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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听音乐》

【英】菲利普·鲍尔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3年5月

全面的教育离不开音乐。聆听音乐能锻
炼心智，也和文学类似，可以滋养人的心灵。
当我们带着十足的热情和浓烈的兴趣参与音
乐表演或观看音乐演出时，音乐会牵引我们
结识更多的赏乐同路人。写惯自然科学普及
书的菲利普�鲍尔因为太爱音乐而选中本书
的主题，写作过程中一路有音乐相伴的他，希
望孩子们不再一听到乐器课就心烦意乱，希
望大人们不要因为错过学习音乐的黄金期而
自卑于没有“音乐细胞”，希望每一位读完本
书的读者都愿意再去多听听音乐。

音乐不是什么奢侈品，“聆听和辨别音响
模式的能力”几乎人所共有，这也正是音乐性
的核心。音乐不会复杂到让人备受打击，也
不会简单到让人厌烦。在企图阐释音乐之
时，意义总是不断逃离，我们虽然束手无策，
却依旧蠢蠢欲动。学习音乐辛苦但又幸运，
因为越了解和理解音乐，就有越来越多的奇
妙境界向我们开放入口，跨越地域、文化、世
代和历史的音乐会让我们收获超越个体心物
交感的丰厚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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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屠

海——北美生

物灭绝档案

（16世纪至20

世纪）》，【加】法

利·莫厄特著，广

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23年4

月出版。

《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黄永玉著、北京画院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木刻版画是他的艺术之根
刘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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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串起的新闻史

蒸汽船“布罗麦斯戴克号”是一艘自由轮，
1945年9月中旬，它满载着战争末期的纪念品，
从安特卫普启航，驶向加拿大的一家战争博物
馆。名义上，我是这批糟糕货物的押运人。当
时我二十四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正在返家途
中，决心将战争中非人的生活忘掉，迫不及待地
想回到生机勃勃的世界中去，回到鸟儿依旧歌
唱的世界中去，回到大大小小的动物四处跑动、
沙沙作响的森林中去，回到有大家伙儿畅游的
宁静的海洋中去，期待在那里得到抚慰。

德维特船长对栖息在海洋里的动物怀有浓
厚的兴趣。在发现我和他同样喜欢这些动物之
后，船长就想出了一个游戏：我们俩各站在驾驶
台一侧，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海面，看谁先识别出
一头鲸、一头海豚或者一只鸟。船停靠在蒙特
利尔的码头时，我和船长已经记录下了三十二
种海鸟、十种海上哺乳动物，还有像剑鱼、巨型
水母和一条巨大的姥鲨等稀奇古怪的动物。这
次航行对我来说是从漫长黑暗的深渊驶向光明
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生
活在圣劳伦斯湾和大西洋滨海地区。为了写
一本有关北大西洋海上救援队的书，我花了将
近两年的时间与这些救援队队员一起航行在
阴沉而又多风暴的海上。我的另外几本书都
是写这个地区的，包括那些关于航海时代，早
期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探险，人们猎捕海豹的故
事，以及外港渔村的生活方式等内容。

我和妻子在纽芬兰生活了几年。我们驾
着小帆船，对海岸和周围海域进行了探险考
察，到过圣皮埃尔岛，在拉布拉多逗留过。
1967年，我们驾着这条船，沿河而上，到了安大
略省，然后折回来在圣劳伦斯湾的莫德林群岛
那片半月形的沙滩上安了家。在这里我开始
跟那些魁伟的灰海豹熟悉起来，我可以和它们
一起躺在同一片海滩上晒太阳。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我又将自己的探险范
围扩大到安蒂科斯蒂岛、加斯佩海岸和爱德华
王子岛海岸。同样的也是在这里，我逐渐了解
了竖琴海豹军团，它们曾在圣劳伦斯湾中的大
块浮冰上和纽芬兰的东北海岸上繁殖过无数
的小海豹。这两个地方的繁殖场我都去考察

