科学整体移植到中国来。从1840年
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 21 世纪，中国科
学技术实现了由落后到跟跑再到领跑的历
史性跨越。

《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在写作
上也颇有特色。它从满足青少年的好奇
心角度出发，从问题导入，以叙述体文
本为主线，串联起一个个科学研究和发
明创造，探讨科学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以及科技与各种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
全书配以近千幅精心的插图，数十个与
内容相得益彰的表格，凡未能列入正文
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关知识及名词解
释，可在这部分中得到了解。如此形
式，不仅能帮助青少年全面、系统、客
观地认识科技通史和人类历史，丰富他
们的知识储备，而且也有助于培养其通
识思维和关联思考的习惯。

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画卷
里，王朝的兴衰、帝王的更替、王侯将
相的命运沉浮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但构
成人类文明史最为核心的，却是人类对
于科技的不懈探索。科技创新是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正如美国著名
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所说：“科学的历史
虽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但却是
本质的部分，是唯一能够解释人类社会
的进步的那一部分。”

《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以其立
意高远、叙事弘大、构思精巧、见解深
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科学价值、
文化价值，成功入选“十三五”国家重
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打开这套书，
深埋在故纸堆中的中国科技便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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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日，我来到东京，开始
了4个月的访问学者生涯。我“挂单”在
庆应大学，住处距离校园很近。当天傍
晚，我走进这所久已闻名的大学，徘徊在
创始人福泽谕吉的雕像前，思绪万千。这
个人一生没有涉足官场，却以自己的思想
引领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为远东之东的
岛国，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到跻身世界强
国之列，书写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多
少风云人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壮怀激
烈，成败兴亡，难道不值得追寻吗？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决定寻找这个国
家近代发展的轨迹。我阅读历史书，外出游
览也有意去探寻斑斑史迹。每有兴会，就把
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记录下来。我在

“界面”网站开了 “扶桑读史” 专栏，大
致每周发表一篇。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
鸣，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
年11月底回国后，我继续写“扶桑读史”
专栏，直到2019年11月中旬，完成最后一
篇《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才结束
了一段奇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完成了60
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历史跨度，从1853年
的“黑船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
整整60年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
为之。不过，这些文章绝不是按年度选择
的，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认为重要
的。我想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
告别旧体制、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

一位朋友问道，“读你写的这些文
章，为什么感觉就像在写中国呢？”我心

中也常有类似的困惑。夜阑人静之际，面
对日本近代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追索其
思想轨迹，审视其进退选择，也时常陷入
迷惘，为什么他们和中国人物这么像呢？
比如那位森有礼，当年是日本思想启蒙运
动的健将，后来却成为极力维护专制体制
的国家主义者。中国近代以来这样的思想
转向者还少吗？再如，日本开国之后的

“爱国贼”们，以爱国者自居，对那些被

他们认为是卖国的本国人士横刀相向，肆
意砍杀，中国这样的“爱国贼”不也是很
多吗？

其实，在 1853 年之前，日本和中国
一样，与世界隔绝，酣睡在太平梦中。
正如康有为在 《上清帝第四书》 中所
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
千年率由不变可也。”问题是，坚船利炮
打破了停滞宁静的迷梦，东亚开启了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是中国还
是日本，都面临 “国家向何处去” 同
样的问题。

尽管中日两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迥乎
不同，一个被动而顽固，一个主动而决
绝，但是历史大脉络惊人地相似，因为它
们要完成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活跃在历
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对“国家向何处
去”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并据此决定
个人的选择。因此，不同国度出现许多相
似人物、相似事件，并非不可理喻。

我在日本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中国，
因为中国至今仍然面对着一百多年前的命
题。从1853年到1912年，日本60年间完
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也浓缩
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至今尚仍未完
成）。由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反复，所以
现在仍然可以在日本那60年里找到对应的
问题。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可以
启发人们的思考。

比如，19 世纪 90 年代，追赶西方国
家初见成效之后，日本社会就开始出现了
宣扬日本“特色”、维护“国体”的保守

主义舆论。再如，在20世纪初实现工业化
之后，日本出现了“和平崛起”与“武力
崛起”的争论。虽然国家不同，时代各
异，但是我常常为中日两国的相似性而惊
叹，恍惚有时空错乱之感。

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
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
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
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
国家要走在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
的重要内容。因为 一个国家一旦踏上错
误的道路，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日
本，在1930年代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思想启
蒙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只要一天不成
为现代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就一天也不能
松懈。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国内出现了沾
沾自喜、自骄骄人的舆论氛围。诚如美国
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所说，

“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
都不懂”。这句话对中国来说，非常有现实
意义。因为如果沉溺在已有的成就，不以
比较分析的视野来衡量中国在现代化道路
上的得失进退，就难以清醒而深刻地认识
现实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
失。同样，以日本为鉴，可以知进退。

