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

作者：张笑宇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人：庞茂琨，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
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美术家协会主席，教
育部高等学校美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

在技术与文明之间

这是一部致力探讨技术与文明之间关
系的书。技术是目的还是手段？技术对于
文明到底有什么作用？如何不做技术的奴
隶和附庸？读了《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
和未来》一书，给了我很多启发性的回答。

书中，作者张笑宇以技术驱动为视角，用
跨学科的“汇流”视野，从几千年历史长河中
筛选出14个关键历史时刻，来探究技术发展
与社会演化的互动历程：弩，如何扣动了中国
大一统的扳机？为什么说火枪的发明彻底改
变了人类的命运和历史走向？机枪的发明如
何让20世纪世界格局重新洗牌？核武器的
发明如何改变“国家工厂”的模型……

在传统语境中，人们一般把技术看作
“形而下”的术，把理论看作“形而上”的道。
多数人认为“道”比“术”更高级。不过，随着
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开始对技术
进行反思，普遍秉持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
相信新技术会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另一
方面，又害怕技术“失控”，让人沦为技术的
奴隶。从《弗兰肯斯坦》到《哥斯拉大战金
刚》，都表达出对技术这一“两面性”的恐惧。

对此，作者在书中给出的结论是：技术很
重要，因为人类首先是一种动物，生理层面的
局限性导致人类不得不依赖技术，技术就是
人类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工具，但人类不应匍
匐在技术的力量面前，成为其完全的附庸。
其独到的洞察力和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三年前，我在上海办了一个大型个人画
展“副本2020”，展出了我对于科技问题思
考的一个系列作品。“副本”是我“折叠”系列
创作在空间和媒介上的拓展与延伸，“折叠”
仅限于我把自己植入进画面，与古典对话，
造成时空措置。在“副本”中，我加入了人工
智能、3D打印等智能科技，是对未来的折
叠，对人类如何适应科技带来的根本性改变
的进一步思考。

如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人工
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令我们陷入一种从未有
过的兴奋与困惑交织的状态。面对技术带
来的奇妙、巨变与断裂，今天的哲学、伦理学
或者是艺术，可以说都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正如作者所言，技术如同一道地平
线，每增高一分，人类文明的图景就被改变
一分。如今，技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从未想
象过的运行规模和层面，世界正在发生缓慢
而坚定的转变，无论是古代的伟大思想家，
还是近代的启蒙运动先驱者，从未有人明确
告诉我们该如何组织社会、如何与技术的力
量共存，一切只能由我们自己摸索。

庞茂琨

《西方正典：伟大
作家与不朽作品》

作者：哈罗德·布鲁姆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推荐人：董洪川，四川外国

语大学校长，英语语言文学专
业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
翻译协会副会长，全国英国文
学学会副会长。

作品因“陌生性”而伟大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
朽作品》是耶鲁大学著名学者
哈罗德·布鲁姆的扛鼎之作。
作为耶鲁大学的资深教授，布
鲁姆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禀赋过
人，阅读速度奇快，记忆力超
常，向来以不与学术传统妥协
著称。

该书通过对26位精心挑选
的西方经典作家的考察与分
析，以传记式作家论和文本细
读相结合的方法，努力揭示西
方著名作家作品的经典性。作
者认为，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
都 在 于 其 具 有 一 种“ 陌 生
性”——一种无法被同化的原
创性。

西方文学自但丁《神曲》以
来的千年历史，就是一个从陌
生性到陌生性的不断演化发展
的过程。作者希望能够以此正
本清源，回击当代世界对文学
经典的误读与误解，进而重塑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传统
经典谱系。

布鲁姆被誉为西方传统中
最有天赋也最具有原创性的文
学批评家，他将崇高的审美特
征视为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
根本标志。因而在他看来，阅
读文学经典的根本目的就是增
进人的内在成长。

作者既有对西方文学传
统恢弘正史的独到思考与把
握，也有对不同国别文学之间
复杂纠缠的互文性关系的爬
梳与辨析，还有对从但丁、莎
士比亚、弥尔顿、惠特曼、歌
德、狄更斯、普鲁斯特、卡夫
卡、贝克特到乔伊斯、伍尔夫、
聂鲁达等作家经典名篇丝丝
入扣的精妙评析。阅读此书
需要联系历史语境。经典化
与现代性也是当下中国文学
语境中经常探讨的内容。

在布鲁姆看来，文学作品
的生命力就在于想象，与阶级、
社会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无
关；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是美
学，由此引发的文学批评则绝
对是一种精英现象。

