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天
文与空间科学研
究院院长、著名
科普作家李淼博
士在为这套书作
的序言中写道：

“给成人写科普文
章和书是我在过
去很长时间一直
做的事，做得并不
算好。给少年儿
童写书是我以后
想做的事，因为还
没有开始，并不知
道该怎么做。给
2-4岁低幼儿童写
科学故事，应该是
更高的目标了，也
许今后会尝试。”

翻 看 这 套
《睡前给宝宝讲
个科学故事吧》，
简单的文字和充
满童趣的插画，
一下子将李淼带
回了他第一次读

《十万个为什么》
的年代，“那个时
候，我虽然还小，
但已经远远不止
4 岁了。在那个
年代，如果也有人
给那时的小孩子
写这样的书该有
多好。在儿童的
世界里，成年人眼
中看到的一切都
会呈现出完全不
同的面貌。我想，
儿童眼里的风、
雨、雷、电、太阳月
亮和星星，在充满
了神秘色彩的同
时，也和人类一
样，有着自己的故
事吧。也许儿童
眼中的世界，就像
文明曙光刚刚降
临的时候人类所
见到的那样，既有
趣好玩同时又像
朋友。”

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文人与历史，向来密不可分。
作家庞惊涛 20 余万字的新

作《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
文观察》，不仅有新的角度，也有
新的深度，还有新的广度，开阔
读者眼界的同时，也拓宽了读者
的心界。

“该书不但是对钱穆先生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
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
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深度契
合，而且展示了他在较为冷僻的
地界深度打捞、耐心复原巴蜀的
人物与事功，其扎实的考据、独
立的思想与峭拔的言路，构成了
庞惊涛历史随笔的底蕴与亮色。”
诚如作家蒋蓝的评价，本书的“底
蕴”与“亮色”体现了庞惊涛的写
作偏好和趣味，眼界是色，心界为
蕴，真是说得恰到好处。

关于历史随笔的写作，我常
听庞惊涛谈及。他乐于分享自
己的创作体验，并广泛接受其他
作家历史随笔的个人偏好。《看
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
察》中的几乎所有随笔，皆以人
文为基调，夹杂着较为深厚的历
史认知，反复在“大区域”与“小
历史”、严肃历史与活泼散文间
寻求平衡。

很明显，他不仅希望本书在
严肃的作家和读者眼里，探讨比
较深刻的思想内容，也希望在文
史小白那里，收获含有类似“平
易近人”或“轻松快乐”这种关键
词的评价。他在读懂了局部的
历史后，也希望读者跟随他的

“读懂”，读懂他在本书里言说的
历史。

是故，他既有纵横恣肆的联
想，也给历史留下了几分情面的
个人剖析；既有意味深长的探
究，又在感慨处增加了几分自己
的当下情绪。他对这种平滑与
犀利的拿捏，在这本历史随笔里
随处可见，让人耳目一新，意味
绵长。

对我而言，我也可以在庞惊
涛的史观里，对照出我的史观，
这是历史随笔予人最大的便
利。每每读到书中的好篇章，尤
其是在特别感兴趣的某些历史
人物和某些历史事件里，最希望
看到他一竿子插到底的评论。
这评论无所顾忌，也是由此及彼

的情感生发，他全然不去理会这
种随笔语言是否温情、内敛。

比如，在《庚子纪事》里，他
评价说：“对慈禧而言，庚子乱
中，她的仓皇辞庙，并不是让她
去体谅民间的疾苦，而是一次离
开京城的盛大旅行。”事实上也
是如此，国事如此，慈禧尚有心
情游山玩水、享受地方官员出于
私情的“照顾”，这样的评论确乎
深入骨血。

在《张栻：四海无人万古空》
一文里，他说“四海无人对夕阳，
这是朱熹的悲哀，不是张栻的悲
哀。我现在常常这样想。”几乎
就是他和历史人物的隔空对话。

在《长孙无忌：令旗山下的
穷途末路》一文中，他又有接通
古今的感喟：“雨停了，云雾却并
没有散去。天色向晚，我要走上
漫长的归途，那是一条高速路连
着一条高速路的坦途，不似长孙
无忌走向黔江贬所的曲折山水
险途。”

凡此种种，都可见出庞惊涛
在这本书里想要流露出的科学
和理性史观。

但文学终归要接近人性，而
不是单纯贩卖史观。在这本书
里，我同样读到了庞惊涛的情感
偏好。他聚焦诗佛王维的“哭”，
这是论及王维者很少注意到的
角度：“太过理性而冷静的阅读
和注解，和少年王维当年的热血
铺陈，仿佛在以后每一个有思想
交汇的时空里，凝成了一个互不
理解的结。真正能打开这个结
的人，或许需要经历和王维相同
的人生境遇和况味。”

