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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漫谈科学与艺术》是围绕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话题，就科学、艺术、哲学的有关方面进行探讨
的科普文集。
写作风格新颖，内容创新。
作者善于用浅显的语言将深邃的哲理讲清、讲明。
尤其是广纳古今中外的科学、艺术方面的生动实例，随手引来，简明扼要，以事明理，恰到好处。
读起来觉得心清气爽，而无繁杂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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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逛书摊遐想    我喜欢逛书摊，就像女同志喜欢逛服装商场一样。
凡是书摊集中的地方，常去逛一逛。
解放初期王府井东安市场有几家旧书摊，其时我在汇文上学，星期天有时去那里看书。
到后来则是逛中国书店。
再后来喜欢赶书市，哪里举办书市总要去看看。
如今，潘家园的书摊也是我常光顾的地方。
逛书摊有一种逛公园的感觉。
进公园为的是看奇花异草，徜徉在五彩缤纷之间。
逛书摊是浏览各样图书，特别是那些未曾见过的图书，也如奇花异草惹人注目。
有趣的书翻看翻看能增长点见识，便宜的书买回来几本还能增添点收获的喜悦。
闲暇时逛逛书摊也是一种乐趣。
    书摊上并不都是些破旧书、积压书，也有大部头的系列书、过期的精美画册，甚至还能见到一些古
版书，如明清时代的木刻本、清末民初的石印本，有些书在正规书店很难见到。
古版书多是些文人的手札、杂记、诗词之类，属闲暇逸趣之作，述说着当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细微
琐事。
在这些琐事中却包含了极其难得的史料，恰好补充正史中不曾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通常所说的“野史
”就夹杂在这些书中。
    电视剧《孝庄秘史》就涉及到清朝初期发生的一桩疑案，即“太后下嫁”。
到底皇太极死后其庄妃(顺治之母，即孝庄皇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清史学者说没有下嫁，因为档案中
查不到。
但其他史料表明，太后下嫁之事确实发生过。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同时代人张煌言的那首诗：“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
，大礼恭迎太后婚。
”合卺(音锦)是古时结婚的一种仪式。
这首诗说明结婚仪式已经举行，新房就在慈宁宫(孝庄住慈宁宫)，多尔衮是倒插门进了皇宫。
古人作诗都是有感而发，如果没有此事，张煌言怎么能凭空冒出这么一首诗来?而且事件的时间、地点
、人物样样都说得那么清楚。
再者，太后下嫁符合满族的“兄死嫂嫁弟”的习俗，刚刚进关的孝庄皇太后不可能违背这条祖宗传下
来的道德观念而不嫁给多尔衮。
马克思认为，民风习俗是一种顽强的社会力量，支配着千百万人的牢固观念，即使在社会经济发生变
化之后，原有的习俗和传统仍然会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和发生作用。
太后下嫁这件事在当时清室权贵看来是遵循宗法，是很自然的事，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绯闻，只是后
世之人才觉得有伤皇家脸面，避而不谈。
    在当时印刷手段非常薄弱的条件下，前人尚印制了这些弥足珍贵的版本书，是值得我们今天感到庆
幸的事，这对于今天的出版事业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由此就触动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营造一
个比较宽松的出书环境。
曾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议论，说现在出书不大正规，把关不严，以至于粗制滥造者有之，质量不高者有
之，似有搅乱了文化圣殿之嫌。
本人认为这种担心多少有些过分。
思维活动是人类各种活动中最活跃的一种活动，出书不过是这一活动的一个表现方式。
你不让他思维是不可能的，不让他表现出来也不大近乎情理。
对于出版业，更应以疏导为宜，不必担心会失控。
我国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使国民经济发展失控就是明证。
试想如果当初只允许出版钦定的四库全书，又怎么会有这些野史来补充历史的全貌呢?所以我认为个人
出书不必指责，而应当加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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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一位退休的老部长将其一生积累的丰富学识结集成书，自费出版，只印100套。