过……也目睹了海豹猎人在这两处海域，对海
豹进行的血淋淋的大屠杀。

1975年，我和妻子移居到布雷顿角，在涛
声澎湃的海边安顿下来。在海洋世界和海岸边
缘，我曾经很熟悉的数量众多、种类多样的动物
正在减少。海豹、海鸟、龙虾、鲸、海豚、狐狸、水
獭、鲑鱼，以及其他许多我已司空见惯的动物的
数量都在明显地下降。在这三十多年中，几乎
所有种类的大型动物和许多种类的小型动物的
数量都在明显地急剧减少。

对此我非常焦虑，又去详细查阅了渔民们
和在森林里居住的邻居们的回忆记录。他们
中有些人已经九十高龄了，即使是他们因记忆
模糊而对所作的回忆有所粉饰，以及他们多年
来养成的喜好讲奇闻趣事的习惯，他们所作的
描述还是使我确信，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的动
物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多样性上都已
大幅下降，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我又到野外去
做进一步调查。我发现，并不只是大西洋滨海
地区动物的消亡状况让人难以接受。世界各
地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们都深感忧虑，他们报
告说，除人类以外，其他动物的减少几乎是普
遍性的问题，其中许多动物正在加速减少。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临近，我思考的三
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如果东部滨海地区的动物在短短一代人的
时间里就失去了这么大的地盘，那么从欧洲人
开始征服这片大陆以来，动物们失去的地盘又
有多大呢？而且，如果这种损失的规模与目前
的规模相差无几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星球上所
有的动物可持续发展来讲，无论是人类还是人
类之外的，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归根结底，生
命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最后，如果确实是
人类造成了动物的灭绝的话，那么在为时未晚
之时，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屠杀呢？

我们对现在情况的理解和对未来做出明
智规划的能力，都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程
度。因此，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需要
一部从西方人第一次在这个大陆留下印记后
的博物史。为了找到这本书，我进行了彻底的
搜寻。我找到了有关个别动物物种灭绝的书
籍，比如旅鸽和大平原野牛，还有一些书列出
了濒临灭绝的动物。可我却没有找到一本记
录自然界动物整体减少的书籍。

1979年，我无奈地发现，我自己正在编写这
样的一本书。这本书耗时五年，从一开始着手编
写时，我就意识到必须承认本书有某些不足之
处。仅仅用一本书（或是某种生物的一生）是不
足以描述西方人（我指的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
区别于土著居民）到达北美洲后对整个北美地区
动物的破坏的，哪怕是肤浅的描述，也是完全不
够的。

总的来说，我将我的研究限定在我最熟悉
的地区，即北美东北濒临大西洋地区。这个地
区是地球表面上相对较小的部分，但这里的自
然史非常丰富。人类在这里对其他生物造成的
破坏是现代人在其整个统治领域内对动物资源
开发利用历史的一个缩影。在我选定的地区发
生的事情也正在其他大陆和海洋上发生。

这个地区就是北美洲东部，大致从拉布拉
多中部向南至科德角附近，向西一直到圣劳伦
斯湾和圣劳伦斯河下游地区，包括这些地方的

海岸、岛屿，邻近的内陆地区和海洋。在10世
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第一批欧洲航海者，即来自
格陵兰岛和冰岛的早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到达
的地方正是这片区域。到15世纪中叶时，来自
欧洲本土的冒险家们就开始探寻通向新大陆水
域的道路。到1500年时，葡萄牙人、英国人、法
国人、巴斯克人都已经考察过大部分海岸。因
此，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就是从1500年左右到现
在。这段时间的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一段对
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并且现在仍然如此。因
此，这是一个中心主题，但我是站在受害者立场
来对待这段历史的。如果我在为动物们代言的
过程中，表现出了几分厌恶人类的话，我并不想
表示任何歉意。我只想说，我没有责任和义务
为现代人类一直以来，并还在继续的灭绝动物
行为辩解，哪怕只是说些象征性的开脱或是辩
护的话。

本书只涉及哺乳动物、鸟类和鱼类，重点
放在海洋哺乳动物上。之所以将大量篇幅用
在这些动物身上，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改变对
“其他野兽”的态度，那么海上哺乳动物似乎是
最有可能恢复元气并存活下来的动物。而对
于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陆生哺乳动物来说，人类
摧毁了它们的栖息地，因为人类不断膨胀的贪
欲，动物的生存空间正被人类挤压。

