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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年 ，王 韬 四 十 周 岁 ，正 是 不 惑 之
年，此时他在苏格兰协助理雅各译书，又被
邀至牛津大学用中文演讲，论中西“道”之异
同。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一件事。王韬
主张“融会贯通而使之同”“中西合一”的文
化观、世界观，对闽人后进陈季同、严复、辜
鸿铭等影响深远。

王韬对自己西传中学如此自信，根本原
因在于他有良好的中学根蒂，并对西学有包
容的胸襟。王韬的文化自信，还源于他重视
对西人的演讲技巧，关注异国听众对他演讲
的反应。他专门指出自己对爱丁堡听众吟诵
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音调抑扬宛转，高亢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
赏”；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牛津听众对他演
讲的反应，“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
称赞，墙壁为震”“诸问者俱为首肯”。这些句
子足以表明他对讲好中国故事、西传中学的
高度自觉与自信。

从英国归来后，王韬更花大力气办报办
学，推动西学东渐，力促国人“明洋务”以“自
强”。他在《变法自强》一文中指出：有人认为

“西法不足效”，那是因为这些人不得“西法”
之要领，“西法”必不为此代为受过。他认为

“洋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学习“西技”，如
“舟坚炮利，器巧算精”之类，而应该学西人
“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

因此，王韬认为学习西法的根本依然在

于正人心，这与孔孟之道的要求是一致的。
他说，“本根所系，则在乎孝弟忠信、礼义廉
耻，必先以士先”，“风俗厚，人心正”，则“西
法自无不为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
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

王韬身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兴
起时期的中国，他没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所看的西方世界正蒸蒸日上，中国正内
忧外患、风雨飘摇。然而，他依然发自内心
对中西之“道”走向“大同”充满自信，并以
此自信呼吁、引领中国社会顺应世界潮流，
变法自强。他的作为深刻影响了后其一辈
的维新名士，如同为福建籍的陈季同、严复
和辜鸿铭，他们像王韬一样，通过演讲、译
著、办学、办报来推动中西文化的进一步深
入交融。

陈季同长住欧洲达 16 年之久，是晚清
对欧洲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外交官。他是一个
对生活、对世界充满热情的乐观主义者，还
是一个主张中西一家、推动世界和平的理想
主义者。他在著作中反复陈述“天下一家”的
思想：“在这里（指卢浮宫），我看到过去曾被
敬仰的所有偶像，今天都成为世界人民的笑
料。……我忽然理解了国家之间的互相吞并
有多么愚蠢。国家注定都要在战争中消失。
为了避免毁灭的命运，只有一个办法，即相
互理解、筹划和平而不是准备战争，让安宁
和幸福统治整个和谐的地球。”

辜鸿铭在东南亚和英国成长，从小受英
式教育，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以及
欧洲大陆的名校，直到 1880 年在新加坡与
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马建忠（李鸿章幕
僚）会晤后，辜鸿铭才毅然回到中国，成为张
之洞处理外交事务的幕僚。

在西洋生长的辜鸿铭对中国孔孟之道
情有独钟，和王韬一样，他致力于向西方传
播中国的儒学、儒教、儒道，英译了《论语》

《中庸》等。他凭借自己精通多种语言的天
赋，宣扬孔孟之道等中国文明，批评欧美文
明的某些“堕落”和“沉沦”；另一方面，他又
试图让中国人了解英美正在“推进良治和
文明的事业”，想“把所有善良的中国人和
美国人呼吁在一起”，促使亚洲大陆和美洲
大陆上大多数的民众能够生活在“和平与
秩序”中。

通过翻译宣扬西学，严复成为誉重近现
代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和王韬、陈季同、辜鸿
铭等人一样，严复非常重视法律习俗对社会
发展的影响作用，指出：晚近三百多年来，世
界已经进入“舟车日通”、彼此开放交往的时
代，各国“礼俗宗教”应该顺应“天下公理”，
顺应“人性所大同”，否则“皆岌岌乎有不终
日之势矣”。

