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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的纪录片制作分为自然、文史、
科技3个主题。《地球的力量》《生命》《向
深海出发》是自然纪录片的“看家三
宝”。为了将这份震撼以更为隽永的方
式留给人类，BBC科普频道推出了这3部
经典自然纪录片的同名书籍：《地球：行星
的力量》《海洋：深水探秘》《生命：非常的
世界》，合称“BBC科普三部曲”。

2024年，中信出版社对该丛书进行
了重新修订，并推出十周年致敬版本。
其中，《地球：行星的力量》讲述了关于
地球的诞生、生命和未来的史诗故事；

《海洋：深水探秘》用200幅实地拍摄的
图片，向我们揭示了神秘的海洋景象。

《生命：非常的世界》讲述了大自然中
100多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3本书结合科考队的探险经历与故
事，分别从地球、海洋和动植物的角度，
呈现丰富多彩、全面动人的自然博物
知识。

遥望星空，向往海洋，探索生命，人
类的浪漫不止于此，也永无止境。

跟着科考队探寻自然

“BBC 科普三部曲”，［英］
伊恩·斯图尔特等著，中信出
版集团出版。

好书推介

《认识中国湖》这本书甫一推出，
便引起一片惊叹——好美的科学读
物啊！殊不知，这本书是“卷”出
来的。

15万字的原稿，曾被删减至8万
字，又补充增加到 10 万字。从一开
始，作者和编辑团队就不知不觉地投
身于一场激烈的“内卷”。作者最初
也没有想到，在交出了约 15 万字的
文稿后，竟然还会被追着提问、补充
那么多内容。编辑和作者像身处漩
涡一样，互相推动着旋转，力图在科
学和人文之中、在专业和亲切之间找
到一个平衡点。

作者来自不同专业

这是一本综合性比较强的科普
读物。内容包括了湖泊的命名文
化、地质成因、湖水的物理化学性
质、湖泊生物生态、保护现状，以及
人文历史、科学家故事，将 22 个著
名湖泊作为实例进行了分析。这样
多维度的内容就意味着更多的核实
工作。

科学内容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不同专业方向的老
师负责撰写；书中与古代诗文相关的
内容，以及湖泊在古代地理上的关系
对应，则需要编辑花费大量时间去查
阅古籍进行考据，或者向熟悉《水经
注》的专家求助。

初样的纸稿上，留下了来自不
同专业背景的作者、编辑的批注笔
迹，有的疑点甚至进行了几轮讨论
才确定下来。感谢互联网时代，能
让作者、编辑两个团队在相隔 300
千 米 的 上 海 、南 京 两 地 无 障 碍
交流。

诗意呈现湖泊美好

在整理关于中国湖泊的人文作
品时，我们觉得光把古诗词和历史轶
事做成插文颇不过瘾。既然历代描
绘湖泊的诗文那么多，为什么不让这
本书的人文气息更浓些呢？

于是，编辑为“中国湖，各有故

事”章节的每一个湖泊配上了由古诗
词转化而来的小标题。鄱阳湖是“人
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洞庭湖是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
螺”，巢湖有“万顷茫茫一镜平，老蟾
飞影出沧溟”……湖泊的美好根本写
不完，科学和文化，总能在最有趣的
转角相遇。

翻开目录，读者会发现章节标题
经过精心搭配，阅读内文，又能在细
节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设计细节彰显中国元素

设计团队也被我们卷进了急
流。从一开始的 3 次改样，到最后
的无限修改，版面设计编辑、封面设
计师和插画师都没了脾气。打开手
头的废稿文件夹，仅封面设计稿就
有 11 个版本；版式设计曾经也有 3
种方案……

编辑团队非常想体现中国元素，
又不愿意用亭台楼阁、秀气山水把

“中国湖”这个概念限制了——湖泊
明明都形成于壮丽的地质事件。封
面设计师在拼接两张航拍图时，觉得
两张图气势有余、含蓄不足，比画多
次后，干脆从别的照片上移来一缕白
云，顿时画面仙气缥缈，让人有乘云
俯瞰的感觉。