这本书不是为了讲述动物的灭绝，而是讲
述动物数量在总体上大量减少的事实。尽管书
中有不少章节讲述了那些确已灭绝的动物的故
事，但书中更多的部分是关于那些仍然以独特
的生命形式生存下来，但数量却已经减少到惊
人的程度的动物，其中许多动物已经减少到只
有孑遗物种还存活于世了。

毋庸置疑，这本书描述了我们过去的一段
血腥历史，它记录了五百年时间里，在这个正
遭到破坏的星球上，人类作为最具杀伤力的动
物，在一个特定地区所取得的“成就”。但是，
如果幸运的话，这本记载了我们在屠杀之海中
的残暴行径的书，或许会帮助我们理解对动物
生命毫无节制的贪婪所造成的恶果，也许会有
助于改变我们的态度，修正我们将来的行为，
这样，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我们才不会成
为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的终极毁灭者。

推荐理由：本书收录黄永玉先生400余幅版画作品，作品题材涉及新中国、新面貌，文学

插图，名人肖像，动植物小品，风景及其他六个方面，作品皆由黄永玉先生亲自甄选。此外，

书中收录了王明明、萧乾、黄新波、臧克家、陈履生等先生与该部版画集的缘起，以及对黄永

玉版画艺术的创作历程回顾梳理与风格演变分析总结的文章，透过这些作品和文章，我们更

能直接感受到“木刻是黄永玉艺术的根，是他视觉体系中的压舱石”这句话的含义。

近40年间，黄永玉先生的艺术创作基本以水墨为主，使得大众往往忽视了对其版画的

认识。实际上，黄永玉先生的版画艺术特色鲜明，独具异彩，独开一派，他对于黑白的运用灵

活自如，刀法变换，线面俱下，游刃入木，神而明之，其构思、立意新颖绮丽，有感而发且响落

天外，画面充满童趣与幽默，形成了清新明朗的意趣和情调。他的艺术创作不盲从时风，不

随波逐流，不虚伪，也不违心逆己，他忠于自己的情感和感受，真实纯粹，蕴含着多元的精神

慰藉与人性启迪，而这也是其版画艺术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来欣赏品读的原因。

“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
了……这些木刻板子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
骨。”三年前，《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的出版，
让我们有机会一窥黄永玉的木刻生涯。400余
幅版画，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散发出灵动洒
脱、历久弥新的美感，好似一个个被嵌入不同时
期的舞者。深切缅怀黄永玉先生之际，再次翻
阅这本厚重的画册，甚感黄氏国画的背后，藏着
木刻的理性思维，无论刀底、笔下，所刻、所画皆
饱含黄永玉的情之所至、生命所有。

木刻，是黄永玉从艺伊始就学之、作之的
技艺，可谓其艺术之根本。该书题材涉猎广
泛，涵盖了市井生活、文学插图、名人肖像、动
植物小品、各地风景等多个方面，浏览其间，仿
佛是在发掘一段段尘封的记忆和感动。

反映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难，是黄永玉版

画的一个特点，冷峻的刻刀浸润着悲悯情怀。《石
子碎了，眼睛花了》，一个颧骨高起、眼眶深陷的
枯瘦老人，手持长柄榔头砸石子，张开的嘴巴似
在鼓劲儿，似在哀叹；《孩子渴了》，一位赤裸双脚
的母亲背向接水的木桶，哺育幼鸟般向孩子嘴
对嘴喂水，她大概是一名担水工，背负着的幼儿
渴了，也只能用体温中和一下凉水，奶水应该是
没有的吧；《丈夫买药回来了》，窄床上的妻子已
经陷入昏迷，生命危在旦夕，费尽周折终于买来
药的丈夫，满脸愁容，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黄永玉的版画作品，更多的则是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齐心协力收庄稼》，硕大而饱满的稻
穗、把喜悦挂在脸上的农人、来回穿梭的孩童，
组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丰收图卷；《做了几十年
工，想都不敢想，收了个徒弟是厂长》，老师傅喜
笑颜开，小徒弟英气逼人，传承的不只是工匠精

