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化学工业出版社推出了 《冰洲
上的游戏：段煦南极博物笔记》，该书为

“2018中国好书”《斯瓦尔巴密码：段煦北
极博物笔记》姊妹篇。作者段煦以多年来
在东、西两个半球南极洲考察记录为基
础，用博物学者的视角和科普作家的客观
笔触，对南极洲的多个生物栖息地、地质
调查点、历史人文遗迹、自然风光资源集
中区域进行科学描述与人文解读，通过详
细生动的文字、真实精美的照片、亲手绘
制的插画、与作者同视角的纪录影片，全
方位介绍南极洲的景观、物种、遗留物、
自然现象等。这本书既是传播科学文化知
识的原创科普著作，也是一部充满生命情
怀和探索精神的自然文学作品。

有关南极的书籍近年虽然出版了不
少，但系统、完整地介绍南极动植物、地
貌景观的图书不仅缺乏本土作者撰写，就
连译作也未曾在市面上见到过。本书的出
版，填补了国内读者和旅行者对于系统了
解南极自然世界知识需求的空白。对于赴
极地工作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也不失
为一本内容丰富、详实客观的参考书。

作者段煦是一位青年极地博物学者。
他说：“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在野外
如果能清楚知道眼前所观察到的东西都是
些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只有‘多识于鸟
兽草木之名’，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穷
物理之当然’，探讨更为深入和广泛的问
题。而对于科考活动本身，每一次考察的
时间和行程都弥足珍贵，何况是常人所难
以抵达之极地，因此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
自己之所见为何物，归于何类，与何事相
联系，常常能在有限的考察活动中发现更
多有价值的问题。而对于普通的旅行者，
有了这些宏观知识，对于所观察事物的认
识层次也会显著提高，更加不辜负自己通
过艰辛努力到达这里所付出的一切。”毕
竟，南极是地球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地区，
那里所保存的是地球上未经人类改造过

的、保持了最原始地形地貌的地区和种类
繁多的野生动物家园，不能视作一般的目
的地。

在文字描述上，均以作者本人“讲故
事”的方式模拟“现场讲解”，配以近千幅
作者在南极拍摄的照片。书中的博物地
图、插画和附录——“南极海鸟谱”“南极
海兽谱”图录，均由作者在现场速写或真
实照片“临摹”的基础上，采用传统的工
笔彩墨画依原貌绘制。由于作者在从事博
物学考察的同时还兼任自然科学纪录影片
的主创工作，因此跟随作者考察的摄制团
队积累了上千小时的极地视频素材，本书
在编辑时特意遴选、编辑出近30段、总长
度近1小时的“作者同视角影片”作为图文
内容以外的补充，读者扫描书中二维码观
看时，会有身临其境之感。

对于撰写这两本“博物笔记”姊妹篇
的初衷，段煦表示，把他所知道的、丰富
的极地自然世界介绍给我国公众，尤其是
青少年，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够“卧游”
极地，领略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和人类不断
探索进取的精神，激发探索热情。这对开
拓视野、提高科学素养、传播科学精神，
以及培养极地研究的后备力量大有裨益。

（于翔）

2013 年 1 月，牛津农业大会会场，
反转基因斗士马克·莱纳斯发表了一次
不 同 寻 常 的 演 讲 。 说 这 次 演 讲 不 寻
常，是因为他的演讲没有延续以往的
风 格 ， 即 揭 露 转 基 因 食 品 种 种 “ 罪
恶”、猛烈抨击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孟山
都、指责从事转基因产品的人“被贪
婪吞噬了灵魂，正在毁灭世界”，相
反，他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公开
坦 言 ，“ 我 现 在 彻 底 后 悔 了 ”。 因 为

“答案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在这个
过程中，我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环保
主义者”。

20 多年来，很多人仍然谈“转”
色变，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害身
体健康或者对环境有害，而莱纳斯也
曾是最早发起破坏转基因农田的活动
家之一，他甚至还参与过偷盗多利羊
的秘密行动，因为“我们所反对的不
只是针对作物的基因工程和孟山都，
反对的其实是生物技术领域的整体科
研进步，以及对‘繁殖’这一有性生
命 过 程 进 行 技 术 操 控 的 想 法 。” 当
然，他们这一偷盗行为最后以失败告
终。

