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全记录》 由齐鲁
书社出版了。我和作者田晓东是大学同
学，而且我还是他和书中照片拍摄者赵
洪山的牵线人，所以我有机会先睹为快。

晓东在序言里说：这本书“用‘地质
眼’观察审视，紧随‘石’尚，‘八面受
敌’，全面记录和展示中国41处世界地质
公园大地律动的震撼之美和色彩各异的人
文风情。”我就从这三个带引号的词组入
手，谈一点阅读体会。

何谓“地质眼”

我理解的“地质眼”，既要能洞察地
质遗迹蕴含的科学信息，又要能将其景观
之美表述出来。晓东的“地质眼”，首先
体现在他给每个世界地质公园赠送的四字
名号，让人过目难忘。

例如，将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称作“地
质摇篮”——北京西山是我国最早培养地
质人才和开展地学研究的基地，称其为中
国地质学的摇篮毫不为过。

把“五世同堂”的桂冠送给嵩山世
界地质公园，也恰如其分。作为一个经
常带学生来此实习科考的地质学教师，
我认为从定位嵩山地质演化史和地层出
露的基本特质而言，没有比“五世同
堂”一词更言简意赅或更合适的了。这
本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全记录》 的封
面，采用的就是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内的
少室山“书册岩”。

湘西世界地质公园的“双钉峡谷”，

看似生冷刻板了一些，但是看完“双钉峡
谷”之第一个小标题“金钉子”——“全
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之后，你又会感
觉采用这样的题目，正是作者的那双“地
质眼”在起决定作用。

紧随“石”尚

“石”尚一语，一言以蔽之，即发现

石之美，所谓“石不能言最可人”。
“石”尚中有宝石。可可托海世界地

质公园的“三号矿坑”，盛产绿柱石、祖
母绿和海蓝宝石等真正的宝石；沂蒙山世
界地质公园的蒙山园区，是全国唯一的钻
石主题公园，如今已成为花海求“爱”、
爱情铭“钻”的浪漫之地。

“石”尚中有雅石。大理苍山世界地
质公园的苍山大理石，可制作“端友”石
屏；石屏可见“危峰断壑，飞瀑随云”，
明代即被列为“文房十友”之首。

“石”尚中有化石。无论是伏牛山世
界地质公园的“恐龙蛋”、自贡世界地质
公园的恐龙化石，还是房山世界地质公园
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都是妥妥的化
石界的“天花板”。

人与风景相遇是一种缘。通过阅读
本书领略“万壑千岩变态生，卧游亲历
笑曾经。一方盆景频看画，百叠芙蓉俨
作屏。雨潜洞天巢石笋，云横嶂岭泄飞
琼”的气象万千，是一种精神享受。

“八面受敌”之法

“八面受敌”，本义是大文豪苏东坡提
倡的读书法，晓东此处借指“广泛收集资
料，资料来源既有无数地质工作者的论文
专著，又有县志、山志、游记，还有历代
骚人墨客游历登临留下的诗词歌赋，更有
珍贵和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等”。惟其如
此，他才能大施拳脚，下笔成文，不受
窒碍。

晓东又葆有一颗诗人心，并多有诗文
创作。例如，宁德世界地质公园，紧随

“石”尚之余，加上一节福鼎问茶，还信笔
为“蝴蝶茶”做了两首小诗：其一，“鸿雪
洞前认故家，因缘生叶不生芽。分身可作
庄周梦，白梗今称蝴蝶茶”；其二，“终日
向人多酝藉，年来水木湛清华。心眉交展
凭滋味，差似白毫绿雪芽”。还有 《周口
店》“猿人牙齿现遗踪，考古命名赖‘二
生’。发掘惊天头盖骨，同乡校友裴文
中”；《月牙泉》“党河幼女月牙泉，惯识洪
荒幽且闲。眸子天生蒙古褶，风沙作意莫
能沾”等。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证
明其写作诗歌的才华。

晓东对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译，一直
很感兴趣。这个爱好，让他在关于可可托海
世界地质公园的那篇文章中得到极好的发
挥。可可托海，哈萨克语“绿色的丛林”，
在蒙古语中意为“蓝色的河湾”。“可可”也
译为“青色”，例如可可西里，蒙古语意为

“青色的山梁”，寓意“美丽的少女”；蒙古
语“库库淖尔”，意为青海湖，也是青海省
得名之由来。其中，“可可”“库库”都是蒙
古语青色的译音，因地域不同，译音用字又
略有差异。