我想这是出版业可喜的现象，出版界中人能帮助支持此事当属有识之士。
出书质量高与不高并不在于是由谁出版，关键在于出书者是否有严谨的态度。
现在名人竞相出书，也成了不小的一股风。
如果没有对社会负责的严谨态度，即使是名人，其书的质量也并不一定有多高。
那本《×××自述》在书摊上降到一元一本都少有人要，书出到这种份儿上也够惨的，何况这也是有
名的出版社出的书呀!我也不反对名人出书，书尽可出，但不要印量太多就是了。
    书摊之中还有一景叫礼品书，有人叫一折书，就是说按定价的一折出售还有赚头。
眼下有人热衷于出版系列的大部头书，什么“世界名著一百种”、“古今名家名著大全”等等，意欲
网尽天下精粹于一身。
其实这正是买书人之大忌。
世界上可读之书不计其数，岂能用一套书以偏概全。
零散的不人群的书比起成套的书虽然显得形单影孤，但实用上更应来得便捷一些。
我们现在频频以大部头书出击，与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无关系。
现在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水平，够不够那个职称，仿佛只看其著作有多少，甚至干脆以多少万字来取士
，这是导致大部头著作的一个社会根源。
这“硬写”之风实在是误人误己的事。
写书需要时间，读书需要时间，这种风气不知白白浪费了多少人的宝贵光阴。
要知道，文字多少并不都与水平成正比，关键还在于作品的内涵，那首“床前明月光”诗只有二十个
字，却代代吟诵流传了一千多年。
    书不是为了装饰书橱的，而是为了阅读的。
读书是一种思维活动，思维的活跃性决定了读书方法的灵活多样，各人有各人的读书方法。
而且不同的书也应有不同的读法。
教科书需要反复阅读并力图消化，不但要仔细地读还要认真地做作业，方能领会贯通。
对于消闲一类的书则不必如此认真，也无需从头至尾地看个遍。
人的一生中能读懂的书并不多，甚至有些书名都看不懂，好像是译制片中的对口型，夹杂着半生不熟
的腔调，叫人听起来特别的别扭，译制片中对口型造成的那种怪腔怪调把语言美完全败丧掉了，根本
不值得效仿。
还有一种读书方法叫“逐字逐句地学”，这是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一种学风，但这“逐字逐句地学、反
反复复地学”不过是一种宣传用语，政治作秀而己，没有实际意义。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另一种读书方法。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书是作者情感的表露，读书则是加入读者
情感引起共鸣的过程。
比如一首诗，诗是诗人写景抒情对于事物有感而发，即使寥寥数语却包含了深邃的情感。
读者读诗之时也会加入自己的情感进去。
一首好诗能千百万人传诵就是它唤起了千百万人的情感。
对于同一首诗，不同读者的体会会有细微的变化，原因就在于加进了读者的感受。
这就表明，诗人的情感与读者的情感并不完全一样。
诗歌讲究含蓄，诗人埋伏在诗中有很多的潜台词没有充分地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读者在读诗过程中又
加入了自己的潜台词。
对于其他的文艺作品如音乐、美术等无不具有这种性质。
这种主客观互动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人们强加的。
这种例子并不少见，球迷在看足球赛时也是在寻找自己的激情。
看戏也是如此，一出戏的演出效果不但需要演员对角色的成功创造，还需要唤起欣赏者的真情感受来
完成。
演员演了一分，观众可能感受五分。
演员表演了一点，那么观众很自然地通过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去丰富这一点，通过这一点联想起更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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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更广的面，艺术效果由此产生。
以上所述就是读书的一种心理过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看别人的东西，找自己的感觉。
也可以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灵魂。
”懂得这种读书方法的人必将从书中受益更多。
P.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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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写作风格新颖，内容创新。
作者善于用浅显的语言将深邃的哲理讲清、讲明。
尤其是广纳古今中外的科学、艺术方面的生动实例，随手引来，简明扼要，以事明理，恰到好处。
读起来觉得心清气爽，而无繁杂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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