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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将此生长报国》是一部纪实文学作
品集，共收录5位作者的5篇作品。该书聚
焦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院士群体，
展现他们的人生经历、事业成就、精神境界
和人格魅力。读此书，仿佛上了一堂又一
堂带有科普性质的“专业课”、蕴含哲理意
味的“人生课”、具有引领作用的“思政课”。

书中的 5 位院士，分别是植物病理学
专家朱有勇、雷达专家刘永坦、水稻遗传
学家卢永根、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和
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从身份看，5 位传主
是“时代楷模”，是院士，这是“形”的部
分。而他们情之所牵，心中所向，都浓缩
在书名中的“报国”二字上，这是“神”的范
畴，是人物形象的本质属性。也可以说，
他们都在创造着、实践着“科学家精神”。

全书厚植家国情怀。5位主人公都是
在“时”与“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自
觉将人生目标和生命追求，与民族、国家、

时代紧密关联起来。比如，刘永坦出生于
1936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时。他是
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声中成长的。
所见所闻所感，让他立下“做一个有担当
的中国人”的誓言。卢永根1930年出生于
香港，逃难中的饥饿感坚定了他日后投身
农业、扑向大地的决心。他们的身上有一
种强大而深沉的信念感，以果敢和不屈直
面困难、迎接风浪，又能甘坐冷板凳、潜心
研究，力求“知行合一”，不断锤炼“择一事
终一生”的专注品格。

知人论世是该书的一大写作特点，几
位作者有意或无意突出“父亲”角色，强调

“血缘”和“地缘”对一个人成长成才的重
要影响。陈俊武学习英语碰到困难，失声
痛哭不肯上学，父亲递来一条毛巾，让他
擦干眼泪，进而严肃告诫说：“人生就是要
遇到无数难题，害怕退缩必将一事无成。”

“赤脚少年”朱有勇下地干活，看到父亲辛

勤劳作却时常遇到作物歉收，遂有了长大
给土豆“治病”的念头。卢永根的父亲将

“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
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的家训赠送给
孩子。刘永坦的父亲跟他有一次正式谈
话，沉痛诉说当时国家正在蒙受的劫难，
期待他能“为国家干点正事”。彭士禄是
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之子，他 4
岁时，父亲英勇就义。但在彭士禄的成长
经历中，父亲始终是不在场的在场。彭湃
写下的“愿消天下苍生苦”的诗句，时常在
彭士禄心中激荡。

《愿将此生长报国》书写了“一类人”，
突出了科学家的“共性”，同时也呈现出他
们丰富而饱满的“个性”。“共性”和“个性”
的交融，使该书成为一本了解科学家精神
与情感世界的书，它也是一本有价值、有
风格、有营养的书。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王国平

近日，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
学术翻译工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000种在沪
首发。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始于20世纪50年
代，自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是改革开放在学术出版和
思想文化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标志。2009年“汉译世
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400种，2017年出版至700种，
2024年出版至1000种。学科门类涵盖哲学、政治、法
律、社会、历史、地理、经济、管理、语言、艺术等，许多书
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
先驱者、代表者，被誉为“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
神世界”。 （据中国作家网 作者：王洪波 陈菁霞）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至1000种

书 界 动 态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
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天才杨振宁：创造力与平衡感》

★作者：王珊 苗千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本书叙写杨振宁
家庭、生活、学术研究
和经历，包括从儿童到
青少年时期的安徽和
清华大学 阶 段 、西 南
联 大 时 期 、赴 美 学 习
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 、回 到 清 华 大 学 反
哺中国的高等教育四
个人生阶段，立体呈现
了杨振宁丰富多彩的
百年人生。（本报综合）

新 书 推 介

书 林 撷 英

感受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愿将此生长报国》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名家谈读书

你迷上了一本书、一首歌、一幅画、
一部电影，心里在崇拜哪位作家、哪位歌
手、哪位画家、哪位导演，崇拜得很深很
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天下那么多书、
那么多歌、那么多画、那么多电影，你为
什么独独会着迷这一本、这一首、这一
幅、这一部？

答案是：你与这些艺术家的审美心
理高度重合。有一种潜在的文化基因，
使你们在瞬间打通了心灵秘径。

这种审美心理、文化基因、心灵秘
径，为什么黏合得如此紧密，使你难以割
舍？因为此间一半属于你自身。你痴迷
作品，是因为蓦然发现了自己的灵魂。

所以，我作为《观众心理学》的作者
一再论述：读书，就是读自己；听歌，就是
听自己；赏画，就是赏自己；看电影，就是

在黑暗中看自己。至少，是部分自己。
人类历史上有四五个举世公认的

“文化黄金时期”，各有重大优势。相比
之下，最具有“集体诗情”，因此排位也最
高的，是中国唐代。直到今天，世界各地
的华人偶然相遇，如果互相要测试彼此
的文化认同程度，最后往往会吟诵几句
唐诗。不错，品味唐诗，是修习中华文化
的白玉基台。

比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这是我
选的“必诵唐诗 50 首”中的第一首：“朝
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
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最好的唐诗都不喜欢生僻词语和历
史典故，这首诗也是这样，明白如话，毫
无障碍。李白的高妙，首先是在交通条
件还很原始的古代，完成了极短的时间

和极长的空间的奇异置换。这种在“一
日”和“千里”之间的奇异置换，昭示了人
类生命力有可能达到的畅快，因此能使
读者产生一种生命的动态喜悦。

诗人借一些自然力来衬托和喝彩。
哪些自然力？一是彩云；二是白帝城；三
是千里江陵；四是万重山。

这四项，足够气派，又足够美丽，但
都是静穆的，还缺一点声音，于是，李白
拉出了“猿声”，还“啼不住”，于是视觉和
听觉一起调动起来了，全盘皆活。诗的
奇迹，莫过于此。

可以做几点较完整的提示：
一、唐诗是诗，不是学问。诗与我们

每个人的内心相关，因此，你们尽可以一
门心思地去读那些“一上眼就喜欢”的
诗。“一上眼就喜欢”，是现代心理学研究

的重要现象，证明那些诗句与你自己的
心理结构存在着“同构关系”。喜欢李白
的这两句诗，证明千年之后的你，与写诗
时的李白有一种隔代的心理共振。这是
通向伟大的缆索，因此要抓住不放，反复
吟诵。读这样的诗，其实在读自己。读
自己，也可以说是用唐诗唤醒自己，唤醒
一个具有潜在诗魂的人。

二、太复杂、深奥、艰涩的诗，可以暂
时搁置。如果今后你选了中国古典文学
专业，再读也不迟。最好的唐诗，不允许
学术硬块来阻挡流荡的诗情，而真正的
诗情因为直通普遍人性，所以一定畅然
无碍，人人可感。

三、读唐诗就是读唐诗，不要把衍生
体、派生体、次生体当作唐诗本体。在衍
生体中，精简的注释倒是可以偶尔读一
下，却不宜让太多知识性、资料性、考证
性的文本挡住了视线。

（据《中华读书报》 讲述：余秋雨
整理：宋庄）

读书，就是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