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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剧本 《永不孤独之天语者》
获得第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电影创意
奖，当时我正好担任评审主席，对该剧本
印象很深，后来也因此结识了剧本作者之
一的李琪，知道他正在写科幻小说，有不
少期待。

近日，收到李琪的首部科幻小说单行本
《海底人》，得以先睹为快。让我倍感诧异的
是，其行文与剧本《天语者》有着巨大的风
格差异，《海底人》是如此地明亮瑰丽，充满
了莎翁式的韵味，给人带来无穷的阅读快
感，令人情不自禁地就会在脑海中自然浮现
如舞台上的优美呈现，我甚至都能感受到角
色在舞台上的对白所给予观众的磁性吸引力。

这在国内原创科幻小说中是我头一次见

到，正契合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
科幻小说创作时的一个基本观点：科幻小说
的根本属性首先是文学的。此时才恍然忆起
李琪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他是如何地迷恋莎
翁，但当代电影已是完全不能融合莎翁式的
优美了，故而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他的说
法，因为尽管我们可以依旧喜欢和迷恋莎翁
却不能再行莎翁式的创作了。而 《海底人》
给了我意外的惊喜，李琪很好地将自己对经
典的热爱融进了科幻小说的创作中，令我眼
前一亮：原来科幻小说是可以如此优美地创
作的。

而从科幻的角度来说，与仰望星空的科
幻探讨地外智慧生命不同，《海底人》 独辟
蹊径将目光投向了离我们距离最近却同样充
满未知的海底世界，引领我们深入地球内
部，展开陆海文明的对话。在诸多的历史文
化传说中，海底文明一直都是一个神秘的存
在，虽有中国的龙宫、西方的亚特兰蒂斯大陆

沉没为海底国与美人鱼的歌唱，等等。但人类
对海底世界其实知之甚少，投入的研究和兴趣
关注也不多，这或许与人类总是喜欢仰着头想
象着诗与远方有关吧。《海底人》则低下头向
内审视，用一个创新的科幻世界观架构出了一
个瑰丽奇妙的海底世界，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
描绘了一幅海底版的《清明上河图》之灿烂画
卷，其中各色海底人的设计与描写鲜活有个
性，人物关系的处理恰到好处，一些角色的作
为亦时常令人忍俊不禁，全书读来有一种饮透
了一壶好茶的酣畅淋漓之感。

《海底人》节奏明快，好故事，好趣味，
这样优美的给人以阅读快感的科幻小说，真
的非常值得向广大的读者推荐，尤其是大中
学生，在愉悦的阅读中既享受科幻的魅力又
享受文学的美好，一举二得，岂不美哉？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科幻电影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描 摹 瑰 丽 奇 妙 的 海 底 世 界
□□ 沙锦飞

《海底人》，李琪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出版。

大约在 1965 年的时候，溥仪得了肾盂
癌，先是右侧，后来左侧也得了。因为右
侧肾已经切除，左侧就不能再做切除手
术，只能做放射治疗了。我那时候还是个
年轻大夫，给老院长吴桓兴教授做助手。
那时吴院长主持溥仪的治疗工作，所以我
和溥仪也有接触。一两年前溥仪第一次患
癌症的时候，在协和医院住院，我们也去
参加会诊，所以前后跟溥仪大概有两三年
的接触。溥仪那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
老头儿，跟他年轻时的脾气也完全不一
样，穿着比较随便。他跟医护人员的关系
非常好，对人很和气。

有两年过春节的时候，溥仪都给我们拜

年。当然，那时候溥仪就是一个普通病人，
过年了见人就作揖、拜年。我回家跟我父母
说：“你们看，今天皇帝都给我拜年了。”

有一天，在我们老院 （当时称日坛医
院），吴院长进到机房帮溥仪定位。照射的
时间一般很短，完了以后就坐在外边跟他聊
天。那天，溥仪很高兴地说他要上王府井逛
街。他说：“你看现在我做一个普通人多
好，非常自由，爱上哪去就上哪去，但我不
幸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头，前半生几乎都是
在别人的监视下生活。我是个非常软弱的
人，连个苍蝇、蚊子都不敢打死。”他开玩
笑地说：“当年我结婚入洞房的时候，就有
四个老太太在那看着，我也没那个本事，我

