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文化 书
姻2025年4月24日 星期四

姻责编：赵彩娥

姻投稿：kxdbnews@163.com

书
香
沁
人
心
脾

悦
读
精
彩
人
生

第 174 期

读书之道K dushu zhidao

聂震宁：
读书是一个人
生命的需要

编者按 当杏花微雨漫过晋祠的千年古柏、当海棠初绽染红平遥的青

砖黛瓦，四月的山西正以“阅读”为画笔，在表里山河间晕染出最动人的文化

底色。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山西省科普作家协会和本报今天向读者推荐

一批优秀科普图书，相信读者定能从书页间触摸文明脉络、在书香里涵养精神

元气，让阅读真正成为滋养心灵的春日甘露。

山西省科普作家协会

科 学 导 报 社
合办

一把叉子，叉在一个点上；一个箩筐，

利用惯性定律沥水；一把比萨刀，刀刃无限

长；一把剪刀，在空中有一个支点，可以移

动杠杆……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基于自然的

原理和规律。这本书分五章讨论了工具和

物理之间有趣的关系，却没有任何复杂的

公式或计算。

《可爱的

物理：日常用

具 原 理 之

美》，[日]田中

幸、结城千代

子著，[日 ]大
塚文香绘，马

文赫译，海峡

书局出版

今天的科学世界正面临着全方位的

复杂性挑战，而破局的关键在于要从简

单性思维转变到复杂性思维。这本书是

作者从科学范式与科学精神、科技态势

与科技治理、科学传播与科普创作等角

度，针对这些困扰展开的思考，极富思想

性、启迪性。

“哲人石·

科学四方书系”

之《新科学时代

的思考》，吴家

睿著，上海科技

教育出版社出

版

这本书以高技术微观摄影、热成像摄

影，从泛散星光的气泡，剔透、冷峻甚至桀

骜的晶体与枝晶，幻化形态的沉淀和电反

应，异彩纷呈的火焰与花朵，宛如生命生

长的化学花园，实验及自然界中的分形图

案等十个方面，呈现对物质及化学世界的

探索之乐及其视觉之美。

《化学之

美：物质的视

觉奇观》，[英]
菲利普·鲍尔

著，丁家琦译，

北京日报出版

社出版

量子是指比原子更小的微观粒子。本

书阐述了量子世界的规律，系统介绍量子

信息科学这一前沿领域，即如何借助光

子、电子开展信息加工的理论与方法。这

本书还从实用技术层面出发，为读者详细

讲解量子传感与测量、量子通信、量子计

算等前沿技术。

《纠缠的

精灵：量子信

息 科 学》，梁

琰主编，安徽

新 华 电 子 音

像 出 版 社 出

版

《数理人

文（第 1 辑）》，

[美] 丘成桐主

编，中信出版

集团出版

数学是一门求真与求美的学科。“数

理人文”为数学家丘成桐先生主编的系

列科普读物，以数学、物理及工程为经，

人文艺术为纬，旨在引导读者领略数理

之美，感悟人文之魅力，启迪数理与人文

相结合之思维，培养广泛的兴趣和独立

思考能力。

自然界最大的奥秘之一，就是这个

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从 2500 年前古希

腊的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开始，无数

科学家殚精竭虑，揭开了神秘原子世界

的一个个秘密。这本书介绍了关于原子

的科学知识，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以期

开拓读者视野、提升科学素养。

《原 子 之

谜》，魏世杰著，

中国工信出版

集团电子工业

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以细菌为主题，介绍了细菌的

特性及其美丽的颜色。这些自带色彩的细

菌甚至可以用来创作艺术画。除了作画，

书中还提到用细菌修复文物。在传统认知

中，虽然细菌是破坏艺术品的“杀手”，但

有些微生物却可以形成保护膜，让古画焕

发新生。

《微观创

想家：细菌的

科学艺术之

旅》，as 科 学

艺术研究中

心著，机械工

业出版社出

版

科技创新是人类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促进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本书汇聚