那么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让介入
反转运动如此之深的莱纳斯彻底改变
了自己的立场，他是如何看待转基因
这 项 技 术 的 ， 以 及 作 为 一 个 “ 过 来
人”，他如何评价“反转运动”，也许
读者们可以通过 《科学之种》 这本书
来自己寻找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在这本书中，莱纳斯回溯了转基
因技术的起源，介绍了发明这些技术

的 一 些 科 学 先 驱 ， 比 如 孟 德 尔 、 马
克·范 蒙 塔 古 、 奇 尔 顿 等 等 。 他 认
为，首先对这些技术表示担忧的并非
我们当前所熟知的环保团体，而是科
学家群体自身，也就是“研发和部署
新型杂交 DNA 生物的那一批科学家先
驱”。早在 1971 年，这样的议题就被提
了出来，因为“他们担心的问题是，
重组后的 DNA 可能会产生某种新型病
原体，带来致命后果”。应该说，这种
担忧的出现，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
文化情境。因为在这样一个发生遽变
的 时 代 ， 很 多 科 学 家 对 越 战 感 到 愤
怒，担心学术机构的技术会有双重目
的……同时作者还表示，“反转”运动
的开端应该是 1977 年 3 月 7 日，那一
天，杰里米·里夫金在美国科学院的会
议上发起了示威。而全球第一起反转
基因的毁坏农作物行动发生于 1987 年
的 5 月，而此时世界上第一种基因移植
作物刚刚被培植出来4年。

在立场发生 180 度转变之后，莱特
纳走访了全球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
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他走入乡村与作
物种植人员进行深入交流，也获得了
有关转基因作物的第一手资料。在非
洲的一些国家，转基因作物一直未被
合法化，甚至认为“偷种”是一种违
法行为，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非洲国
家宁愿让国民食不果腹，也不愿意种
植转基因作物？

在作者看来，“非洲发展落后，欧
洲算是罪魁祸首”，“主要由欧洲捐助
者资助的外资非政府组织，拖延或阻

碍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也限制着整个
非洲现代农业的发展”。

同时，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也会
看到在这些国家中蔓延着一系列关于

“转基因”的谣言，而欲抗击这种谣
言，仅仅依靠科学事实是不够的，因
为非科学的信念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并且不太可能受到任何科学事实的影
响。或者说，不是由逻辑和事实所形

成的态度也不能被逻辑和事实所影响。
实际上，这就不得不谈到我个人认

为本书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第七
章到第十章。

虽然作者转变了立场，从以往的
“反转”变成了“挺转”，但是他并未
将“反转”贬得一无是处，或者说他
变得客观和中立了。作者主张，“当科
学证据与伦理道德有冲突时，拒绝科
学 证 据 并 不 可 耻 ， 只 要 开 诚 布 公 地
做。歪曲科学证据，用它做理性主义
者的遮羞布，去掩盖暗中的伦理道德
异议，这是不对的。”

至于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我想大概本书的最后一段话已经给出
了答案。“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再重
蹈覆辙了。我们已经浪费了 20 年为一
种育种技术而争吵，如果这种技术得
到合理使用、符合公共利益，无疑能
够帮助全世界对抗贫困、让农业更加
可持续。我们不要再浪费更多的 20 年
了。”

而对于读者来说，不论你对“转基
因”这种技术持何种立场，实际上这
都是一本值得去仔细阅读的书，“反
转”人士可以了解下转基因到底是怎
么回事，它是怎么来的，一些“反转”
的理由是否在科学上有达成共识的依
据，而“挺转”人员也可以吸取一些经
验教训，反思下为什么“转基因”的科
普和推广会屡战屡败，双方都做对了什
么，又都做错了什么。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
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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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为 何 从 “ 反 转 ” 变 成 了 “ 挺 转 ”
□□ 王大鹏