就跑了。”后来我和我们老院长谈了：“您看
看一般老百姓都羡慕当皇帝，可是皇帝又羡
慕咱们。这正是钱钟书的‘围城’思想，城
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

后来，意大利导演要拍一部叫《末代皇
帝》的电影，那个摄制组曾访问过我们老院
长，我也跟着参加了。访问的时候我们就告
诉他们这个故事，它代表了溥仪晚年的一些
真实思想。实际上，当时他们也提到溥仪特
别喜欢自由。溥仪的确是觉得他的晚年生活
很好，很喜欢做一个普通公民。

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皇帝也有。对溥
仪的前半生我不予任何评价，我也不怎么

了解。但是我觉得在他晚年作为病人和我
们谈话的时候，他还是很欣赏自己过的普
通人的生活，感觉特别好。后来乔羽同志
在 《末代皇帝》 电视剧里头写了一首歌，
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抛弃了金玉枷锁便
是自由。”

我说这个故事，就是说大家应该热爱自
己的生活。人不可能全部顺心如意，皇帝未
必幸福，我们未必不幸福。皇帝也有皇帝的
难处，这样大家对今天的幸福会有更多的理
解。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临床肿瘤学
家。选自《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
访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授权刊登）

“ 末 代 皇 帝 ” 溥 仪 的 幸 福 观
□□ 孙 燕

书里书外

曹则贤老师把他的新作《惊
艳一击》拿给我看，仿佛不知道
读书已经是很过时的事情了。我
翻阅了一遍，有几句话想要说
说。

这本书的全名是 《惊艳一
击：数理史上的绝妙证明》，显然
对应于他3年前出版的《一念非
凡：科学巨擘是怎样炼成的》。只
不过《一念非凡》的30篇故事强
调的是物理，而《惊艳一击》的
30篇故事更关注于数学。《一念非
凡》讲的是物理学家如何发现大
自然的奥秘，着眼于重现大师们
在研究过程中灵光乍现的时刻，
而《惊艳一击》讲的是数学家怎
样证明世界的本质，致力于揭示
严格数学证明中的关键之处。

严格地说，我在上面对数学
和物理的区分、对数学家和物理
学家的区分，既是过于刻意的，
也是违背作者本意的。《一念非
凡》 有一些研究物理的数学家；

《惊艳一击》 同样有一些讲究数
学的物理学家。这其实反映了曹
则贤老师一直的想法：“硬生生
地把学问分成不同的学科是荒唐
的，学习者不可自设藩篱！”他
在这本新书里也说，“数学，物
理，很难说一个不懂数学的人做
的物理算是物理。”

然而，数学和物理的区分确
实也是存在的：《一念非凡》 关
注“发现带来的心灵冲击”，而

《惊艳一击》 强调“证明带来的
心灵愉悦”。曹则贤老师是一名
物理学工作者，却明显对数学特
别是严格的数学证明非常敬畏，
这不仅表现在他对“素数无穷多
的证明”“尺规法作正 17 边形”
和“五次代数方程无根式解”的
赞扬，对“反射和折射问题”

“速降线问题”和“电子自旋是
相对论性质”的惊叹，还体现在
他对“黎曼猜想”尚未证明的惋
惜，以及对“费马大定理”得到
证明却没有初等证明的遗憾 （因
为 还 没 有 普 通 人 能 看 懂 的 证
明），并在最后一章达到了最高峰。

《人性的证明——波利亚教授不是变态》是
唯一与 《一念非凡》 有所重复的一篇文章
（《波利亚——本教授不是变态》）：数学家波
利亚为了向一对恋人证明自己真的不是偷窥
狂、而只是在瞎逛街，他提出并证明了随机行
走的理论。在我看来，这哪里是“人性的证
明”，根本就是“证明的非人性”啊。

