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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什么？是牛顿的苹果，是孟德尔的
豌豆，还是富兰克林的风筝？元科学又是什
么？是科学的本源，是科学的内核，还是科学
的表征？

对世人来说，科学是复杂的密钥，是幽深
的丛林，而元科学更是深不可探的秘境。实际
上，科学与元科学离我们并不遥远，与我们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串联世界的互联网、揽月
摘星的航天工程、“下五洋捉鳖”的海洋工程，
这些都是科学的成果；而我们所讨论的科学的
起源、本质、特征等，都是元科学的冰山一角。

元宇宙是通过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呈现
收敛性和物理持久性特征，它是基于未来互联
网的，具有连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3D（三维）虚
拟空间。作为一个数字化虚拟空间，元宇宙消
除了物理形态的障碍。只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才可以确保形成一个完整的元宇宙世界，其不
仅仅是一个存在于小说和电影中的概念。单一
领域的技术无法构建出完整的元宇宙形态，诸
多先进技术的结合才是构建元宇宙的基石。因
此，元宇宙以技术为支撑，整合了数字经济、社会
关系、感官体验、安全保障等多种元素，用技术将
现实社会映射进了数字空间。

根据现阶段对元宇宙概念的理解，我们认
为元宇宙思维的核心内涵是强调宇宙中的万
事万物是一种互联网式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
各个元素不断演化裂变、相互影响、虚实互
动，最终是深度耦合、和谐共生的。这一思维
范式也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

用元宇宙的思维范式去回看科学发展的
历程，或许能够为探索科学发展的未来提供新

的方向。纵观历史，你会发现历史书籍和传统
文学作品等都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一说到历
史总是枯燥无味；即便是用尽华丽辞藻描述的
神话、童话、科幻小说，其中的想象力也是有限
的。而元宇宙叙事被赋予了新的形态，其交替
运用文字语言、图文影像、数字语言，打造“视、
听、触、识”融合的故事情境。你可以了解别人
的故事，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故事之中。这种新
的呈现方式会给历史带来全新的生命力。未
来可能会如同电影《博物馆奇妙夜》中的情节
一般，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乃至生物可以出现
在我们面前，各自诉说那遥远的过去，历史不
再是死板的文字，而是鲜活有趣、可以亲身体
验的独特经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文物互动
展览或文创产品，也展现出大众对历史文物与
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兴趣，它们不但为成年人构
建了一个充满梦幻趣味的世界，更为孩童学习
研究历史提供了别样的方式。这就是驱动我
们决定撰写本书的源泉。

科学发展到今天，许多疑问还是没有答
案。比如，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哲学和宗教
的区别在哪里？科学与技术的界限在哪里？我
们人类为什么要发展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
是否总能造福人类？这一切都没有标准答案，
只能等人类去一步一步探索。因此，我们在以
元宇宙视角重新审视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之
前，把我们对这些基本概念和问题的看法阐述
一下，以便读者理解我们的逻辑思路。

1.神奇与探寻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已经融入人类生活的方

方面面，我们如今享受的便利以及对世界的认知
大都得益于科学的发展。而今天人们所熟知的
科学，其实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产生得比较晚。

科技的进步使得过去的种种幻想变成了
现实。《西游记》中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
被现代的飞机和航天器实现了，海底两万里的
梦想已经被各种深海潜水器实现了。

在《列子》中，早已经有关于机器人的描
述，据说在西周的第五位君主周穆王西部游历
途中，一个名叫偃师的人毛遂自荐，说有绝活
给大王看。偃师让周穆王看了一个能唱歌跳
舞的“人”，它行走俯仰和真人一样。你想叫它
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周穆王看得兴起，便叫
心爱的盛姬一起观看。表演快结束的时候，机
器人眨着眼睛，向盛姬“放电”。周穆王气坏
了，立刻就要杀偃师。偃师随即剖开机器人的
肚子，周穆王一看，发现确实是个假人，赞叹人
的技巧竟然可以媲美创造万物的天帝。今天
的机器人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想象。

在文明发展的早期，人们相信我们赖以生
存的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伴随着文明诞生的
宗教则告诉人们，人类的文明是神的伟大成
果。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
类的渺小。科学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客观地认
知人类生存的物理世界。

如今，脑机接口、无人驾驶、机器人餐厅、
深海养殖等因科学的进步而衍生出的新事物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2.问题与挑战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技术

的飞速发展，科幻电影和赛博朋克的概念已经非
常流行，但是抛去其中的想象，人类真实的未来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类未来又面临着什么样
的挑战？未来真的会如一些电影所描绘的一般
美好吗？