新书出版，请人写推荐语，成为出版营
销的一种时尚手段。但是，对被约请者来
说，要想把推荐语写好、写出新意，还真得
需要花费一番脑子。

位于伦敦的英国自然博物馆是世界上最
重要、最综合的自然标本、文献和艺术品收
藏地之一。2017 年，化学工业出版社引进
出版了《博物学家的传世珍宝》一书，该书
为英国自然博物馆藏品精选集，按图书文
献、植物、动物、昆虫、古生物、矿物6大
类共收入馆藏珍品233件，并对这些藏品的
科学重要性、艺术鉴赏性进行了详尽分析，
讲述了这些藏品背后的传奇故事。

这是我第一次应约写图书推荐语。通读
全书后，我把《博物学家的传世珍宝》的读
者归纳为三类人——从没游览过英国自然博
物馆的，已经游览过英国自然博物馆的，以
及打算深入研究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读者。于
是，推荐语就写成了：“你可能没有机会去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浏览这本书，将可以
弥补你的这一遗憾。你可能已经去过英国自
然历史博物馆，但仍觉意犹未尽，阅读这本
书，将对其中的珍品及其背后的故事有着更
多的了解。你如果想破解英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的秘密，研读这本书，将获得鲜为人知的
奇珍异宝。”

接着，化学工业出版社又约请我为《博
物学家的传世名作》写推荐语。该书是《博
物学家的传世珍宝》的姊妹图书，精选了近
500年来31部经典博物学家的传世名作，借
助31篇简练生动的文字和200幅精美珍贵的
手绘插图，回顾了这些伟大著作的诞生历
程，重现了那些有关探索与发现、科学与艺
术的历史时刻。我写的推荐语试图概括这部
精美博物学名著的主要内容：“阅读伦敦自
然博物馆图书馆组织学者编写的《博物学家
的传世名作》一书，相当于欣赏了从15世
纪到 20 世纪约 500 年间 31 种手绘水彩插图
本博物学传世之作。这些或科学上独树一
帜，或历史上独一无二，或艺术上举世闻名
的作品，昭示了博物学著作的创作与科学及
其发展的相关性，彰显了博物学家对科学的
发展和认知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宣告了自身
已成为自然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芳烈先生长期从事科技期刊、科技图书编辑出版
以及科普创作工作，他曾任《电信技术》《电信科学》杂
志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
理事长等职，是我敬重的编辑出版前辈。2021年1月，人
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他的科学文化随笔集《翰墨鸿影》，我
十分荣幸地被约请为该书写推荐语。

《翰墨鸿影》 含“文化记忆”“科普随笔”“编创杂
谈”三大部分，记述了陈芳烈先生半个多世纪科普创作
和编辑工作的心路历程、人生感悟、编撰思考、出版情
怀和逸闻趣事，彰显了他对编辑出版、选题策划、科学
传播等理念的深刻理解。掩卷沉思，我以对联的形式为
老先生的新著写下了这样的推荐语：“科技新域苦探索，
穷究宇宙信息奥秘，椽笔深解知识传播谐趣事；梨枣乐
园勤耕耘，铸造图书特色品牌，美文畅抒编辑出版善真
情。”

《天上疆域星图中的故事》是人民邮电出版社推出的
一部优秀原创天文学科普图书。作者李亮现任中科院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科普创作笔耕不辍，著作颇
丰。星图是人类认识世界、探索宇宙、彰显想象力和创
造力的最原始自然景观。本书科学解析了星座的起源与
确立过程，诙谐地讲述了星图浪漫而又神奇的故事。读
者据此可感知古人的智慧，破解宇宙的奥秘，了解不同
的星空文化如何交相辉映，领略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壮美
和深邃，继而激发仰望星空、探索宇宙、思考人类文明
进程的兴趣。有感于斯，我为青少年读者撰写了如下推
荐语：“仰望星际，天上疆域浩瀚无涯，星空图案纷繁璀
璨，激赏学界才俊图解神秘茫茫宇宙；欣读科普，书中
故事生动有趣，科学文化水乳交融，感佩传播专家文授
益智绵绵知识。”