在这个意义上，读懂了日本，也就读
懂了中国。

（作者系 《财经》 杂志主笔。这是作
者为《国家的启蒙》一书写的自序，授权
本报发布。本报略有删节）

读 日 本 ， 想 中 国
□□ 马国川马国川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全球流行，疫情牵动世界。网
络上海量消息传播速度极快，哪些是
真，哪些是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宋刚
副教授和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部唐芹研
究员组织团队编写的《画说新冠：来自
多学科专家的解读》一书，从多学科的
角度为公众介绍新型冠状病毒知识。

该书的创作团队由多学科专家组
成，包括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与公共
卫生学、医学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专
家。宋刚医师是当年抗击 SARS战斗
的亲历者，在临床一线积累了实战经
验。他还积极从事医学科普工作，著
作“北大专家画说泌尿疾病”医学科
普丛书，获得了中国科普创作领域的
重要奖项——第五届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图书类）金奖。

全书从多学科的角度介绍新型冠
状病毒的有关知识，包括冠状病毒的
发现简史、传染病数学模型、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病毒传播的流体力学规
律、疫苗研发主要过程，以及疫情期
间自我防护、心理调节、饮食营养搭
配等相关知识，涉及在传染病防治上
同等重要的三大方向——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医学科学研
究，可作为加强健康理念和普及传染
病防控知识的大众科普读物。

为什么要从多学科的角度解读传染
病防治的知识？宋刚团队创作了一幅封
面画来回答这个问题：封面绘画由被病
毒感染的人体细胞和抗击病毒的“武
器”两部分组成。封面下半部分是冠状
病毒感染人体细胞、进行繁殖的分子机
制图，上半部分是控制传染病疫情的三
大“武器”：正中的“蛇杖”是医学的
通用标识（此处特指临床医学），左侧
的“盾牌”代表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右侧的“试
管”代表医学科学研究。若没有临床医学的诊断和治
疗，生命就无法得到捍卫；若没有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
学的预警和防控，再庞大的医疗系统也会不堪重负；若
没有医学科学研究对病毒生物学性质的了解和药物、疫
苗的研发，治病和防疫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在传染
病防治上三大方向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书中每一篇章都有“划重点”的特色板块，用精
炼的文字描述重点内容，让读者能轻松了解主要内容
并方便记忆。全书沿用 “科学美文＋医学科普漫
画”深度融合创作模式，配有20多幅原创手绘彩色
铅笔画，像封面绘画一样，既体现了医学的逻辑，又
蕴含了艺术的美感，“说”与“画”相得益彰。

该书入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科普创作支持计划。得到了中国人口宣传
教育中心、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科
学普及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的指
导。所有参编人员，从接到创作任务开始，在繁忙工
作之余，挤出休息时间争分夺秒进行科普创作。短短
25天，就完成了策划、创作、绘画、编辑、审校和出
版的流程，在网络上发布免费电子版，并赶印出纸质
图书上架，助力疫情防控。正如本书的主要创作者宋
刚副教授所说：希望我们公益性付出，夜以继日、努
力编撰的这本书，对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传染病防控
理念能起到一点作用！

（作者系《健康时报》总编助理）

让 深 埋 故 纸 堆 中 的
中 国 科 技 鲜 活 起 来

□□ 陈 邕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打破了往日的
宁静，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在这个注定不凡
的春天里，《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将为
小读者们开启一次足不出户的太空之旅，在
他们的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
童太空百科全书》，是一套由欧阳自远院士
领衔编纂、适合 6~15 岁少年儿童阅读的原
创科普启蒙百科，包含《浩瀚的宇宙》《太
阳系掠影》《飞向太空》《中国航天》4个分
册。全书通过科学准确的知识表述、生动有
趣的表现形式及新奇的视听阅读体验，为小
读者呈现了一幅全方位的太空知识画卷。

斗转星移四季新，草青草黄又一春。璀
璨的夜空图景随着季节而变迁，仰望春季星
空之时，你能不能准确说出星星的名称，找
到那明亮的大角星，辨认出狮子座、室女座
和牧夫座的模样？

《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浩瀚的宇宙》
就像一个四季相伴的朋友，和小读者一起辨
识夜空中的星座，讲述古人想象出的神话故
事与传说，引导小读者初步认识宇宙空间和
天文现象，感受文学与历史的熏陶。

自然赠予人类浪漫的的星空，但人们却
常常忘记生存环境的珍贵。全球蔓延的疫
情，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如何与地球和
谐共处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难题。地球
是无垠宇宙中美丽而又独特的“孤岛”，我
们能够生活在这里是何其幸运。

《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太阳系掠影》
分册就像地球的“代言人”，带着小读者拜
访火星、木星、冥王星等亲密的天体“邻
居”，展示月球的围绕呵护，感受太阳的光
芒照耀，开启一次奇妙的“太阳系之旅”。