人类自以为是地球的主宰者，甚至想征服大
自然，对大自然的破坏触目惊心。以滇池地区为
例，这里自庄蹻入滇，汉代实现崛起，良田千亩滋养
黎庶，五百里滇池烟波浩渺。但是从20世纪60年
代左右开始，这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质急
剧恶化，污染严重。人们为了过更好的生活，耗费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自然资源，比如围湖造田，引
发了滇池之殇。直到近几年，这里的情况才渐渐好
转，但已然没有当年的盛景。人类真的可以用科技
的力量来消除环境恶化所带来的麻烦吗？

基于基础科学问题和前沿技术挑战两个
大方向，列举出了我们将面对的关于赛博格、
AI（人工智能）健康、智能软件、通信升级、算
力创新、新材料、新制造和新能源等方面的问
题和挑战。

科学和技术总是能造福人类吗？从社会现
状来看，情况似乎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好。让
我们看一下生态研究专家张文波先生的观察。
他强调，理论上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
作效率的提高，人们应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生
活、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事实恰恰相反，人
们的工作日趋繁忙，科技带来的不是解放劳动
力，甚至是更大的剥削，如同电脑从开始的庞然
大物发展成可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越来越多的人
面临着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或休息日还要居家
加班的情况。

要自觉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搞清楚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这个问
题不搞清楚，文化主体意识就很难树立起来。

文化差异主要有两种，时代差异和类型差
异。一百多年前，西方文化携强大的物质文明
闯入中国，为冲破保守思想的束缚以图强自
新，人们将中西文化差异定位为时代差异，在
当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在今天，人们应当更
加注重的是中西文化的类型差异。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既有历史发展阶
段上的差异，也有类型上的差异，而其中不同类
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根本的。不同类型的文
化，在其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所在地区、
民族、国家具体历史进程的差异，当人们在同一
时段内对它们进行比较时，则常常会首先显现
出许多时代性差异的特征来。从理论上来讲，
当我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最主要的是应
当注意其类型上的差别，发现其间由此而形成
的各自不同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以推
进全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共同繁荣和发展。
但是，要在实践中这样去做并不容易。

在以往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不少学
者已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类型上之不同，并强调
不应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

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整整落后于西方一个历
史阶段，因此，社会上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
更注意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时代性差异。
近代以来，在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都试图
学习西方乃至照搬西方，但最终都以失败告
终，这些都在不断强化人们关于中国文化在时
代上落后的想法。这也就是在以往一个多世
纪中为什么会形成对中国文化有如此强烈批
判和否定倾向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东方地区民族、国家和社
会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民族和国家
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
位，获得了独立，而且其中一部分国家在经济
上也实现了高速发展。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
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
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成功开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说明，东方地区、
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尽
管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地区、国家相比还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它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历史
阶段或时代之间的差距了。正是这种政治、经
济、社会境况的变化，促使了东方民族对自己
文化传统的反思和自觉，并开始恢复对民族传
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这正是我们所以提出
文化自信的现实根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的：“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随着正确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

随着我们在实践中真正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
的，文化自信随之而来。”

如果说时代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社会
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乃至消除的话，那
么对待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能用“赶上”的
方法去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永远不能消除的。
因为，这种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在各自地区、民
族、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凝聚着
不同地区民族的历史传统，体现着不同地区民
族的特有性格和精神风貌（诸如生活习俗、礼
仪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因而它也就
会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今天文
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特点。在这一问题上是
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同类型文化之间不需
要交流，更不是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不可能进
行交流。事实上，从古到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
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不同文化都是人
类共同创造的，正因为有类型上的差异，文化的
互补才有可能。我们当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的
优点，但前提是要挺立文化主体性，否则出主而
入奴，势将沦为他种文化的附庸。当今世界，文
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
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
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
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
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
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

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荀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向他的弟子子路、

子贡和颜渊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仁者若何？”子路
认为，“仁者使人爱己”。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
是：“可谓士矣。”这个评价已不低。子贡认为，“仁者
爱人”。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士君子
矣。”这比对子路的评价高了一层。颜渊认为，“仁者
自爱”。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明君子
矣。”显然，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为什么孔子
高度肯定“仁者自爱”？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一个
有仁德的人一定是自爱、自尊、自立的人，而一个真
正自爱、自尊、自立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做到“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他就会爱人，也容
易赢得他人的爱。儒家的这一理念对我们今天增强
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很有启示。