无论对中学，还是西学，严复的态度都
是实事求是的。他虽然激烈批判以程朱理学
为教条的科举制度，但他对朱熹的道德、文

章、事功及其“格致”论是推崇的；他虽然对
王阳明“心外无物”的理念予以批评，但对其
悲天悯人、济世救民的勇毅和担当同样由衷
地赞誉和肯定。在他看来，无论朱子还是王
阳明，其精神操守都堪称“士人”的永恒典
范，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精神自由的中国学人
之典型。

严 复 毕 生 用“ 自 由 ”理 念 启 蒙 国 人 。
1903 年，他在翻译《群己权界论》的凡例中
指出：“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
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
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
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
自繇。……盖世间一切法，惟至诚大公，可
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
得为圣贤，亦未有倍此而终不败者也。使中
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
真理始。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亦皆根此而
生，然后为有物也。”

在严复看来，如果没有“自由”这一理念
作为社会的基础，那么“仁勇智术，忠孝节
廉”等儒家倡导的美好理念都将成为无根之
木，一定开不出好花，结不出好果。正是在对

“自由”的提倡和持守上，在对“格物致知”
“纲常伦纪”和“知行合一”的倡导和实践上，
严复会通了中学和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独特的非
凡贡献。

王韬对闽人后进的思想影响
□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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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朝阳区图书馆为读者提供多
样化夜间文化体验，满足不同群体差异化
阅读需求。近日，24 组亲子家庭来到了该
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作家一起读绘本、演短
剧，深度还原书中场景，享受一个美好的图
书馆之夜。

开启“夜读模式”，更好服务读者。事实
上，不只北京朝阳区图书馆积极身体力行，
近年来在深圳、杭州、成都等地，相关图书
馆也在进一步丰富自身夜间延时服务内
容、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多样的阅读推广
活动，使得当地读者得缘乐享丰富多彩的
夜间“书”式生活。

就拿成都图书馆来说，为满足公众日
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要，从去年 6 月 1

日起，成都图书馆及其主题分馆天府人文
艺术图书馆率先实施超长延时服务，成为
全国延时开放时间最长的公共图书馆。依
托延时服务，馆方相继组织开展“书润成
都·喜阅天府‘图书馆之夜’阅读推广”等
活动，深受社会各界好评，先后有超 40 万
市民在夜晚走进成都图书馆及主题分馆
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感受深夜阅读的独
特魅力。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近些年来，随着
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随着书香社会建
设的持续推进，各地甚为注重文化场所
建设，一些地方的图书馆俨然成为当地
一处“文化地标”。按说这是利国利民的
好事，可在有些地方特别是中小城市，图

书馆平日的上座率并不是很高，这未免
造成公共文化资源的浪费。究其原因，其
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多数图书馆在
开门纳客方面按部就班，其开、闭馆时间
基本与上班族上、下班同步，当地市民纵
然有心领着孩子走进图书馆，可面对现
实也只能就此作罢。久而久之，不少人遂
对图书馆敬而远之，图书馆经营也就“叫
好不叫座”。

既然如此，想要更好地展现图书馆的
社会效益，其经营管理者就须审时度势善
打“时间差”。为此，因地制宜开启图书馆

“夜读模式”，不失为一项好举措。如此，不
仅能丰富读者的到馆阅读体验，而且可有
效缓解许多读者面临的工作与阅读之间的

矛盾，使公共文化服务覆盖至社会全龄阶
段。尤其应当看到，当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在
着力发展“夜经济”，都在努力探寻文旅消
费新场景，在这种形势下，图书馆开启“夜
读模式”，可谓顺势而为，如此文化惠民之
举，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提振地方经济给
予支撑。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开启“夜
读模式”，不能满足于“热”在一时，而应
始终坚持下去，久久为功。除此之外，各
地图书馆不妨动员更多力量参与进来，
想 方 设 法 与 社 会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协 调 配
合，尽可能为“夜读模式”增添更多新形
式、新内容，从而使“夜读模式”持久焕发
生机活力。