布鲁姆以“对抗性批评”反
抗今天的大众文学，力图重建
西方文学的经典传统。总之，
这是一部需要细读的文本，要
有一定的阅读基础，值得当代
大学生认真阅读。

董洪川

《人类简史》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荐人：黄爱龙，重庆医

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
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
主任委员，国家重点学科传染
病学学科带头人。

超出想象的未来

从地球上一个毫不起眼
的族群登上生物链的顶端，人
类何以最终成为地球的主
宰？《人类简史》试图给出最精
准、最简约的回答。

书中，作者赫拉利从容游
走于多学科之间，从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
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角
度，对智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
的来龙去脉，做出全方位的考
察和预测。作者用500多页
的篇幅，成功完成了颠覆传统
历史写作方法以及从前所未
有的高度看人类历史的“野
心”，加之一般史学作品所缺
乏的文学感染力以及作者丰
富的想象力，《人类简史》为读
者带来了更加开阔的阅读胜
景。全书规模宏大但绝非泛
泛而谈，尤其对人类发展的几
个关键历程提出的独特看法，
令人耳目一新。

对历史和人生的彻悟，既
是作者的写作企图，也让读者
在阅读过程中感受颇深。“我
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
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
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
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
可 能 性 远 超 过 我 们 的 想
象”……这些都让读者对历史
的认知和生命的价值有了进
一步思考。

当然，赫拉利对某些现
象的批判也让我时时陷入沉
思。他对基因工程学改良人
类种种做法的尖刻抨击，把
打着“治病救人、延长生命”
的旗号改造人类基因的科学
活动，比作追求长生不老的

“吉尔伽美什计划”和创造科
学怪人的“弗兰肯斯坦博士”
这两种传说的结合，而这种
结合，在他看来是极其危险
的。作为医学和生物科学
家，伦理底线是我们不可触
碰的“高压线”，而作为高等
医学教育者，必须教会学生
基本的职业操守。

新冠疫情发生后，作者发
声呼吁：“疫情本身和由此产
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
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
决。”这，其实是延续了《人类
简史》中，赫拉利对人类未来
命运的担忧和骨子里对天下
众生的无边大爱。

黄爱龙

《通信简史：从遗
传编码到量子信息》

作者：杨义先、钮心忻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推荐人：高新波，重庆邮电大

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
子学会会士、中国计算机学会会
士、英国工程与技术学会(IET)会
士，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
会长。

“幻想”未来通信的发展

站在通信发展的最前端，未来
通信将何去何从？我们有必要深
入了解通信发展的整个历史，然后
让历史告诉未来。而要了解真正
的通信发展史则应当从遗传编码
开始，这就是《通信简史：从遗传编
码到量子信息》一书的作者杨义
先、钮心忻教授告诉我们的一个与
众不同的通信简史。

这本科普著作丰富有趣而又
脑洞大开，思路大胆而新颖。两位
作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复
杂和抽象的生物遗传和生长与通
信技术之间的联系，并试图从生物
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启发未来通信
的发展方向。

与《生命是什么》一样，《通信
简史：从遗传编码到量子信息》也
是一部“跨界之作”。

1944年，鼎鼎大名的物理学家
薛定谔出版了《生命是什么》，提出
了许多在当时看来“毫无根据”的
大胆猜想。然而，正是这本“不务
正业”的跨界之作，后来成为了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经典之一，
它激励了威尔金斯、克里克、沃森
等青年物理学家“跳槽”到生物学
领域，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和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当今，通信、计算机科学乃至
人工智能，都和生物学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当通信科学发展遇到瓶
颈的时候，返璞归真，从最初模仿
的生物学中寻找思路，无疑是一种
有效的方法。

今天，全球5G通信技术的发
展如火如荼。但是，通信界业内，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产业界，却都产
生了一种悲观的思想，即认为“香
农信道容量危机”（注：即随着 5G
手机等为代表的通信技术的飞速
发展，端到端通信的香农信道容量
极限即将被逼近）已经逼近，摩尔
定律正在失效，也就是说数字存储
容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达不到摩尔
定律的预期，通信的发展很快就要
到达顶峰，通信理论和技术也没什
么发展空间了。

这本书告诉大家，人工通信目
前还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人工
通信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回归自然
通信，比如“语义通信”或者“意念
通信”。

这听起来有点科幻，但是，哪
一次科技进步不是源自科学家不
着边际的“幻想”之中呢？关于未
来，我们拭目以待。

高新波

《把思考作为习惯》

作者：韩焱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社
推荐人：孟东方，重庆师范

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
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