了众多领域的知名科学家，从医学与健

康、生命科学、化学与材料、天文与物理、

智能与信息、生态与环境等 6 个不同领

域，剖析基础科学知识、相关研究进展，以

及科技对社会和生活的深远影响。

《走近科

学：科学家带

你探究科学前

沿》，梁偲、游

文娟、王乔琦

主编，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

这本书面向 10~16 岁男孩，围绕青

春期男孩第一性征的发育及表现，进行

了全面清晰的讲解。除了生理结构的科

普，还有每个男孩都会经历、但很少有书

会清晰解释的生理现象，也一一说明。同

时，还在生殖健康的管理、性安全等方面

给出了建议与指导，守护男孩健康成长。

《精子有

话说》，[西 ]安
娜·萨 尔 维 亚

著，[西]克里斯

蒂娜·托龙绘，

杨刘译，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

这套绘本分别以眼睛、鼻子和消化道

病毒感染为主题，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介

绍了病毒如何入侵我们的身体，免疫细胞

如何与病毒作斗争，以及如何预防病毒感

染等内容，从而帮助孩子加深对病毒的了

解，使其增长知识的同时，更加爱护自己

的身体。

《小心，

有 病 毒！》，

[日]大久保祐

辅著，[日]宫崎

绘，李同心译，

北 京 日报 出

版社出版

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诸多不一样

的智慧。在澳大利亚，我们尝试了解当

地原住民的精妙哲学，他们是首批出走

非洲的人类；在加里曼丹岛，看东南亚

“最后的雨林游猎民族”为传统生活争

取一线生机……通过这趟精神之旅，读

者可以领略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跟着人

类学家漫游：

探寻“边缘”文

明》，[加]韦德·

戴维斯著，高

伟豪译，后浪

出品，四川人

民出版社出版

《了不起

的仿生科技》，

袁岚峰主编，

张周项著，苏

奕妍绘，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

从模仿鸟类飞行的无人机，到借鉴

蝙蝠回声定位的声呐系统，仿生科技让

我们从自然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方

法。孩子们将通过本书了解这些仿生技

术的原理、应用以及它们如何推动科技

的进步与发展，感受大自然与人类智慧

的完美结合。

这本书以蝴蝶为引，沿着蝴蝶的寄

主植物这条线索，用 300 余幅手绘科学

画描绘了城市生态建设与蝴蝶—植物共

生网络的关系。全书融合生态学、植物

学、昆虫学等多学科知识，为读者提供

“家门口的自然探索指南”，唤起人们对

生态的关注与热爱。

《寻蝶笔

记：发现身边的

蝴蝶家园》，魏

兰君、廖怀建

著，江苏凤凰科

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优秀科普图书推荐

《探野撷

珍》，罗桂环

著，广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

版

这本书首先探讨生物多样性维护、

环境保护，以及动植物开发利用史等议

题；其次，着重介绍了英国植物学家威尔

逊、瑞典古生物学家布林等人的科学成

就及其影响，早期西方人在华所建的自

然历史博物馆，以及历史上的科学活动

对后来的启示。

三晋四月芳菲起，表里山河浸书香

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

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

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世界读书日主旨宣言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木匠如何解决数

百年来困扰无数科学精英的“经度问题”

的真实故事。这本书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

简明天文史、航海史和钟表制作史。

《经度：寻

找地球刻度的

人》，[美]达娃·

索贝尔著，肖

明波译，未读

出品，河北科

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秘密进

化的主宰者》，

[美] 史蒂夫·

布鲁萨特著，

邢立达、来梦

露译，浙江科

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这本书讲述了神秘的“化石猎人”追

寻远古生物踪迹的故事，用先进的考古

技术、科学的方法论，构筑了哺乳动物的

生命蓝图。

格致书架K gezhi shujia

2025 年 4 月 23 日是第三十个世界读书

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前后，著名出版人、作家、

阅读学专家聂震宁也格外繁忙。接受笔者采访

时，他刚刚结束昆明保山的全民阅读活动，历经

14 小时动卧旅程返回家中。而在采访次日，他又

将踏上新征程，奔赴下一场全民阅读推广讲座。

面对如此忙碌的行程，聂震宁用“乐在其

中”四个字概括。他表示，读书是提升生命境界

的必由之路，是读以致知、读以致用、读以修为、

读以致乐的综合过程，更是实现终身阅读生活

方式的关键所在。他建议，在阅读过程中，要反

复研读经典，寻找自己最爱的书籍，并根据不同

情境挑选合适的读物，“读书是一个人‘生命的

需要’，希望我们能在阅读中不断成长，真正成

为终身学习者。”

聂震宁认为读书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活方

式，在人类科学文化的阅读和传播上，文字的阅读

和传播总是最主要的方式。1995 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设立世界读书日，并且发表宣言，希望“散

居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

趣”，这也正是聂震宁多年来矢志不渝的追求。

聂震宁曾提出阅读的四大目的：读以致知、

读以致用、读以修为和读以致乐。其中读以致乐

就是享受阅读乐趣，聂震宁认为这是阅读四大

目的中最重要的，“我认为也是全民阅读的最高

境界，它能让阅读持续下去。阅读不应被强制，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阅读，自由选择

书籍，无论是爱情小说、历史小说，还是不同作

家的作品，没有人强制，都可以随心阅读。读书

带来的快乐体验非常重要，成为终身学习者，快

乐是前提。在读书上，哪里有兴趣，哪里才会有

阅读，哪里才会有记忆。当然，兴趣可以养成，总

之，在选取需要熟读的书籍时，兴趣实在是不可

或缺的。”

聂震宁建议书宜熟读，但熟读的一定要是

好书。如今出版业年出书量惊人，其中有大量的

好书，却也充斥着相当数量的平庸书，更有一些

“问题图书”。因此，开卷并非一定有益，有些开

卷非但无益，反而有害，“熟读许多既无趣又假

话连篇的书，或内容质量都很不可靠的书籍，实

在是对自己宝贵生命的糟践。”

聂震宁表示，全民阅读应该是一种社会的

需求，是一种精神的需求。读书也应该是一种全

民自由选择、自我把握的活动。这样自由的、来

源于精神需求的阅读才能够体现出现代人文精

神，才能形成一种社会的人文素养。真正的阅读

不仅是知识性的读书，还需要素养性的读书。在

他看来，有了读以致知的动力、读以致用的效

用、读以修为的需求和读以致乐的体验，人人都

可以做到终身学习，“我们要做终身学习者，要

根据不同状态选择合适的阅读方式，享受阅

读。” 张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