他把杜甫和苏轼这两个和
蜀地大为相关的大诗人粘连在
一起，目的恰好是关注他们相似
的“中年况味”：“《寒食二首》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合而观之，
其共同之处，恰在于以两位大家
的悲凉之笔，前后呼应，写出了诗
人们共有的中年况味，以及这况
味之后深沉的众生之念。”（《中年
况味：以杜甫和苏轼为参照》）

在《最后的古井》里，庞惊涛
貌似在写当代乡村的巨变，实际
也是在写“回环”的历史，这也是
他特别在写了众多历史人物和
历史事件后，将历史随笔的纵横
之笔，关注到当代乡村的原因：

“它不是至亲，不是爱人，甚至不
是情人，它顶多只是我们人生的
一小部分记忆。当新的记忆覆盖
旧的记忆，这眼最后的古井也就
失去了和自来水共存的理由。”

我喜爱这样的“看历史”，以
及“看历史”这样的平行视角下，
这样一行又一行的充满深情的
文字。我想，已被我双眼收藏的
亮色，也会慢慢沉静下来，蕴藏
在我心底，像那些曾经发生过的
历史事件、出现过的历史人物一
样，有一天，他们会以特别的面
目和特别的提醒，再一次出现在
我们生活的任意一个大区域视
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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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天生就
有一颗探索世界
的好奇心。从他
们会说话的时候
开始，就有了解
新知识的愿望，
期待去理解围绕
着他们的世界。
有很多方法可以
去发现和了解这
个世界，语言、舞
蹈、绘画，都是了
解世界的方法。
科学，当然也是
了解世界的方法
之一。7月17日
下午，“唤醒孩子
对科学的好奇心
——《睡前给宝
宝讲个科学故事
吧》系列新书分
享会”在济南书
博会上举行。

《睡前给宝
宝讲个科学故事
吧》文字内容由
法国著名天体物
理学家让·杜帕
撰写，其中插画
出自法国画家奈
莉·布吕芒塔尔，
文风简练，画风
浪漫，被四川科
学技术出版社引
进中文版，由中
山大学天文与空
间科学研究院院
长李淼作序。

这套特别的
书，深深吸引了
很多读者。畅销
科普图书编辑代
冬梅作为主讲嘉
宾，与现场小读
者和家长朋友们
进行了新书分
享。她用温暖、
富有诗意和想象
力的分享带领孩
子们穿越时空，
寻找世界的源
头，寻找和人类
自身相关的秘
密，唤醒孩子们
对科学的好奇
心，帮助孩子建
立幼小心灵与大
自然的共鸣。《睡
前给宝宝讲个科
学故事吧》系列
分为六册，分别
讲述空气、火山、
月亮、地球、太
阳、海洋的起源。

法国天体物理学家
帮孩子向未知世界发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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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帕是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的天文学者，研究方向
为南极外星尘埃。为了让孩
子从小就开始了解科学和世
界的奥秘，他决定给孩子写
书。这也是他写给孩子的第
一套科普读物。

杜帕在书中写了一段给
中国小朋友的话：“我很高兴
你们能读到我的书。对我的
书来说，这是一场美丽的旅
行，一场面向孩子、对我们的
世界和宇宙提出问题的、在中
国生活的孩子的旅行。很久
以前，中国人就开始观测星星
的活动，这些观测都很精确，
并且带着自己的思考。因此，
能把这些科学知识讲述给伟
大的天文学家的后代听，我感
到非常荣幸。”

书中的插画风格浪漫优
美，大人孩子都爱看，它们出自
法国画家奈莉·布吕芒塔尔之
手。杜帕说：“我非常确定，你们
会喜欢奈莉·布吕芒塔尔的绘
画，因为她的绘画中所表达出来
的诗意和力量是不分国界的。”

杜帕还提到，这本儿童科
普书的创作源起于他和奈莉
的一次碰面。“我非常喜欢她
的画风，它饱含诗意而又有
趣。这正是我在寻找的、在传
达给孩子科普知识时所需要
的画风。这样的绘画风格，使
得我们可以探讨深层次的科
学问题，而不会让孩子们感到
有压力。孩子们都很聪明，我
们的目的是让他们了解发展
中的科学知识，用一些简单的
词语和有趣的绘画让孩子们
的想象力能展翅飞翔。”

杜帕的研究方向是天体
物理学。天体物理学使得我
们有可能了解到，与存在于我
们生活的世界中的物体完全
不一样的物体。“我们创作这
本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
回答孩子们心中的疑问，更是
为了让孩子们理解—他们可
以对他们所不了解的世界提
出疑问。正是通过对这样的
科普书的阅读，才能让孩子们
从小就建立一种追求真理的
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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