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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两千多年前，
司马迁已发现西南地区

存在着夜郎等地方政

权， 还分布着众多无统
属人群。 作者在过去著
作中， 探讨了有着自身
地方性政权传统的人

群， 逐渐融入中国大一
统王朝国家的历史进

程。 本书则从身份与记忆的层面，探讨这一进程
对近代西南地区的影响，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
实性与合理性进行说明，并揭示西方学者的一些
偏激观点在学理上所存在的问题。

（综 合）

集齐 25位科学大咖

《未来架构师》引领科普阅读新体验

《鸟有膝盖吗》

作者：（英） 斯蒂
芬·莫斯

出版社：未读·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

简介：本书由英国
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出

品 ，BBC 鸟类专家精
心编撰。 全书吸取了
最新的研究成果 ，包
含 450 个有关鸟类的
问题， 并配有 200 多
幅鸟类摄影作品 ，巧
妙融合了知识性和趣味性。 在作者斯蒂芬·莫斯
的一生中，他花费了大量时间解答关于鸟类的种
种问题，他以鸟类专家的独到和媒体人的平易近
人，为各种鸟类爱好者们献上了一场关于鸟类信
息的饕餮盛宴。

《重读八十年代》

作者：朱 伟

出版社：中信出
版社

简介：本书是朱
伟三年阅读和写作

的结晶 ， 他逐一重
读了活跃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至今的重

要 作 家 的 经 典 作

品 ，条分缕析 ，系统
解读了王蒙 、李陀 、
韩少功 、陈村 、史铁
生 、王安忆 、莫言 、马原 、余华 、苏童 10 位标志
性作家的作品 ，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
一个作家。

中国首档大型探索未来互

动演讲节目《未来架构师》近日
推出深度阅读版。著名物理学家
霍金、 大数学家丘成桐等 25 位
离未来最近的扛鼎级人物先后

登场，围绕当下科学热点，为普
罗大众打造了一场既有意思又

有意义的科学盛宴。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 ： “科

学”， 一直是高高在上的神秘殿
堂；“科普”， 只是中小学生感兴
趣的内容。 但今天，科学与现实
生活、科学与普罗大众之间的关
系，发生着巨大变化。正如《未来
架构师》一书的前言中所说：“未
来和现实的距离从未如此接近

过”“科技对生活的改变从未如
此巨大过”，故而“我们对未来的
关注从未如此紧迫过”。

在碎片化的海量信息中，如

何正确、 清晰地认识科学发展、
科技应用，以及它们所影响的未
来？恐怕对于科学工作者也并非
易事。 《未来架构师》的节目定位
和策划编排，力求用生动直观的
方式，为普通人揭开科学的高冷
面纱，真正看懂科学之美、了解
前沿科技的幕后故事。节目播出
后让很多观众大呼过瘾。

如果说，《未来架构师》节目
是炫酷新颖、令人惊艳、唤醒全
民科学兴趣和热情的 “科普盛
会”；那么，以节目为基础的《未
来架构师》深度阅读版，则是盛
会之后， 让人静下心来探究、品
味的“精品科普课”。

第一季 《未来架构师 》电视
节目分为 12 期，以“前沿科技在
生活中的应用”为主题。 《未来架
构师》 深度阅读版图书将 12 期

节目重新整合，内容编排更符合
深度阅读要求。 全书分三篇。

第一篇“敢做不可能”，包括
了“人机交互的新界面”“让机器
听懂、看懂、读懂你”“你好，新物
种”“无人，为更多人”等章节。读
者可以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前

沿科技的最新成果及其在当下、
未来的应用。

第二篇 “看见不可见” 中，
“立足大地，仰望星空”一章，展
现了人类在外太空探索、火星移
民、深海地质考察发掘等领域的
最新发现和思考， 以及 C919 大
型客机成功首飞背后的故事；“科
学之美，超乎你想象”一章，让一个
普通人都真切地感受到，原来科学
离我们是那么近、那么美。