多年前我在《中国的品格》一书中提出，要树立
文化主体意识，没有文化主体意识就没有自信和自
尊，就没法进行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进步。文化交流
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如果只是单一的文化，就会停滞
发展，没有发展前途。只有树立起自己文化的主体
意识，才能更好地跟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吸取
世界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意识，
我们就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看不到世
界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不知道怎么取长补短。

应当看到，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引领
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具有主体性。文化主体
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
重要体现。当下和未来，我们还会不断受到西方
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挺立
文化主体性，以开放心态迎接、消化西方文化，以
我为主、择善而从，我们就完全可以在与西方文化
的交流融通中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这本《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将“中国式现
代化”和“文化基因”这两个关键词连接起来，作了比
较深入而有特色的思考，有些地方还有一定新意，对
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华
文化主体意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小说《我的世界》里，左昡为主要儿童人
物形象——十岁的小学生张原，构思和设计了
一个很独特的生活背景，那就是一个从外地来
京闯荡、以跑外卖送餐为生的家庭。

左昡是敏感的，她捕捉到了、或者说是挖
掘到了近年来我国社会上出现的、蓬勃发展的
外卖送餐这一新生事物、新兴行业。它就在我
们的生活中，常常与我们擦肩而过，或者已经
与我们直面相对。因为它已经是我们司空见
惯的事情，所以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视而不见
了。可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巨大的行业，拥
有庞大的群体。他们有他们的行业特点与规
矩，有他们的独特生活境况，有他们的家庭以
及子女。在儿童文学低年级长篇小说领域里，
左昡接触到的是一个新领域、一个新天地、一
个新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似
乎是很熟悉的，又似乎是很陌生的。总之，从
文学创作角度来评价，它是新颖的、富有吸引
力的，是我们过去很不了解的新天地，也是一
个魅力无穷又奇妙的一片儿童新世界。

很可贵的是，左昡注意到了这片新天地，
并及时紧紧抓住了它，然后去发现与挖掘，用
作家巧妙的文学构思、神奇的创作手法，编织
出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张原、

祝小草和北北三个活灵活现的中低年级儿童
人物典型艺术形象。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儿童
文学的题材领域中，终于有了像《我的世界》这
样一部描绘外卖家庭孩子与家长的生活状态，
展现他们的遭遇、他们的艰难、他们的拼搏、他
们的乐观以及生活中的苦辣酸甜的文学作
品。我们亦在其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劳动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他们乐观
向上、善良、宽容、团结的优良品质。书中，张
原想起妈妈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凭啥不
敢想？敢想，就敢干。敢干，就能干。”祝小草
的爸爸说：“只要用心，动脑子，坚持干，哪样都

能干好！”他们说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
文化的精髓。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劳动人民不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嘛！

相对全国庞大的各行各业来说，左昡从外卖
骑手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从这样不起眼儿的普
通行业的小小视角，描绘出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
以及整个中国大地上芸芸众生的心态、生活状态，
也反映出我国当今社会巨大的变化。

此外，这部书的书名《我的世界》起得非常
好，有味道。它富含着一种哲理，带着满满的诗
意，让人浮想联翩，不仅令人想到我们的生活，我
们的情感，也想到孩子们的天地与情感。作者
非常重视这四个字，读者在书中的叙述里、在人
物的对话里，甚至在可以脱离正常叙述的描绘
语句里，都能看到“我的世界”这四个字。作家用
“我的世界”的话语和思路将全书贯穿起来，它像
是一剂黏合剂、一剂融化剂，把不同人物的世界
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孩子

们的世界，是外卖骑手的世界，是我们这些读者的
世界，是中国人的世界。

当然，一部文学书的成功，绝不止于这些，它
还与图书的构架、书的全盘设计、人物的刻画、语言
的功夫等有关。在这些方面，左昡都做得很好。特
别是她的语言功夫是一流的。书中有许多精彩的
段落和句子，如同我们漫步在海滩上，时不时出现
在眼前的闪闪发光、灿烂耀目的五彩贝壳。

比如：“在外面跑一中午，她的头发早湿透了，
两条辫子毛毛刺刺的，像是嚼过的甘蔗。”

比如：“他说话像打乒乓球，一个球一个球地
蹦，蹦几个，就得缓口气。”

再比如：“北北整个人被包裹在热滚滚的空气
里、风里……他想象自己是个真正的骑士，正在无
边无际的路上奔驰，比所有人都快，比风还快。
不，和风融为一体，他就是风本身。一阵透明的，
谁也看不见、捉不着、管不了的风。”