用诗词写图书推荐语算是我的一大创新。人民邮电出
版社即将出版引进版科普图书《视觉之旅：神秘的机器世
界》，该书内容涉及透明产品、锁具、钟表、衡器、纺织
等方面的精巧机械科技知识，可谓创意新颖、藏品独特、
设计精美、装帧华贵、摄影上乘、叙事风趣，实为优秀精
品科普图书。样书先睹为快，颇多感慨，遂填《水龙吟》
词一首，以作图书推荐语：“视觉之旅剖机器，乐解科学
原理。透明产品，无遗一览，个中工艺。锁具钟表，匠心
奇巧，构思缜密。展衡器纺织，度量温暖，求公正、妆瑰
丽。//优秀图书创意。典藏籍，译编给力。普及科技，娓
娓叙事，内容欢喜。排版灵鲜，装帧华贵，立新标异。阅
名家著作，增知启智，卷开得益。”

图

书

荐

语

说

创

新

□□

苏

青

1923年，正值居里夫人发现镭二十五周
年，巴黎大学举行纪念大会，宣布法国参众
两院全体议员通过的议案——以国家的名义
赠予居里夫人酬劳金每年4万法郎，藉以表
达法国政府和人民对科学家最隆重的敬意。
也正是在这一年，遥远的东方，一个青年学
生漂洋过海，来到巴黎求学，日后走进了居
里夫人实验室。

这个东方青年就是我的爷爷严济慈。
2019年初夏，我带着女儿和侄女，飞往

巴黎，寻访爷爷曾经学习和生活的足迹，探
索爷爷青年时代走过的求学救国之路。

巴黎的寻访之旅，充满了温馨而奇妙的
见闻和体验。时光已流逝近一个世纪，而
1923年爷爷在巴黎求学时住过的公寓，至今
仍是巴黎大学的学生宿舍；宿舍里依然窗明
几净，和煦暖心。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我看
到了爷爷 1927 年的博士论文；论文的封面
上赫然写着“献给父母、未婚妻、恩师”，
亲切感人。尤其令我兴奋而感慨的是，在巴
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我看到了爷爷当年
的求职信和工作证原件，还有爷爷与居里夫
人的往来信件。一切都完好如初，仿佛坠入
时光的隧道，见证着爷爷与居里夫人相识相

交的深切情谊。
时光再回到 1923 年 10 月，爷爷从上海

登船赴法。在巴黎大学，他得以近距离聆听
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教导，踌躇满志，意气风
发。1924年2月14日，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
说：“当今之学者，其高等学程全由专家担
任，均是某研究所之指导或研究，如担任天
文学者则为天文台长，如担任稀气管通电者
则为居里夫人，而实验室则彼之镭研究所
也。吾于今为学未始，唯遥想前途，每用自
喜，倘得安心一意读二年书，当能补前此之
蹉跎也。”（《法兰西情书》 第 62 页，商务
印书馆，2021年）可见，爷爷此时已经有心
求学于居里夫人实验室。

爷爷以聪慧的天赋和超常的努力，仅用
一年时间考取了三门主课文凭，获得巴黎大
学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建校以来尚无前
例；这使得他一夜成名，为人瞩目。1925年
7月8日，他给未婚妻写信报喜：“物理已于
昨晚出榜，吾取甲等（共有九人，无一人为
特等者）第五名，前三名为高等师范生，第
四为居里女士Mlle Curie，乃居里夫人之女
公子。”（《法兰西情书》第288页，商务印
书馆，2021年）显然，能够比肩居里夫人的
女儿，同科出榜，爷爷的欣喜溢于言表。