愿更多图书馆开启“夜读模式”
□周慧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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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爱伦·坡至今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之
一，这位文坛惊悚大师其实也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狂人！在这
本传记中，作者探究了爱伦·坡艰难而辉煌的一生，描绘了
一幅令人着迷又充满矛盾性的人物肖像。在那个娱乐、思考
与科学界限模糊的时代，爱伦·坡有着对科学的痴迷以及毕
生推进和质疑人类知识的雄心。他除了在文学界发表文章
并四处奔走，也追求着非凡的科学猜想与独特的美学视野，
点亮了19世纪美国科学体系的暗夜灯塔。

《爱伦·坡传》
约翰·特雷什 著 李永学 译 中译出版社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李劼人的评传，以鲜为人知的
翔实史料，讲述了一代文学大师的精彩人生。李劼人是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化存在，乡土与异域，现
代与传统，官场与江湖，学界与商界，林林总总的人生形态
在他的生命中交会，形成了如此奇异的组合，他的文字更是
这些奇异组合的生动而深刻的呈现。

《大河无声》
张义奇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东汉至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瘟疫频发期，恐
慌和绝望弥漫，疫病不但影响着个体的生命健康和精神世
界，也深刻影响着历史走向与国运兴衰。本书即以此一时期
频发的瘟疫为视角，重新审视东汉至魏晋这一“幽暗时代”
下的个体命运、战争进程和社会风貌，以多维、立体、宽广的
视野，细致书写瘟疫对政治、战争、社会、文学、医学、魏晋玄
学、宗教乃至群体心理造成的深刻影响。

《疫病年代》
袁灿兴 著 岳麓书社

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博士前往陌生的苏拉威西岛（属印
度尼西亚），在潮湿闷热、危机四伏的高山密林中艰难穿梭，寻
找当地的托拉查人。这个民族的文化独特神秘，因壮观的建筑
和神秘的祖先崇拜而闻名。不同于高深莫测、正襟危坐的人类
学调查报告，巴利凭借幽默乐观的性格，通过诙谐轻松的文
字，将田野工作中遭遇的痛苦与折磨、危险与敌意，与异域文
化的种种冲撞，通通化为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的欢乐笔记。

《倒霉的人类学家》
奈吉尔·巴利 著 向世怡 译 海峡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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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文明的源
泉。海洋中国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多元性
和未来性，海洋福建所彰显的海上丝路的
核心性和世界性，为我们探索神秘的海洋
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福建的海洋生活方式、经贸交流、文
化融合离不开优越的海洋生态环境。然
而，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温室效应、核污染、
废物质污染等灾害，令人类的生存面临严
重的挑战。为此，人类开始了“蓝碳”“海洋
碳汇”的实践与探索。朱家麟、黄建荣共同
创作的“蓝碳基因”原创科幻小说系列之

《墨龙之谜》一书，正是围绕“蓝碳”这一概
念，以生动的故事、优美的语言，向青少年
读者展示了南中国瑰丽的海洋文化生活
景象，进而普及了海洋固碳对于“碳中和”
的重要作用。

小说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富有闽南
特色的龙眼岛。在富有海洋文化传统底蕴
的渔村，少年小龙和少女美眼跟随“海博
士”驾驶着具有未来特质的“龙眼号”智能
科考船，遨游于辽阔壮美的海岸线，并在
红树林、海藻、海草、珊瑚等固碳生物间，
讲述蓝碳知识，领略海洋之美。

作者朱家麟长期生活在闽南，充分显
露出其作为曾经的讨海少年的底色。从带
鱼、巴浪鱼、马鲛鱼、金枪鱼、鲭鱼、旗鱼等
相对常见的海洋鱼类，到海豚、鲸鲨、沙虎
鲨、座头鲸、抹香鲸等罕见的大型海洋生
物，作者为少年读者们描绘出缤纷多彩的
海洋生物画面。这些或寻常或神秘的海洋
生物，随着故事的行进，逐渐跃出神秘的
海洋世界，为惊险、刺激的科考旅程带来
独特的风景。

除了鲜活生动的海洋生物之外，主人
公们的科考之旅随着洋流和下潜海层的
分布，显得愈加紧张和神秘。从海洋表层、
暮光层、黑暗层到深渊层、超深渊层，作品
显然吸收、借鉴了近年来国内外深海科考

