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胞简史》
作者：程 林
出版社：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介

绍细胞来龙去脉的
科普读物，讲述了
细胞的基本知识、
细胞发现背后的故
事，以及备受关注
的细胞治疗和基因
编辑的科学原理及
其相关领域的重要事件。本书图文并茂，通过
一个个科学家的小故事，理清了细胞生物学的
发展脉络，更见微知著、以小写大，引起读者对
细胞科学发展的思考和审视。本书可供中学
生、大学生参考学习，也可供对细胞感兴趣的
读者阅读。

作者：克里斯
托弗·梅森[美]

出版社：电子
工业出版社

并非所有人都
能穿越星际，但这
不妨碍我们集体仰
望星空。人类从地
球文明迈向星际文
明 的 一 场 宏 大 叙
事。现实版《流浪
地球》，梅森教授通过对太空宇航员血液、骨
骼、基因变化的研究，探索未来五百年基因工
程的必然发展，为太空设计新人类，为人类定
居新家园做准备。梅森提出了一个十个阶
段，为期500年的计划。该计划终极目标是实
现人类对新太阳系的适应。他列出了首先要

“参观”的太阳系的路线图，并融合了生物技
术、哲学和遗传学等，从而为未来的宇宙提供
了无与伦比的视野。

（本报综合）

《未来500年》

[文旅周刊·书香]
责编：金 霞 审读：刘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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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温柔的教养》
作者：吴恩瑛

[韩]
出版社：中信出

版集团
这是一本写给

父母的“育儿口语”
指南。面对孩子，
很多父母总是“爱
在心中口难开”，无
论批评、指正，还是
鼓励、夸奖，常常不
知道该如何表达。对孩子来说，父母的话可
能会影响一生。本书将带我们踏上一段有温
度的育儿之旅，在 130个常见的育儿场景中，
倾听育儿专家的建议，学习用温和而坚定的
语言与孩子对话，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轻松
应对从幼儿期到青春期孩子的教养问题，陪
伴孩子健康快乐长大。

作者用流畅的语言，在常识层
面与当代读者分享历史智慧，展示
文化之美。

作家穆涛从事历史散文写作
多年，这本《中国人的大局观》是作
者的最新成果。得益于多年系统
研读，作者对先秦两汉历史多有心
得，议论持正；散文笔法结实通透，
具有常识常理的视角。展卷开合
之间，读者置身经典建构的历史现
场，汲取历史智慧，感受文明脉动。

如果说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密
码，那么文史原典就是文明的“密
码本”。作者不满足于此前探究的
汉代，而是由此上溯先秦经典。收
入本书的第一辑文字围绕《春秋》，
第二辑围绕《尚书》和《诗经》，最后
一辑追溯上古史，探源中华文明。
作者从四象、四季、端午、二十四节
气到天文历法等逐步深入，进而探
究历史的春秋大义。

作者走进经典，不为学术甚至
也不全为写作，而是出于一个普通

中国人对本民族历史的敬意和探
寻。书中以“时间”主题开篇，从原始
的计时工具“表”说起：“棍子被垂直
竖立在地面上，立竿见影，‘光阴’被
捕捉到了”。光阴是被一格一格计
算的，于是就有了“时间”。作者结合
字形字义、民风民俗来理解节气时
令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认为古人
对天地间自然现象的认知，在今天
看来明显受到科学能力的限制，但
其中包含的哲学思考也是颇具魅力
的。由时间计量到节令历法，从天
象观测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以物切入，逐步贯通，令人顿
生“原来如此”的通透感。走进经典，
重新认识那些我们熟悉的历史文
化——天地四时、家国天下，把零散
的知识点连成一条线、汇成一张网，
进而了解历史的源流、文化的逻辑，
令人有所发现和领悟，温故而知新。