主持物理口试的主考老师是法国著名物
理学家法布里教授。结束考试时，法布里教
授当面夸奖这个东方青年：“严先生，你的

考卷是最好的一篇。”之后，法布里教授特
聘这个东方青年到他主持的巴黎大学光学实
验室工作。

1925 年 10 月，爷爷进入法布里教授的
实验室。教授交给他的研究课题是“石英在
电场下的形变”。这在当时是世界级难题的
一个分支。这道难题起源于皮埃尔·居里和
玛丽·居里的指导老师李普曼的理论推测。
李普曼认为，从理论上分析晶体压电效应的
正现象和反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两个系数
应该相等。皮埃尔·居里和他的哥哥雅克·居
里共同研究晶体压力效应，发现了晶体的对
称性，被称为“居里对称原则”。居里兄弟
通过实验，证明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的存
在，但由于数量上还无法测定，难以用数量
加以表达。因此，如何从实验上测出晶体压
电效应反现象的准确数据，从而验证它的存
在，成了当时物理学界的难题。

刚刚拿到硕士学位，年仅 25 岁的爷
爷，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魄，担起了“石
英在电场下的形变”这个与居里夫妇有关的
课题。

居里夫人 （玛丽·居里），本名玛丽亚·
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 （1867年11月7日－
1934年7月4日），法国籍波兰裔物理学家、
放射化学家。她是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
也是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她开创了
放射性理论，发明了分离放射性同位素的技

术。她发现了钋 （Po） 和镭 （Ra） 两种新
元素，造福于人类。正是在她的指导下，人
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她
是一位将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科学事
业的伟大科学家。

爷爷走进居里夫人主持的镭学研究所，
想向她请教并借用比埃尔·居里早年用过的
石英晶体片。当时居里夫人正在做实验，见
这位中国青年到来，她立刻放下手中的实
验，热情地招待了他。爷爷向居里夫人提出
了许多问题，居里夫人一一详尽解答，而后
郑重地把自己丈夫皮埃尔·居里使用过的石
英晶体样品交给这个中国青年，用作研究材
料。此后，居里夫人多次询问课题实验的进
度，并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帮助。那时候，居
里夫人早已名满天下，主动关照一个尚无功
名的东方青年，不仅体现了一个科学家博大
的胸襟，更显示了科学家之间那份纤尘不染
的情谊。

爷爷没有辜负居里夫人的关怀。他钻进
实验室，舍弃了一切社交，把全部的时间和
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中。他用一年多的时间，
不仅完成了法布里教授交予的课题，更进一
步拓展、完善了法布里教授当初命题的内
容，依实验所得写成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
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

1927年6月18日，爷爷通过论文答辩，
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继而登上了

回国的轮船。
1928 年 11 月，爷爷获得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甲种补助金资助，再次前往法国。在巴
黎大学，爷爷先是到法布里教授主持的光学
实验室做研究，然后进入了居里夫人领衔的
镭学实验室。此时，正巧居里夫人刚刚购置
了一架显微光度计，便让我爷爷帮着安装调
试。后来，爷爷还用这台光度计做了一些研
究中的测量工作。在法国历时两年的访问研
究中，爷爷不仅有向居里夫人当面请教、切
磋的时间，也有与居里夫人书面交流的通
信。在巨人的指引下，爷爷掌握了当时世界
上最为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发展潮流，从而明
确地选定了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
委员会委员）

走 进 居 里 夫 人 实 验 室 的 中 国 青 年
——爷爷严济慈与居里夫人的情谊 （上）

□□ 严慧英

居里夫人（图片由作者提供）

慧语念慈

《冰洲上的
游戏 段煦南极
博物笔记》，化
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观看视
频内容请扫描
二维码。

图1为豹形海豹：豹形海豹是一种身形敏捷如豹，并且身上长有如同
豹斑样黑色斑点的海豹。它们是凶猛的食肉兽，以企鹅、鱼甚至比它们身
形小的其他海豹为食物。

图2为白眉企鹅和它们的雏鸟：每年2月初，是南极半岛上的白眉企鹅
在繁殖季最为忙碌的阶段，大多数巢台上几乎都承载着两个胖乎乎、毛茸茸
的小家伙了。

（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 科 学 导 游科 学 导 游 ”” 带 你 畅 游 南 极带 你 畅 游 南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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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种——我们为什么深深地
误会了转基因》，马克·莱纳斯著，朱
机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