当然，我也能理解他的心情。在今天这个
大科学和大数据的时代，新的重要发现似乎要
么玄妙得渺不可及 （比如说超弦和超对称的理
论），要么是昂贵得高不可攀（比如说大型加速
器的建造和引力波的探测），要么是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 （比如说“一出洞来无敌手”的阿
尔法狗），很多人都会怀念科学的童年时代：那
时候，遍地都是机会，只要你拥有能力——每
个人都有机会发现世界的奥秘，每个人都有能
力理解严格的证明。现在，这些机会和能力似
乎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但是，我也不太理解他的想法。现在是手
机主宰一切阅读的时代，怎么还会有人读书
呢？更不要说写书了。物理已经在一些地区的
高考中被歧视了，物理已经在很多地方被中学
生放弃了，为什么他还要写一本又一本关于物
理的或者数学的科普书，居然还希望这些书能
够让“中学生不畏其难，大学生、研究生谓其
难，而专业研究人员或畏其难也。”

也许只是因为，他还希望有青少年、有更
多的青少年能够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物理，什么
是真正的数学。也许他还希望有人记得这句古
老的话语：

见贤思齐，见不贤则改之。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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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一击：数理史上的绝妙证明》,
曹则贤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1994 年，国家分片负责、对口支援、
定期轮换政策施行以来，社会各方援藏力
度不断加大，派出的援藏干部越来越多。
自 2008 年西藏社会长期稳定、持续稳
定、全面稳定局面巩固以来，西藏社会管
理水平稳步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赴
藏旅游人员越去越多。党的十八大以后，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展开，西藏作为我
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涉藏经贸活
动逐年增加，在藏投资兴业者越聚越多。
但入藏人员因高原反应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的消息经常传来，专门针对援藏干部和入
藏人员使用的、科学的、实用的指导书籍
很少，这是 《援藏干部使用手册》 出版的
缘由之一。

本书作者李晓南系中央第七批“优秀
援藏干部”、国家审计署科学技术审计局二
级巡视员。他在2013~2016年援藏期间，发
现并验证了一项事实——人在高原可以不
缺氧！通过深度腹式呼吸 （类似汽车发动
机涡轮增压方式，排量未增加， 但功率提
高了） 和辅助吸氧，可维持人体全天多数
时间经皮动脉血氧饱和度在95%及以上，避
免长期缺氧发生器质性病变。他亲身验证
过的地方是海拔4000米的那曲地区比如县
达勒村，时间近半年，3650 米的拉萨市，
时间 2 年多。作者将方法总结为“两句
话”，即“身体自由深度腹式呼吸；午、
夜静息经鼻吸氧”。此方法具有“可重复验

证、可证伪、自身没有矛盾”的科学性。
作者李晓南介绍，“人在高原可以不缺

氧”的观点形成是在 2013 年8月受到第六
批杨战旗援友“高原增氧功”的启发；
2015 年6月在拉萨得到年届80岁的吴天一
院士的当面鼓励，并起名为“李氏高原呼
吸功”；2017年6月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肖
华军教授赠送他的专著 《航空供氧防护装
备应用生理学》，并给予专业指导；2018年

5月武警总医院王立祥教授团队专门为他详
细介绍了“腹部提压心肺复苏 （CPR） 技
术”原理，对人在高原深度腹式呼吸的有
效性给予了有力佐证。

作者通过本书，将这个方法推荐给广
大援藏干部、在藏干部群众、戍边军人、
旅游者，共同破解人类在高原缺氧的千年
难题，帮助建立我国乃至世界高海拔栖息
地的人类生存保障体系。

在援藏工作和生活的 3 年当中，作者
逐渐形成并强化出一种新理念：援藏干部
要注意安全、关系、工作三个方面，既不
可偏废，更不能颠倒次序！当出现矛盾
时，前者优先，后者服从。首先，要学会
科学使用身体，既不去适应高原空气稀
薄，也不去适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日
夜温差大，不向高原伤害低头，杜绝发生
生命安全事故，避免留下援藏后遗症；其
次，要处理好民族关系、干群关系、工作
生活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最后是履行
岗位职责，完成援藏任务，实现援藏目
标。

工作排在最后决不是思想落后。作者
按照上述理念，实现了安全援藏，身体没
出问题也没有留下后遗症，结束援藏后连
续3年体检，身体脏器及机能完好如初，仍
可以每周踢场足球。由于有健康身体做保
障，作者较好地履行了自治区国资委副主
任职责，创新完成了在那曲半年的驻村，
有效推进了国企国资改革、填补了外派监
事会空白、对接了“央企入藏”等；达成
了全面援藏，推动解决人在高原缺氧、西
藏生活垃圾处置、陶瓷太阳能采暖 等民生
问题。