神，更是一种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豪情；《大
冬瓜》，老头儿和老太太一前一后共同担着竹
篮，里面是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两人对视而
笑，由画面可知其心灵上的愉悦与满足。

孩子，是黄永玉创作不可或缺的主题之
一。《报童》《擦鞋童》《没书读的孩子》，为了糊
口早早进入社会，受尽白眼，满是辛酸泪；《受
伤的孩子》，孤零零地倒在街头，背后是一串带
血的脚印；《读书郎》，朝气蓬勃，尽情在知识的
海洋中徜徉。黄永玉为童话、寓言故事创作了
大量的木刻插图，比如《公鸡和狐狸的故事》
《采月亮》《红鼻子的姑娘》《光屁股国王》等等，
天真趣味的画风，让文学作品更具立体感，丰
富了孩子们在阅读童话时的形象思维。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黄永玉为妻子张梅溪
的儿童文学《在森林中》创作的所有木刻插画。

森林小学、林场生活、林中动物……粗犷的线条
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童趣，足见夫妻两人琴瑟和
鸣的默契。据说，年轻时的黄永玉生活拮据，曾
在理发与买木刻板之间犹豫，而张梅溪让他去
理发。等黄永玉理完发出来，张梅溪手捧一块
崭新的木刻板，送给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

步入暮年，黄永玉虽然停止了版画创作，
然而他手中的刻刀促使其养成了从不松懈的
习惯。他把转刀锋，尝试向更多艺术语言的
可能性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他看来，
这400多个充满了岁月痕迹的木刻板子，如同
他“贴着肉的骸骨”一般，与其共同经历了一
生的颠沛流离，一刀一刀刻画人生，能够留存
至今，弥足珍贵。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木刻版画与“老顽
童”黄永玉的青春、爱情、艺术、生活紧密相连，
成了其艺术人生的底色。诚如臧克家评价说：
“他（黄永玉）的画面上尽是乡村的纯朴和儿童
的天真……作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刀底下
刻的，正是他生命里所有的。” 《医生，你在想什么》

王兴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6月

《医生，你在想什么》是医生、科普作家王
兴继《病人家属，请来一下》之后，为所有需要
看病的人写的一本医疗科普书。

人人都会生病，但并非人人都会看病。
医学知识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但在我们从小
到大的教育学习中，却缺失了这一环，以至
于很多人在第一次去医院时会迷路，不知道
身体的问题属于哪个科室专业的范围，不知
道内科外科的分别，听不懂医生的诊断，因
过度担心多挂很多医院的号、做多次不必要
的检查，迷失在网上各种或真或假的医学诊
疗建议中……当今的许多医患矛盾、误会，
也部分源于医生和普通病人之间巨大的信
息不对等。
《医生，你在想什么》则是一位专业的医

生，从老百姓生病后的寻医、问诊、治疗各个
环节中可能碰到的相关问题出发，结合一定
的科学知识、人文思考，为在疾病面前迷茫而
忧虑的普通人提供一套基础的认知与思路，
为大家提供一堂“每个人的疾病课”。

提供科普疾病的基础知识，减少普通人
对疾病的恐惧焦虑；科普常见病、危重病发生
机制、治疗手段；普及预防疾病、寻找合适的
就医渠道的方法；帮助普通人理解医患关系
的本质，提升沟通质量；了解做医疗决策的基
础知识和思路；重新理解疾病与生命。

《告别的夜晚》

王瑢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

本书是王瑢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七
篇讲述普通人生命暗流的故事。王瑢潜入
日常生活的内部，用诗化的语言，再现了掩
藏在平静生活之下的风暴：直到离世都不
相信自己病重的父亲；丈夫消失后，在房内
不停挖地道的“疯女人”；从敬老院溜出，只
为了给家人做一碗“过水面”的老人……俗
常而平凡的生活往往更能呈现人生的本
质，而书写本身也是对自我的更新。无论
是小说家还是故事中的人，都需要一份这
样的记录。