这部由田晓东撰文、赵洪山摄影的有
关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普及读物，是一部

“地质眼”与“诗人心”的天合之作，也
是一部将地质科学与人文科学完美结合的
科普佳作。

（作者系河南大学副教授）

在北京一处院落的大门旁，悬挂着一
块书写着“宇宙探索编辑部”黑色大字的
老式木制牌匾。在这所院落中一个简陋的
办公室内，衣着老旧的《宇宙探索》杂志
主编唐志龙身着被他视为珍宝的宇航服，
振振有词地讲述着自己30年来搜寻外星人
的“辉煌往事”，丝毫不在意旁人诧异的目
光。此时，他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在
一场探索外星人的漫漫西游中，唐志龙将
在螺旋式的台阶上迈出前进步伐，向着那

“未知”的存在问出一个关乎人类存在意义
的重要问题……

上述情节，出自4月1日上映的科幻影
片《宇宙探索编辑部》。本片主要讲述了唐
志龙在接收到了一个疑似来自宇宙深处的
异常信号后，召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伙伴
们，带着那一个困惑他终生的问题，奔赴
四川一偏僻山村，再一次踏上寻找外星人
旅途的故事。

不同于传统的科幻影片，本片的表现
风格显得十分朴素，它没有大量陈列先进
外骨骼设备、超级人工智能、星际飞船等
格外吸引人眼球的元素，而是将故事的背
景设定在了和现实世界几乎一致的时间
点。无论是影片中随处可见的黄色共享单
车、熟悉的公交车站牌、北京市朝阳区
CBD和四川省偏僻山村的诸多真实街景等
物质背景，亦或是日渐衰微的部分传统纸
质杂志和娱乐至上的碎片化社会娱乐风潮
等精神背景，都与现实世界如出一辙。本
片的主要人物更非振臂一呼、引领时代的
完人，更像是存在着诸多缺点、被社会潮
流裹挟前进的普通人，甚至是有抑郁症等
复杂心理疾病的病人。本片朴素的表现风
格，让那关乎人类甚至宇宙的宏大主旨呈
现出格外凸显的反差。

本片的主要剧情集中在主角一行人在
偏远山区探索外星人的过程。在大多数人
的印象中，探索外星人应该乘坐着恢弘的
太空飞船开启那航行于茫茫星海的无尽征
途，抑或是端坐在先进的射电望远镜旁钻
研着那来自银河尽头无限远点的未知信
号。而本片却让主角一行人在看似不可能

与外星人产生交集的偏远山区进行搜索，
让唐志龙在一座阴森的山洞中求索那困惑
他终生问题的答案。这不仅强化了本片朴
素的表现风格，也为本片的最终主旨提供
了多个可能的解读方向。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本
片的主旨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而
这与对于剧情的不同解读密切相关。

在一些人看来，本片的主角唐志龙是
个不折不扣的偏执人士，他与同行人踏上
这荒谬的寻找外星人的征途，只不过是一
场为了拯救自己心灵的救赎。影片最后的
超自然现象，只不过是唐志龙食用毒蘑菇
后产生的幻觉。所谓的外星人与他口中的

“宇宙的尽头”，只不过是他的幻想。而他
也在最后幡然醒悟，重新回归了正常人的
日常生活。按这样的解释，本片可谓是一
部披着科幻甚至略带奇幻外衣的心灵救赎
奥德赛。

可是笔者却更倾向于认为，唐志龙在
征途结束前所见的一切并不是幻想，或者
至少并非全是幻想。

人类的文明起源于对火的使用，最早
的人类大多居住在自然形成的山洞中，最

原始的艺术形式之一正是在山洞岩壁上的
绘画。在影片最后的超自然现象中，这三
者同时出现在唐志龙身边，很难说不带有
一种独特的浪漫主义。或许唐志龙当时所
看到的，真的是某个“未知”的存在，让
他看到的宇宙尽头与人类存在于宇宙中意
义的答案。正如衔尾蛇或者莫比乌斯环一
般，宇宙的尽头也正是宇宙的开始，亦即
人类文明的开始。人类在宇宙中存在的意
义并不重要。宇宙自身本无意义，是人类
文明赋予了宇宙意义。

正因如此，无论是那壁画上的螺旋状
DNA 图案，亦或是影片结尾唐志龙与自
己的和解，都彰显着人与宇宙的关系，不
应到天空上去追寻，而应该在人和人的关
系中去求索，在深入组成每个人的基本单
元 DNA 中去探寻。星海广阔无垠，其意
义却应反求诸人类自己。