本书基于作者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
汇集于此与老“援友”们交流，可供新援
藏干部借鉴，供其他入藏人员参考。

探索应用深度腹式呼吸和辅助吸氧

让 人 在 高 原 可 以 不 缺 氧
□□ 袁袁 首首

詹娘舍海拔高度为4655米，被战士
们称为“云中哨所”，“詹娘舍”藏语意
思为“雪山孤岛”。

《援藏干部使用手册》，李晓南
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聚沙成塔

《医学之书》，［美］克利福德·皮
寇弗著，褚波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第1版。

·“纵”览元素周期表：我们身边的所有物质都
是由元素构成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总共发现了118
种元素。元素周期表就是把性质相近的元素纵向排在
同一列的，一列称为一个“族”。如果知道了每一族
元素的性质，就能了解各种元素的特征及不同，也就
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构成机制！

·《折纸术：历久弥新，变化万千》：汇集科学与
艺术的现代折纸术，妙趣横生的设计和折叠过程。
《有望揭开生命进化之谜的巨大病毒》：既非生物也非
病毒的第3类？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2020年第6期《科学世界》。

第一次眼科手术是什么时候做的？
水蛭疗法真的有效吗？被冰冻的人能在
未来复活吗？这些只是《医学之书》这
本插图精美的书中涉及众多引人深思的
问题的冰山一角。

书中涵盖了公元前一万年至今的医
学发展史上最重要、最有趣的250个里
程碑。这条时间线轨迹上有各种各样的
医学主题，充满了怪异的、令人费解的
故事，比如史前流行的颅骨穿孔术、成
为局部麻醉剂的可卡因等，还有希波克
拉底誓言、生物武器、全身麻醉、面部
移植、濒死体验、安慰剂效应、替代疗
法等，这些令人震撼的故事背后展现了
人类对医学的不懈探索。

在今天这个现代医学的时代，器官
移植已经司空见惯，新闻媒体上关于
DNA 和人类基因组奥秘的报道则透露
着这样的信息： 揭开生命的秘密已经
指日可待了……不过，为了取得今天的
这些成就，人类可是一步一个脚印，花
费了数千年的努力。起初，哪怕是轻微
的划伤，也可能让人们面临感染和死亡
的威胁。那时，人们尚不知血液为何
物，“细胞”这个概念都还没出现； 一
种简单的、可让医生听见病人心跳的仪
器的问世，都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进步。
正是从这样的时代开始，人类的医学知

识在不断地累积。
在《医学之书》中，每个条目都很

短，最多只有几段文字。如此安排的好
处是，读者可以很方便地跳至某个主
题，而无须在浩瀚的文字中苦苦搜寻。

比如，你想知道医生最早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研究蛆虫疗法，用以清理伤口、挽
救伤者生命时，你可以直接翻到“蛆虫
疗法”这一条目，阅读该疗法的简短介
绍。

针灸和吐真药是否真的有用？第一
例眼部手术是什么时候完成的？人体可
以冷冻，然后在 100 年之后复苏吗？
黄热病和昏睡症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些
以及其他让人深思的问题，书中也一一
给予了解答。

医学史上最伟大的里程碑事件有哪
些？本书作者说，他通常会提到三件
事。第一个里程碑事件是在手术过程中
使用绷带，用以止血。第二个里程碑式
的事件是，使用全身麻醉药物 （如乙
醚）来缓解疼痛。第三个里程碑事件要
算无菌手术，使用苯酚来为伤口和手术
器材消毒，大大降低了术后感染的概
率。

如果再多说一点，还可以讲讲医学
史上的另外两个关键进步。首先是 X
射线的使用，这是第一个让医生可以直
接看见活人身体内部的开创性方法。其
次是医生和管理机构逐渐对尸体解剖持
开放态度，这让医生可以直观地了解人
体的解剖学结构。这些内容，在《医学
之书》一书中也都有所介绍。

记述医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 思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