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想象和
联想，形成散发性思维，并拓展未来科学
想象的成分。这也是作者采用科幻小说这
一体裁进行创作的有利之处。

当然，这部科幻小说的魅力不仅仅局
限于此。除了常规的海洋生物知识的普及
之外，作品将笔墨的重心放在海洋碳循
环、海洋生物链等蓝碳知识元素。在这个
过程中，一些原本较为生涩的科学用语，
例如大气圈碳库、水圈碳库、生物圈碳库、
岩石圈碳库、化石燃料碳库，以及灰碳、黑
碳、棕碳、绿碳、蓝碳等，自然而然地出现

在读者的面前，变得容易理解和
接受。蓝碳科学知识普及之旅随
着小说的叙述节奏逐步推进，浮
游植物、虫黄藻、微藻、古菌、细
菌等海洋碳汇的主力军，不断进
入科考船的视野，也将“蓝碳基
因”原创科幻小说的核心价值进
行充分展现。在人工智能与深海
科研的交融场景中，海洋的神奇
魅力徐徐铺展开来。

如果说普及性是《墨龙之
谜》的基本定位，那么科学性则
是保障其品质的命脉。作者黄建
荣是厦门大学近海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青年学者，他的参与为作
品的科学性保驾护航。作为国内
海洋科研领域少有的 A+学科，
厦门大学海洋学科在洪华生、焦
念志、戴民汉、史大林等几代学
者的努力下，实现了多学科的融
合，在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
地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等多
领域的跨界探索中，逐渐走出一
条富有特色的道路。这也是值得
众多高校学习和借鉴的方向，即
在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融
合之中，实现创新和创造，进而

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在进行严谨、深入的科研工作之余，

厦门大学也十分重视海洋科普工作，专门
成立了 70.8海洋媒体实验室。实验室在游
伟伟教授等人的带领下，与政府部门、媒
体、出版社形成广泛的联络和合作，借助
传统和现代的媒体手段，针对青少年和大
众开展普及工作。本书的孕育过程，基本
上立足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即由本土作
家、媒体人与厦门大学科研工作者跨界协
作，再加上青年插画师刘哲姝富有艺术创
造的插画作品，形成了作品的基本面貌。

这部作品作为国内首部蓝碳主题的
科幻小说，充分体现了文学性和科学性结
合的特点。小说所营造的闽南海岛的传统
氛围，在未来科技的加持下，实现了深海
航行的可能性。在作品中，富有福建风味
的海鲜大餐、龙眼蘸酱油、小白鹭舞蹈等
细节，表现了作者对地方人文传统的珍
视。与此同时，“海博士”作为科学工作者
的形象虽然严谨，却不失温情，乃至深情，
充分表现出科研人员的深邃和孤独，读起
来令人动情。这也是这部作品融合文学深
度与科学广度的特点所在。

作为“蓝碳基因”原创科幻小说系列
的打头作品，该书所折射出的传统与现
代、当下与未来、现实与想象的魅力，就像
文化因子一样，慢慢地进入读者的心灵。
其文本特质犹如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
万里》，为少年朋友们开启一扇面向未来
的窗户。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当下文化环
境下难能可贵的创作尝试，因其植根于中
国海洋文化的独特传统，取材于“双碳”这
一时代话题，汲取养分于现代海洋科研成
果。像这样具有时代感、使命感和未来性
的作品，契合海洋中国、海洋福建的内在
文化需求，是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文艺创作
动向。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潮中，海洋中国
将是充满生机的海洋大国。其独特的文化
底蕴主要基于活跃其间的海洋生命所构建
出的蓝色生态景象。《墨龙之谜》的创作和
出版是引导青少年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
略海洋的一种尝试，是将蓝碳基因种植于
生命之海、精神之海的人文想象，最终的目
的是希望能够在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
和谐、合作共赢的征程中，探索永续发展的
生态文明之路。这一方面是兑现大国对于
减碳承诺的文化普及实践，另一方面也是
保障庶民安康发展的文明期望。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蓝碳基因与生命之海
——读国内首部蓝碳主题的科幻小说《墨龙之谜》

□林文蕾 朱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