导演郭帆此前曾指出，本片是为了
“探索中国科幻电影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毫无疑问，本片的确是一次勇敢的探索，
将现实主义的复古美学与类型片相结合，
最终造就了这部解读角度多样的科幻
影片。

探索中国科幻电影的另一种可能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李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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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眼”+“诗人心”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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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挑战》电影海报。俄罗斯
邮政发行邮票的图案就是根据这张海
报设计的。

《挑战》 是俄罗斯
拍摄的全球首部“太空
电影”，这部电影在4月
12日世界航天日，举行
了首映式，俄罗斯邮政
在 4 月 20 日发行一枚邮
票 ， 纪 念 该 影 片 的
上映。

《挑战》 讲述的是
发生在国际空间站的紧
急事件：一位俄罗斯宇
航员在出舱活动中心脏
骤 停 ， 尽 管 他 活 了 下
来，但需要立即做手术
才能由联盟号飞船送回
地球，于是，一名叫热
尼娅的女外科医生被派
往空间站实施手术。

热尼娅必须在一个
月内为太空飞行作好准
备，前往国际空间站营
救宇航员。她需要克服
不确定性和恐惧，在失
重条件下进行最复杂的
操作。这将决定宇航员
活着返回地球的机会。

俄 罗 斯 宇 航 局 在
2020年11月发布公开选
角后，有大约3000人报
名 ， 只 有 30 人 进 入
决赛。

要成为女主角，必
须满足年龄、身高、体
重等一系列硬性要求，
还 必 须 接 受 过 高 等 教
育，身体健康强壮。摄
制组 4 名成员 （包括两
名备份） 接受了近 3 个
月 的 严 格 太 空 飞 行 训
练 ， 坚 持 下 来 并 不
容易。

最终，女演员尤利
娅·佩雷西尔德被选中
出演这部电影的女外科
医生，尤利娅 1984 年 9
月 5 日出生于俄罗斯普
斯 科 夫 ， 身 高 168 厘
米，其主要作品有 《女
狙击手》 等，曾获第 5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
女主角奖。

2021年10月5日，该电影摄制组乘坐联
盟号飞船开始了太空之旅，在国际空间站共
停留 12 天，拍摄了 30 至 40 分钟的太空镜
头。影片中生病的宇航员由真正的宇航员奥
列格·诺维茨基扮演，49岁的太空船船长希
卡普罗夫和两位原本已在国际太空站的俄罗
斯宇航员客串演出，还有其他宇航员也参与
了太空拍摄。

这部影片将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昂贵的影
片，使用飞船的费用约45亿卢布，拍电影费
用超过8亿卢布，可能难以收回投资。

有专家认为，该片上映后人们对太空旅
游的兴趣会大幅增加。

《宇宙探索编辑部》电影海报 （图源：豆瓣电影）

近日，2023 年中国好书 3 月推荐书目发布，
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
本丛书》等入选。该榜单是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
下，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

本书以简洁的文字、精美的绘图，讲述了竺
可桢、钱学森、屠呦呦等著名科学家的成长、学
习及工作经历，展现了他们身上不畏艰难、爱国
报国、刻苦钻研的可贵精神，并介绍了相关学科
领域的基础知识。

中国好书2023年3月推荐书目：
《中国式现代化论纲》，洪银兴著，江苏人民

出版社。
《雷锋：人类美好的向往》，陶克著，湖北教

育出版社。
《这才是丝绸之路：重抵历史现场的行走》，

侯杨方著，中信出版社。
《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1937-1946》，闻黎

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小虫子》，庞余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凉州十八拍》，叶舟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麦家陪你读书》，麦家主编，花城出版社。
《极简中国服装史》，华梅著，人民美术出版社。
《基因智慧》，范云六、林敏、王友华著，科

学普及出版社。
《雪线上的边关》卢一萍著，长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讲给孩子的故宫里的明清史》，阎崇年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任福君主

编，北京出版社。

“共和国脊梁”
科学家绘本丛书
入选中国好书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全记录》，田
晓东著，齐鲁书社2023年1月出版。

书香·文史 75科普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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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一名航天员？航天服上的腕表
有什么特别？航天员出征前怎么体现“中国
味儿”？机械臂如何配合航天员工作……中国
航天员刘伯明写书记录太空生活，让青少年
感受到与航天员面对面探讨科普知识的乐趣。