在“无情”的病毒面前，科学技术是人
类的保护伞。《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飞向太

空》和《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中国航天》
是关于人类航天科技的万花筒，它们会为小
读者介绍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
载人飞船、空间探测器等知识，见证人类逐
步认识宇宙空间的历史，感受人类科技之春。

最为珍贵的是，《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
书·中国航天》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过程
与成果，生动地呈现在孩子们面前。2019年
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
背面，中国实现了第一次人类探测器在月球
背面的软着陆。书中用多个主题页详细地介
绍了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7米分辨率全月
图、月球背面环拍全景图、探测器着陆点影
像图等多幅珍贵的插图，带领小读者开启一
次神奇的月球旅行。

古代传说中的美丽嫦娥仙子成了月球探
测器，灵动的玉兔则化身为月球巡视器，那
座孤寂神秘的宫殿——广寒宫，已成为“嫦

娥三号”着陆位置的名字。小读者不仅能体
会到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更能体会到其中
的人文之美，增强对国家文化的认同。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备受期待的 “嫦娥
五号”月球探测器、火星探测器、空间站将
会一一与我们见面。《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
书》将为孩子们打开探索未知的大门，将关
照地球家园的信念深植在孩子们的心中。

读
书
看
图

全
方
位
了
解
新
冠
病
毒

□□

李
晨
玉

呼吸支持帮助患者度过呼吸窘迫的时期，坚
持到数周后，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大量抗体来消
灭病毒。（《画说新冠》一书中医学科普漫画）

《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全
6册），江晓原主编，接力出版社2019
年12月第1版。

来 一 趟 足 不 出 户 的 太 空 之 旅
□□ 马思琦

《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欧阳自远
领衔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浮世绘里的女人们》是
一本介绍日本浮世绘文化的
书。书中介绍了八位日本浮
世绘大师与其画中女子或神
秘助手的故事，如铃木春
信、葛饰北斋、喜多川歌
麿、安藤广重等。他们不但
是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画家，其作品也影响了欧洲
乃至全世界的知名画家，如
德加、马奈、凡高、高更等
都曾临摹过葛饰北斋的作品。

其实他们的很多作品都
受到了当时一些传奇女子的
影响，有的甚至是一些才女
代笔的。但因为日本男尊女
卑的文化影响，这些女子的
故事和才名很少被人所提
及。但其实她们的身影倒是
为我们所熟知，我们经常在
美术馆藏品，甚至日本餐馆
的装饰画中看到她们，但我
们对她们以及她们背后的故
事知之甚少。该书通过讲解
日本浮世绘八大家和其模
特、红粉知己、助手的故
事，让读者了解这些被人遗
忘的才女们，同时更加了解
日本的浮世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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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绘里的女人们》，[日] 铃木由纪
子著，许建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久以来，我们就深知动物每天
能极度精准地在水中、地上和空中穿
越遥远的距离。但直到近日，研究者
才了解这种令人惊叹的导航能力背后
的机制。

《自然罗盘——动物导航之谜》 一
书生动而详尽地展示了动物所采用的各
种导航方法，范围从家巢附近到全球。
著名生物学家詹姆斯·古尔德与大众科
学作家卡萝尔·古尔德深入探究了这些
精巧雅致的导航策略与它们万无一失的
后备机制、不为人知的灵敏度和神秘莫
测的作用力，以及那些我们熟悉或罕见
的物种所具备的超乎想象的智力。他们
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从最简单直接到最复
杂惊人的动物导航策略。

古尔德夫妇探讨了动物如何在没有
仪器与训练的条件下具备让人类望尘莫

及的导航能力。他们解释了动物如何测
量时间，展示了柔弱的黑脉金斑蝶如何
使用其内部时钟、日历、罗盘和地图来
开始并完成自己每年前往墨西哥的 2000
英里行程——尽管它们的大脑重量仅有
几十毫克。

他们还讨论了蜜蜂如何利用太阳和
内心地图来定位蜂巢和花朵等地标，探
讨了信鸽等长途旅行者如何利用自身携
带的全球定位系统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最后，两位作者还探讨了动物栖息地破
坏和全球变暖所导致的迁徙路线中断是
否会影响或威胁整个动物物种的生存这
一重要问题。

《自然罗盘——动物导航之谜》 一
书揭开了笼罩在动物导航这一自然界中
非凡行为上的神秘面纱，向读者勾勒出
动物导航和迁徙的全面画卷。

探 寻 动 物 导 航 策 略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
源》，马国川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画说新冠：来自多学科专家的
解读》，王贵强主审，宋刚唐芹主
编，科学出版2020年2月第1版。

《自然罗盘——动物导航之谜》，
[美]詹姆斯·L·古尔德、卡萝尔·格兰
特·古尔德著，童文煦译，上海科技教
育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