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已过半，全球抗疫仍
在进行中。面对疫情和灾难，需
要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近日，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正策划一
套由诺贝尔奖得主领衔撰写的

“牛津科普读本”。其中《流行
病》的作者是澳大利亚国宝级科
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彼得·多尔蒂。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从牛
津大学出版社引进此书，并邀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原主任聂绍发教授亲自操刀翻
译，《流行病》中文版即将于今年
8月出版。

在移植和杀伤T细胞介导免
疫方面的发现，帮助彼得·多尔
蒂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这项发现与我们今天看到
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十分相关。
他如今仍旧活跃在免疫学研究
领域。

在《流行病》中，多尔蒂从具
体防护措施到心态调整方面，详
细介绍了如何科学理性地应对
疫情。

他用精准又通俗的语言科
普了“什么是疫苗”“流行病暴发
时，我们应如何保护自己的家
人”等众人关切的问题。

在前言中，他从语言学的角
度分析了大流行（pandemic）与恐
慌（panic）之间的关系，“见到
pandemic这个词，我们也许会条
件反射地联想起一个与它类似
的词panic。虽然这两个词语实
际上并没有共同的词源联系
（panic来自希腊神话中的潘神），
但疾病大流行可能比其他病毒
传染或细菌感染具有更强、更广
泛的传播性，因此，大流行确实

会引起恐慌。……不过，即使遭
遇了大流行，我们也不能陷入恐
慌，我们仍然要保持理智，这是
十分必要的。这本书的写作目
的正在于此。”

多尔蒂个人参与的传染病
防治工作是基于实验室的，但他
透露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从事临
床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同事的帮
助。“这本书中包含了一些关于
疾病的专业知识，从流行病学的
基础——感染和免疫开始，我会
尽我最大的努力以一种通俗易
懂的方式来解释这些问题。对
于各种病毒、细菌以及其他存在
于我们体内外的微生物，我们或
多或少都应该了解一些，毕竟它
们跟我们的关系密切。”

除了《流行病》之外，“牛津
科普读本”系列还包括《过度捕
捞》《能源》《气候变化》《注意缺
陷多动障碍》《生物入侵》《海洋
污染》等。每一本涉猎的都是现
代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科学和
技术议题。每本书采用问答式
编写方式，分专题通俗易懂、简
明扼要地介绍了有关的基本概
念、基本知识、基本应用、发展历
史、研究热点、不同学术观点、发
展趋势等内容，让广大读者系统
地了解相关议题，脱离“碎片化”
网络信息的困扰。

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
原校长杨叔子，在为该系列作总
序时提到，“这套牛津科普读本
的作者都是该领域的一流专家，
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些发达
国家的国家科学院院士等，译者
也都是我国各领域的专家、大学
教授，这套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

‘大家小书’。”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后疫情时代，
如何与流行病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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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大学等研
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山东、云
南、黑龙江等地的诗人以及人
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界的编
辑，采用邮件、微信传输和书
信等方式，对诗人李瑾的最新
诗学论著《谭诗录——实然非
实然之间》，开展了一次疫情
之下的“低碳环保”的通信学
术研讨，是一次新鲜的文学活
动实践。

李瑾在创作之余，一直从
事诗歌研究和艺术评论。善
于将对诗歌本体的审视转换
成对人的心理意识、精神活动
多面向、多维度的阐释，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谭诗
录》从心理学、现象学、生存哲
学等视角谈论诗歌，内容包括
诗歌和哲学、乌托邦、世俗化、
虚无、身体、山水、民族主义、
启蒙、自我等五十个核心词汇
之间的关系。

试图“解释清楚诗歌‘元问题’”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
加、李敬泽以及书记处书记邱
华栋，专门撰写评论文章对李
瑾在《谭诗录》中对诗歌的探
索予以肯定。

吉狄马加认为，当诗人相
当然地使用“诗歌”这一词汇，
很少有谁去真正深入探索诗
歌这种“主观”表现艺术的面
相和内涵时，李瑾对诗歌内涵
外延的追寻便成为一种诗歌
本体的自觉和个人主体性的
确立。李瑾的这部作品完全
称得上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
的诗学沉思录，某种意义上，
甚至会创造出新的诗歌逻辑
体系和新的理解范式。

李敬泽表示，通过《谭诗
录》我似乎隐约察觉了作者的

某种执念，他似乎想以一人之
力解释清楚诗歌“元问题”及
其派生出来的诸种概念，比如
诗歌与故乡、音乐、身体、审
美、意识形态、历史、自然权
利、异化、象征、山水等等的交
互关系，这种玄想式的、默念
式的自我对话，无疑开启了理
解诗歌本质和属性的一扇幽
窗，也无疑对写诗这种人最纯
真的“活动”提出了另辟蹊径
的诠释。

诗歌本身就是有机的生命体

邱华栋认为，我读到李瑾
的《谭诗录》文本时，有一种极
大的惊喜。他是很有文学追
求的，在这部沉思录式的诗学
谈话中，以某种我们早已陌生
的先秦诸子的思考方式和古
代希腊哲人探源世界的诘问
与回答的方法，具体而犀利地
探讨了诗歌和五十个核心词
汇之间的关系，带给了我们洞
见和智慧。这么宏阔的视野，
深度的思索和凝视，都令我感
到他的这本书价值非凡。

一些学者和出版界的朋
友认为，《谭诗录》是近年来
诗学研究上出现的一部极有
分量的作品，具备“经典”的
气质。

还有诗人谈到，“诗歌即
人”是李瑾赋予诗歌本体论四
字“真经”，在《谭诗录》中，用
来代指诗歌的代词一直都是

“她”，这不全然是作为诗人的
李瑾的一个浪漫主义的表
达。诗歌除了让人成为人，

“她”本身就是有机的生命
体。诗人和诗歌，是彼此成全
的关系。诗歌作为本体存在，
其生命和意义都是独立甚至
超越个体诗人的。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疫情下的“低碳环保”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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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诗录》
作者：李瑾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