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太空虽然黑暗，
但是人类希望看到浩浩天宇的好奇心和探索
欲点亮了它；太空虽然神秘、遥远，但是航
天员一次又一次的飞天路拉近了与它的距
离。“我长大后也要做一名航天员。”神奇的
宇宙飞船往往能够给予孩子们无限美妙的遐
想，生出遨游太空的梦想。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
天员，“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航天功勋
奖章”和“二级航天功勋奖章”获得者，刘
伯明曾于2021年乘坐神舟十二号飞船在太空
出差90天。归来后，刘伯明结合飞天日记汇
集成《我把理想写进空间站》一书。

记录太空奇遇让人身临其境

翻开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的《我把理想
写进空间站》一书，转椅训练、体能训练、
下水训练、交会对接模拟等照片揭秘了刘伯
明的日常训练生活。

“航天员这个职业，在很多人的眼里
是光鲜亮丽的，也可以说是偶像级别的，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要‘吃尽苦头’的职
业，要接受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各种极限挑
战训练。”特级航天员、国际宇航科学院
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
伟在序中说，“伯明在书中展现了很多训
练的图片，可以看出航天员训练是多么的
艰苦。”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是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
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天宫”空间站的建造
极其复杂，涉及航天员、载人飞船、货运飞
船、运载火箭、空间站、发射场等多个系
统。普通人通常会被如此复杂的工程搞得一
头雾水，但是刘伯明却将空间站的故事娓娓
道来，让公众走近了解航天工程。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刘伯明在太空写下
了20多篇日记，详细记录了他54岁这年的
飞天经历，分享在太空中经历的或惊险或神
奇的故事。

离开北京航天城飞赴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感叹“生命的禁区”孕育了国防和航天
事业的摇篮；在激昂的奏乐声里，在热烈的
送行人群中，登上神舟十二号飞船；在火箭
飞出大气层，二级发动机关机后，随身携带
的日记本和笔飘了起来，人从座椅上逐渐抬
升，体验再次失重的感觉；在神舟十二号飞

船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完成时，撞击的力量推
了座椅一下；在太空失重环境中完成分拣
工、拆卸工、装修工等多种角色，努力把

“天和”建造成梦想中的太空家园；乘坐飞
船返回舱着陆到东风着陆场……在刘伯明的
点点滴滴的记录中，我们在文字的力量下身
临“天阙”，惊叹其直通天地、“太空出差”
的奇遇。

为梦想义无反顾再度起航

“理想是磐石，初心不改，矢志航天。
为了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我们的征
途一直是星辰大海！”2021 年 9 月，在距离
地球表面约39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刘伯
明挥墨写下了“理想”二字。

杨利伟说：“在实际训练时，航天员手
里都会拿着一个报警器，当达到身体极限难
以承受的时候，可以将报警器按下，此时训
练就会停止。但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一名航
天员将报警器按下，为什么？我想伯明在书
名中就给出了答案：理想。”

在2021年6月16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上，刘伯明被问
到，距离他执行神舟七号任务已经 13 年
了，再次入选神舟十二号任务乘组，13年里
最大的体会和变化是什么？

刘伯明在书中给出了答案：“这 13 年
里，我们每一名航天员都在紧张备战，都在
为梦想而坚守，都在为使命而拼搏；这 13
年中，中国航天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将梦想变
为现实，我也在追逐梦想的征程中不断前
行。”

“我深深感受到了刘伯明同志在以极其
坚定的报国志向和坚强的意志在践行着他的
使命，国家需要、任务需要就义无反顾地奔
向星辰大海，他的飞天故事值得新一代年轻
人品读，从中可以学习第一代航天员是怎么
样为航天强国奋斗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介绍。

正是心中秉持着这种理想，刘伯明在执
行神舟七号任务过程中，面临“火灾警报”
时首先想到的是，要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太
空，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正是心中秉
持着这种理想，他在执行神舟七号任务后，
并没有站在英雄的光环下骄傲自满，而是一
如既往地投入到更加严格的训练中，再次飞
天圆梦。

据悉，该书目前已进入“开卷 2023 年
第一季度新书三大榜”前30名。

神舟十二号乘组航天员指令长聂海胜表
示，希望通过这本书，可以点亮新一代年轻
人心中的航天梦，接续奋斗，漫步星宇。

《我把理想写进空间站》：“太空出差”全记录
□ 科普时报记者 张英贤

《我把理想写进空间站》，刘伯明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开什么宇宙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