这一切凝结成了这样一部献给孩子们的好书。

本书定名“通史”，“通”之要义贯穿
全书。作者把对租界的论析置于整个近
代历史长河中，采用“纵观”和“综观”两
种视野进行考察。作者挖掘与利用大量
以往未被发现的中、英、法、德、意文原始
资料及各租界的土地章程、工部局年报
等档案资料，系统、清晰地梳理出了中国
租界百年发展演变的历史，同时补充、修
正了国内外学界对租界问题的一些认
知。本研究所呈现的原创性、开拓性和
学术思想性，将租界史研究提升到一个
新台阶。

《 我 的 世

界》，左昡著，新蕾

出版社2024年4

月出版。

《江如练》

任林举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3月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任林举从漓江的
源头猫儿山出发，一路顺流而下，聚焦于
漓江流域的野生动物保护、污水治理、生
态修复、经济发展等问题，通过深度追踪
的方式展开了田野考察。以深度挖掘个
案的方式和强烈的亲历性、现场感从历
史文化、人文、生态保护等维度深度揭示
百里漓江的生态发展史，反映广西壮族
自治区在生态保护和民生发展方面所作
出的巨大努力与贡献，通过人与自然血
脉相融的关系表达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敬
畏之情。

《审美即信仰：英国艺

术运动的十个瞬间》

郭婷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威廉·布莱克为何从不以艺术家自
居？拉斐尔前派经久不衰的魅力是什
么？“草莓小偷”的设计师威廉·莫里斯如
何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玛格丽特·
麦克唐纳的作品与克里姆特异曲同工，
为何一度被大众遗忘？弗朗西斯·培根
画笔下尖叫的怪异面孔源于何处？翠
西·艾敏的霓虹灯语令观者感动落泪的
秘密是什么？

审美可以改变世界吗？资产阶级革
命浪潮中的威廉·布莱克，维多利亚时代
的约翰·罗斯金、拉斐尔前派、威廉·莫里
斯、麦金托什夫妇，亲历二战和嬉皮士运
动的弗朗西斯·培根、卢西安·弗洛伊德，
全球化、性别与族裔政治话语中的班克
斯、翠西·艾敏和卢贝娜·希米德，这些不
同背景的英国代表性艺术家，立足自己
的时代，或通过创作，或通过著述，对审
美成规与旧有秩序发起了挑战，开创了
新的审美风潮。

追溯这些艺术家的人生经历与创作
背景，青年学者、作家郭婷勾勒出英国艺
术发展的脉络，探讨了政治、宗教、社会
文化与艺术间的互动，以及审美如何记
录、改变和超越时代。

力津报 荐
摘自《科学的起源》，成生辉、崔维成著，中信

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书津报 架

《做长期正确的事》

创客老蒋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4年4月

长期又正确的事，就是既符合社会
价值，又能为客户提供价值，还能让自己
不断成长并从中受益的事。做长期正确
的事，不仅能锻炼个人能力，还有助于抓
住机遇和运气。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你离成功就越来越近。

本书是一本讲述独家创业心法的
书。在本书中，作者将自己多年创业
实战经验总结成方法论，通过揭示成
事的底层原因、如何找到长期正确的
营销模式、如何在创业过程中坚守长
期正确的初心、如何用价值观赋能长
期正确的事、如何搭载流量和势能形
成有长期价值的商业模式，以及如何
顺应趋势将长期正确的事进行到底六
个方面，总结自己跨越周期、成功实现
个人价值的心法，阐明坚持做长期正确
的事对个人成长、自我实现、创造价值
的重要意义，从而为想要找到个人发展
方向并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提供行之有
效的方法和路径。

大家 书读

推荐理由：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科学起源的相关概念及知识，且用整体和系统的眼光重新审视科学

技术的发展过程，内容涵盖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的文明（16世纪牛顿力学诞生之前的时期）、经典力学时

期（17世纪—19世纪）、现代科学时期（20世纪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科学高潮时期（21世纪上半叶，

复杂系统论）和科学未来（21世纪及以后，在复杂系统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万统论）。通过时间上的推

演及不同地域和领域间的相互比较，得出更多的科学理论间相互联系的信息。

本书在梳理科学发展进程的大框架下，更多地着眼于

理论间的联系。从科学技术及科学思想两个角度，探究科

学家和核心的科学理论是怎样一步一步推动科学体系的形

成及发展的。在此基础上，对东西方科学发展历程进行了

对比，以展示出东方科学在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