我们想让内页和封面在细节上
更有呼应。若干次头脑风暴后，团队
商定采用小篆和印章元素。我们想
让插文更为突出，但形状规则的色块
衬底会让版面显得呆滞、不透气，设
计师便画出毛笔笔触，抠出来作为全
书插文衬底。

《认识中国湖》是作者和编辑团
队共同开展的一次尝试。“认识中
国”书系值得投入这样的情感和时
间，因为科学和美本来就是一体的
两面。
（作者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

科学与人文“卷”于湖中
□□ 陈怡嘉

3月26日，《核战的场景》出版。书
中描绘了令人震惊的灭绝人类的核武
器大战的场景。如今俄乌战争经久不
息，这本书的出版将再次唤醒人类的良
知，使人类正视科技带来的难以预料的
后果，并关注未来与命运。

该书作者是普利策奖获得者、《纽
约时报》畅销书女作家安妮·雅格布
森。为了完成这本书，她做了十多年的
跟踪研究，采访了数十位专家，同时掌
握了有关核武器的大量文献，其中包括
一些直到近年才被解密的重要文献。

该书作者认为，除了小行星撞击
外，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在几小时内终结
我们所熟悉的世界，那就是核战争。而
这场战争的触发因素之一，将是一枚射
向美国的核导弹。

核武器的诞生与首次使用给人类
的警醒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核战
的场景》让我们想起美国著名记者约
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

情况的报道。他曾以《广岛》的报道获
得普利策奖——1946 年 8 月 31 日出版
的《纽约客》杂志上首次发表了他的非
小说描述《广岛》，这篇文章描述了原子
弹时代严峻的现实，用6名日本幸存者
的回忆与亲身感受讲述了地球上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后的恐怖场景。

爱因斯坦阅读后，感慨“我相信赫
西先生已经为（原子弹的）可怕后果描
绘了一幅真实的图景”。奥本海默在核
战争发生后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原子
弹真正使用以前，将原子能利用的资讯
公开，美国的道德力量将会大大加强。”
2023 年上映的《奥本海默》传记电影讲
述了各种政治力量在制造原子弹这个
杀人巨器过程中的作用，相信观众已经
深刻地了解了该片对于科学与伦理的
讨论。

在这个世界上，一枚核导弹的爆炸
将引发另一枚核导弹的爆炸，而世界末
日的安排只需要在几秒钟内做出决
定。有人寄希望于核弹拦截技术，雅格
布森则用导弹防御局的测试数据回应，
核弹最多有50%的拦截机会。

数据还显示，拦截远程弹道导弹的
难度与核动力以及核武装潜艇构成的

威胁相比，又相形见绌。核潜艇能够随
时随地在海洋中突然出现，实现导弹齐
射。美国武器库中的14艘“俄亥俄”级
核潜艇，每艘爆炸当量比二战所有国家
使用的所有爆炸物的总当量还要高，包
括摧毁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颗核弹。
更可怕的是，像“三叉戟”Ⅱ这样的潜射
导弹可以在短短 3 分钟内到达目标地
点，人类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

如果你在寻找某种英勇的救赎行
为，那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政府方
面。作者在这本书中没有留下任何令
人欣慰的信息。雅格布森描述的场景
是如此详细和可信，它会让你在晚上
无法入睡。

这本书要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由
于美国、俄罗斯和其他有核能力的国家
目前采取的“警告即发射”的姿态，在很
大概率上（也许接近100%），仅仅使用一
枚核武器就会引发一场“全面核战
争”。这或许会带来一个后果：人类的
彻底灭绝。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
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一枚核导弹或将导致人类灭绝
□□ 李大光

《认 识 中 国 湖》，薛 滨
郭娅 龚伊 陈怡嘉著，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个个湖泊就像一颗
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
大地上。你对身边的湖泊
了解多少？你知道它们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吗？中华
民族的繁衍发展、文化积淀
与这片土地上的湖泊是分
不开的。认识中国湖泊的
旅程始于文字、始于书本，
但你与湖泊的真正相遇则
需要亲身去体验。

《核战的场景》，安妮·雅格布森
著，杜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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