叙事文学讲究见人见事见精
神，历史散文也不例外。史海泛
舟，作者念念不忘的还是“中国智

慧”。分析“庖丁解牛”的故事，作
者提出文章要写得“中肯”，把握规
律之外，关键在磨砺的过程，“过程
磨砺人，也涵养人”。谈到丝绸之
路，作者引用中外文献分析其内
涵，历数丝路带来的中外物产大流
通；同时，“丝绸之路得以宽广和壮
大，是接着地气的，和民生息息相
关。”作者由汉代察举制谈及科举
考试，认为科举制度在当时历史条
件下，有其进步意义：通过考试选
拔人才，有助于阶层流动；经典研
读对官员是很好的知识和能力训
练，有益于国家治理，而且推动形
成了中国人重视读书的传统，从而
为“书香中国”建设找到历史依据。

作者擅长抓住关键细节，阐发
历史文化内涵。通过《越绝书》“以
玉为兵”的记载，作者指出这段材
料既讲述古代兵器的演变历史，同
时也包含着止戈为武的大国智
慧。作者还通过对顾颉刚、钱穆、
许顺湛等学者成果的引证，探及20
世纪考古新成果对夏商周三代和
五帝时代研究的补正和深化，由文
入史，又由史触及考古，显示了作
者打通文史哲的探索和努力。在

“给力的细节”中，通过《史记》与
《汉书》材料的比较互见，来看历史
人物的几个侧面，可圈可点。这样
正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案例很
多，作者选择这些材料、评述这些
史实着实走心，希望读者也用心品
读，更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案例
能够增长历史智慧。

好文章都是有思想的，“如同
植 物 的 果 实 ，成 熟 饱 满 才 有 价
值”。作者努力践行自己的这一主
张，在古典河流里感受水温，在历
史之旅中思考沉淀，把文章格局从
时空两个维度伸展开来。又用流
畅的语言，在常识层面与当代读者
分享历史智慧，展示文化之美。为
有源头活水来。中国的历史时空
广袤无垠，希望作者的文史溯源之
旅有更多新发现新成果，为文化自
信自强作出新的贡献。

（据新华网）

《中国人的大局观》：为有源头活水来

《时间之外的马车：中国诗歌
学会 2021 年度诗选》日前在京首
发，这是中国诗歌学会首度编选诗
歌年选。

该书系中国诗歌学会特邀诗
人、诗论家欧阳江河主编，从 2021
年写作或发表的诗歌中编选，包括
吉狄马加、王家新、多多、西川、于
坚、庞培、杨键、蓝蓝、陈东东、戴维
娜、胡弦等 200多位诗人的最新力
作。按照编选惯例，欧阳江河没有
选自己的诗作。

这些诗人中既有当下诗坛实
力诗人，又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基
层诗歌写作者。诗歌内容或歌咏
自然风景和地理景观，或歌咏日
月星辰，或歌咏人或者事，或写个

人感触，或写生活体悟。他们以
自己独特的视角，用诗歌抒发了
自己对这个世界、对人的关注，既
能体现 2021 年诗歌创作的深度，
又能体现 2021 年诗歌创作的广
度，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
价值。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
任、诗人吉狄马加评价，诗集选择
的作品都具有当下的生活性，诗
人关注现实、反映生活，很多诗的
切口很小，但表现了我们在现实
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充
满了对生活的温情、对未来的憧
憬和希望。

一个好的诗歌年选应该是收
集这个时代的印迹，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评论家张清华指出，
“中国诗歌学会”不是“中国诗歌协
会”，它既然是学会就要强调研究
属性，因而这本诗选是可以作为重
要学术参考材料的。

“这是诗人们的一个诗歌集合
体，也是一个诗人的情感共同体。”

《诗刊》主编李少君说，《时间之外
的马车》中的很多诗都有着浓郁的
情感元素，成长过程中的青春、中
年喟叹、老年回忆等，很多诗都有
一种对他者的关注。“诗歌是情感
的储存器，这本诗歌年选最重要的
是把2021年的情感、诗人们心中最
深刻的东西留存下来，它的历史价
值也在这里。”

(据新华网)

中国诗歌学会首度推出年度诗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