掌握多元思考工具

当山风拂去棱角，仍有书
香伴你心驰。《把思考作为习
惯》是知名出版人韩焱的新
作。作为一本认知成长类书
籍，该书将众多经典书籍中最
有价值的思维模型进行了撷英
取华、集成蝶变，并内化为一个
系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思维
工具箱。

按照人的成长逻辑和职场
路径，该书用28个经典思维模
型搭建了一个认知成长框架。
这个框架能帮助人们打破自己
的“元无知”状态，锻造自己的

“学习力、规划力、决策力、创新
力、习惯力”，掌握多元的思考工
具，学会像交响乐团指挥家一样
应对复杂系统。只有这样，人们
才能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不断
进阶，成长为一个深度思考者与
强大的问题解决者，实现对自我
人生的积极掌控。

所有的思想都有其时空适
用性和局限性，在这样一个充
满不确定的社会，答案不可能
轻易出现在书籍之中，生活也
不可能有任何标准答案。作者
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对
快速变化的社会，需要通过5个
步骤提升自己的“思维力”——

第一，想做好任何事，都要
先打破自己；第二，构建成长框
架，为职场进阶打牢基础；第
三，不断连接他人，升级你的职
场影响力；第四，心理能量是第
一生产力；第五，用“交响力”应
对复杂系统。

我们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
代，知识的更新迭代不断加快。
人们如何应对自己的“元无知”，
将是决定个体差异的重要因
素。因此，运用多种思维工具来
审视和解释世界的能力，已经成
了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不同的思维工具可以帮助
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发现不同事
物之间的相关性，只有把这些丰
富的洞察交织在一起，以更加丰
富和细致入微的方式理解这个
世界，才能更好地做出决策。

作者在书中提出“人需要
培养跨界思维和跨域思维的能
力”。思维方式的改变，能引导
我们产生超越日常的有价值
的、宏大的新想法，这些想法不
仅会改变社会生活方式，还能
进一步引导思维方式持续进
化，这正是予人蓦然通透、豁然
开朗的沁馨。

孟东方

《法的思想世界》

作者：董彦斌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

社
推荐人：付子堂，西南政

法大学校长，法学教授、法理
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
育部法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从法学角度思考人类

作为2022年北京大学
出版社重点推出的法学新
著，西南政法大学董彦斌博
士的《法的思想世界》，是一
部试图从法学角度思考人类
社 会 的 优 秀 作 品 ，入 选

“2022年十大法治图书”。
如果说自然科学主要思

考的是自然界，那么人文与
社会科学主要思考的就是人
类社会。二者不同的是，思
考人类社会除了运用科学方
法，还与价值、情感密切关
联，还与家庭、共同体、家国
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人
与人的联系方式密切关联，
还与动态的人类实践和难解
的实践难题密切关联。故
而，思考人类社会不仅需要
具备科学精神，像自然科学
家一样思考，还应具有家国
情怀、天下观念、实践逻辑和
对真善美的追求。

从法学角度思考人类
社会，尤其是从法理学的角
度思考人类社会，是人文与
社会科学当中思考人类社
会的一种重要角度，具有法
学和法理学的独特性，偏重
于思考人类当中秩序的共
性与特质、法律制度的形成
与演进、权利意识的萌生与
变化、法治的构建与进步、
不同法律文明的观念差异
与模式比较。

该书的作者，在史与
今、变与常、脉络与框架当
中，试图发现现象之下的规
律，从对比中归纳模式、找
寻原理，并试图呈现新意。
例如，关于自然法，本书关
注了自然法“上接天线、下
接地气”的双重属性，不把
自然法视为纯思辨的书斋
之学，不以哲学的方式将其
视为与历史无涉的纯理性
表达，而认为其是某一种文
明之下的特定表达。

由此，作者一方面提炼
中国版的自然法表达，另一
方面也通过与孟德斯鸠的对
话，阐发自然法的社会条件
和地域属性。作者将自然法
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天理国
法人情”表达方式联系起来，
既让自然法变成中国话语，
也试图打通古今法学表达。

付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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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六位大学校长阅读推荐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李志峰、韩毅整理

一本好书就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启心灵之门。对于喜欢阅读的
人来说，读书是一种汲取营养的方式，更是一种乐在其中的享受。

今年1月12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明确提出，要把开展读
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一年之计在于春。校园里求索的琅琅读书声，也是春天的一种
美好。新学期读什么书？重庆六位大学校长向广大读者推荐了他们
认为值得一读的书，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书籍的力量和阅读的喜悦吧。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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