在第三篇“敢未来”中，“每个
人都是未来架构师”部分，三位 90
后科学才子的分享，展现了新生代
开创未来的魄力和实力；“看得见
多远的历史， 就看得见多远的未
来”显示出，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人类对于历史的认知、对于
未来的构想，已进入全新起点……

《未来架构师 》图书补充了
节目中因时长限制而删减的内

容， 比如大数学家丘成桐的演
讲，播出版约 2700 字，图书版约
1.1 万字。 图书内容不是对速记
文字的简单书面处理，而是深度
编辑加工。在保证深度阅读的基
础上，配合相关图片作为文字的
解读或延伸， 可以通过图片扫
码，即时观看相应的节目视频。

（据新华网）

思维还将带我们到多远
这是一个曾被反复提及的

问题：一个修道士每天按时徒步
走向山顶， 然后徒步走回来，那
么，在两天之间，他会不会在同
一时间通过同一地点呢？

这个问题可以延展一下，比
如：人能否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此外， 我们还可以这样问：
历史是不是一种虚构？当我们说
起曾经时，我们是否在谈论一个
幻觉？ 历史是不是像未来一样，
只是我们头脑的产物？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随着经
验材料的堆积，我们越来越没信心
来回答它———因为说“是”和说“不
是”，似乎都有大量的“证据”，我们
常常迷失在海量的辨析工作中。

然而， 这个问题有个简单的解
答方法，通过思想实验室，我们将修
道士假设为 2人，一个是第一天上山
并下山的修道士，另一个是第二天上
山并下山的修道士，那么，我们很快
就明白：他们两个人在路上一定会遇
上。换言之，在两天之内，他们必然会
在同一时间通过同一地点。

由此可知： 人可以两次踏入
同一条河流，历史并非虚构，即使

它呈现的是有限真实， 但依然是
真实，依然可以给后人以启迪。

因为思想实验室，复杂问题
变得简单了。 在历史上，还有另
一个著名案例。亚里士多德认为
重物降落更快， 缘其含有重素；
轻物降落更慢， 缘其含有轻素。
该说法传播了上千年，与我们的
经验似能相安无事。

然而，伽利略给出了一个精
彩的思想实验：将重物捆在轻物
上，会是什么结果？

从逻辑上说， 重素与轻素相
抵销，则“重物捆轻物”下降速度
应该介于重物下降和轻物下降之

间。可问题是，“重物捆轻物”的重
量大于重物，应该下降速度最快。

该怎样解释这个矛盾？结论
只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在瞎扯。

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赏心悦
目的思想实验， 它驱动人类认识不
断前进。 毕竟， 人是一种可怜的动
物，我们的感觉经常出错，我们所见
的世界五光十色，但从生理上说，人
真实看到的是 30多个碎片，且以黑
白为主，通过“脑补”，我们“看出”了
色彩和 3D。 我们以为 “眼见为实”，

但事实是，我们看到的是虚像。
人类只是浩瀚宇宙中一个渺小

星球中偶然的造物，在上百亿年的历
史中占据着刚刚 1万多年时光，我们
与世界真实的存在相距太远。凭我们
的感觉，我们无法体会出光速为什么
是恒定的，空间、时间反而可以弯曲。
这一切， 都需要思维来大吼一声：你
是错的，真实是另一个样子。

感谢思维，使我们不必像恐龙
那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 我们可
以写诗和小说， 为许多 “没用的东
西”而奋斗，我们没被规则套牢，我
们达成了有限自由……可遗憾的
是，很多人却把这一切归功于知识。

其实，知识只是思维的造物，
知识不是力量，思维才是力量。 只
是，太多人对思维如何诞生、如何
发展、如何成长，乃至它将带我们
到何方，依然感到茫然，甚至恐慌。

思维是不是已成邪恶的力量？
它会不会吞噬我们？思维是否已走
到了尽头……面对这些没来由的
妄谈，您知道如何一句话将其怼回
去吗？ 如果您还不知道，读读《思维
简史：从丛林到宇宙》应该是个不
坏的选择。 （唐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