《哇，原来数学这么有趣》

林欣浩著

东方出版社

2023年4月

这是一本不需要刷题，就能让你掌握数
学思维的秘密武器。知名哲学作家林欣浩联
合全国特级数学教师童嘉森，清晰列举中小
学所有知识点，不讲数学公式，没有几何图
形，不教坐标轴，也没有函数线。只用哲学的
视角，把抽象难懂的东西，用简洁有趣的讲解
梳理出清晰好玩的数学思维。

掌握了这些思维，就可以清楚看到课本背
后的知识线索。抓住这个线索，就可以像揪线
头一样，把课本里的知识轻松串在一起……如
果你很喜欢数学，这套书会让你的数学能力突
飞猛进；如果你不喜欢数学，读过这套书，你
会发现，数学其实挺有意思。

日前，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原
院长、教授吴廷俊先生领衔撰著、复旦大学出
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公报〉全史
（1902-1949）》新书首发式于天津师范大学举行。

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教授
指出《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份声名
卓著的报纸，在新闻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吴廷俊先生
从20世纪 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大公报》的
历史，此次 300 多万字的新书《〈大公报〉全
史（1902-1949）》是吴教授四十余年潜心研究
的成果，这部专著刷新、订正了前期研究工作
的分析和评论，代表了关于《大公报》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史
学会名誉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
教授，认为此书是中国新闻史中个案史的最高成
就。吴教授秉持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自我批判
精神在古稀之年完成了此部巨作，其开掘之深，
考据之详，思考之精微，观点之独到，是《大公报》
史研究中前所未有的。同时，吴教授的学术研究
为学界研究新闻史提供了一种科学求真、实事求
是的价值观。

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指出，研究
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大公报》。吴廷俊教授
编著的《〈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我国第
一部完整记录《大公报》47年历史的巨著，是
“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书目，国家出版基
金项目。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在吸收以往《大公报》史
的基础上，将《大公报》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
的高峰，是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代表了
我国有关《大公报》研究的最高水平。

报史 年表 报人全方位呈现《大公报》历史

本书由“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构成。

“报史”卷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撰写
而成。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
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
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
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
首倡“大公”，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
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
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
“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年
表”卷是以日记、报纸资料、人物传记、相关回
忆文章与研究论著为根据所编撰的大事记，分
为英记年表、王记年表和新记年表。“报人”卷
则为“《大公报》人”立传，共收入56人，分“三
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
里手”四个层面。

三卷内容相辅相成，“报史”卷本着“论从
史出”的治史原则，更新了以往《大公报》史研
究的诸多观点；“年表”卷为撰史准备了翔实的
史料；“报人”卷则作为“报史”卷的补充，其内
容更为生动、丰满。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大
公报》史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可供相关研
究者参考使用。

史料翔实 内容丰富

在书中，吴廷俊指出，史料对于修史的极端
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史料的搜集、甄别与整理
的艰苦性也是众所周知的。笔者同所有治史者
一样，非常重视史料工作。为了撰写这部《〈大公
报〉全史(1902-1949）》，笔者不仅几次阅读 47年
尘封的旧报纸，而且阅读了大量《大公报》人的文
集、日记、传记与报馆的内部文件，以及有关回忆
文章,整理编辑了两百多万字的史料。

在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笔者被《大公
报》史上先贤们忘己无私的精神、文章报国的情
怀、穿透迷雾的眼光和驾驭文字的能力所折服，
有时读到某一篇好文章时，不禁拍案叫绝。但
是,由于篇幅和行文所限，不能将这些好文章完
全引用，于是便精挑细选，汇编成册,成为本书
的年表卷。

或许有人认为现在很多史料已经数字化了，
查询起来极为方便,出版本卷意义不大,甚至有些
多此一举。其实不然，尤其是对于非专业研究
者的普通读者而言，除了提供方便之外，本卷还
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有助于完整地理
解报史中史料的原意。一般来说，作者修史，使
用史料时，为我所用，难免“断章取义”甚至“寻章
摘句”，这样很可能会伤害原意。本卷可以让读
者不仅知道报史中史料的出处，而且了解史料的
完整意思。其二，读者直接阅读《大公报》人留下
的文字，自主地与其文本对话，也可更深入地了解
《大公报》的办报风格与办报精神。

书界 讯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