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要烦人 科学生涯经验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不要烦人 科学生涯经验谈>>

13位ISBN编号：9787535766472

10位ISBN编号：7535766471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詹姆斯·沃森

页数：228

译者：王祖哲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要烦人 科学生涯经验谈>>

前言

芝加哥大学的老校长罗伯特·梅纳尔·哈钦斯，曾经说了句俏皮话，他说，每当有了锻炼身体的冲动
，他就立刻躺倒。
这是夸张了(和詹姆斯·沃森一样，他也热心于网球)；他的意思是他更看重另一种严酷形式的运动，
即心智的运动。
在这一方面，詹姆斯·沃森是哈钦斯一位真正的同道，正如他的书和生活所生动展现的那样。
    在哈钦斯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不仅在沃森的求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他对教育的不断
思考中的一个基准点。
如果通识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学生终生不懈地思考如下问题，那么沃森就是这种教育成功的光
辉范例：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涉及什么东西？
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有些什么与众不同的品质？
为什么是这样？
在我们最近的记忆中，哈钦斯把他的大学搞成了关于课程设置和学术目的这样的问题的最激烈的争论
的发生中心。
哈钦斯和沃森一样，永不自满。
他的大学，他说，或许不十分好，但它曾经是最好的大学。
对大学生而言，“最好的大学”必须有一种关于全面教育的眼光，那就是要引导学生倾心于人类生活
与文明的那些最深刻的问题，倾心于曾经面对过这些问题并试图理解这些问题的伟大的著作家和思想
家一这样一种教育，是要教导学生以严格性与正直心来思考，并且在他们可能遭遇到的任何环境下，
都一如既往地如此思考。
    这位初出茅庐的鸟类学家，进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院，离开的时候却是一个准备向基因研究冲刺
的人；他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一个雄心勃勃的专业，而这个专业却总是需要保持尽可能广的学术好奇心
。
詹姆斯·沃森领悟到，要胸怀一项诫命，那就是要追问最难的问题，或许是难以驾驭的问题，并且戒
惕而多虑地思考之，诚实无欺地表达自己的观念，无论这种思考和表达会导致什么后果，全然不考虑
如今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不考虑其他种类的协调一致，不考虑私心杂念，甚至不考虑礼貌。
    幸运的是，这么一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并不排斥欣赏这个世界、欣赏这个世界上的快乐与缺点所需
要的那种精细的感觉。
沃森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僧侣一般苛刻的年轻大学生，一个满怀热情、大器晚成的社交好手。
他用来观察人与事、成就与愚蠢(包括他自己的愚蠢)的那种新鲜眼光和坦白直率，或许只能来自他在
每一生活际遇中发现的那种新颖性；这种新颖性使生活永远都趣味盎然。
    这些品质汇聚一处，在《双螺旋》中，一如在本书中，都自始至终放射着光辉。
为《双螺旋》手稿的出版，詹姆斯原封不动地讲述了这场斗争的前前后后，这几乎和那本书本身一样
引人深思。
《双螺旋》成了一部经典之作，告诉我们科学实际上是怎样搞的；与之相似，目前本书描述的，是在
一个更广大的科学世界和研究世界中，一位独特人物的职业生涯轨迹。
此书将与《双螺旋》一起，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詹姆斯·沃森的革命性成就。
    詹姆斯·沃森这个人物与众不同的方方面面，在详列于每一章尾部的“难忘的教训”中也跃然纸上
。
有一些教训或许比其他的更有教益。
“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之后，你得准备着增加体重”，嗨，这和大多数读者都没有关系；“星期天也工
作”倒更可以仿效。
“不支持指望奇迹发生的研究计划”，这种智慧，也是有用的。
    “不要用自传为过去的行动或动机提供理由”，这条格言相当精妙地显示了这本自传的迷人色调，
及其直言不讳的自我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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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要烦人”这条劝诫，大可不必，因为，如果有什么事情是詹姆斯·沃森做不到的话，
那么他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让人觉得乏味。
    因此，我们大家都得感谢詹姆斯，因为他的书非同凡响，实践了自己的忠告：“把好故事首先讲出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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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仍然健在的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打开了DNA结构的神秘之锁。
他写的这本回忆录，公允而有趣，为那些开始学术生涯的人提供了大量切实可行的建议。

沃森在《不要烦人(科学生涯经验谈)》中写下了一生的智慧。
关于年轻科学家如何选择课题以成就事业；如何与同事同舟共济，以保持学术上的至高地位；他以机
趣的语言，不妥协的诚实，与读者分享其思想。
《不要烦人(科学生涯经验谈)》是沃森多彩生涯中的一段谐谑的插曲，是有兴趣滋养精神生活的人的
不可缺少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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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詹姆斯·沃森 译者:王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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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的长子威廉·韦尔登·沃森二世，搬家到北边的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
据说在那里他为亚伯拉罕·林肯设计了一座房子，和他自己的房子隔街相望。
后来，他和他妻子以及兄弟本，陪着林肯坐火车到华盛顿就任总统。
本的儿子，威廉·韦尔登·沃森三世(1847年生)，在1871年和奥古斯塔·克罗夫特·塔尔曼成婚，她
是伊利诺伊州的圣查尔斯这地方的一位信圣公会的银行家的女儿。
后来他开了一家旅馆，先是在芝加哥北部，后来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日内瓦湖。
在那里他养了5个儿子，其中一个是我爷爷托马斯·塔尔曼·沃森。
我爷爷在1895年结婚之后，起先是在新发现的莫沙比山碰运气。
莫沙比山脉富有铁矿，靠近西边的苏必利尔湖上的德卢斯市。
然后，他投奔了他哥威廉，威廉后来成了莫沙比山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
我父亲老詹姆斯·沃森，生于1897年，此后10年，他的3个弟弟威廉·韦尔登四世、托马斯·塔尔曼二
世和斯坦利·福特相继降生。
    从明尼苏达北边，我爷爷奶奶搬回到芝加哥地区，多亏奶奶的钱，我爷爷就买了一座殖民复兴式的
大房子，位于芝加哥西边的福善之地农庄区。
我父亲上了当地的学校，此后在俄亥俄的奥伯林学院上了一年学。
爸爸上大学上了一年级就作罢了，他得了猩红热，没得学位。
第二年他改弦更张，进了芝加哥商业银行中心(就是卢普那个地方，卢普是“圆环”的意思，高架铁路
在那里画了一个大圆圈)，在哈里斯信托公司工作。
缺钱，通常是这样。
    但是，赚钱从来也不是我父亲的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伊利诺伊州的“国民自卫队”(第33师)，很快就被船
运到了法国，在那里待了一年多。
一回家，他就开始在“拉萨尔继续大学”工作，这是个挺兴盛的函授学校，那儿有商业方面的课。
1920年，他在那里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我母亲玛格丽特·吉恩·米切尔(1899年生)。
她在芝加哥大学上了两年学之后，就到这个学校的人事部门工作。
我母亲是劳彻林·亚历山大·米切尔和伊丽莎白·格利森的独生女。
外祖父劳彻林是一个在苏格兰出生的裁缝。
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一对移民夫妇(迈克尔·格利森和玛丽·柯廷)的女儿。
这对夫妇是在1840年代后期的土豆饥荒时从蒂珀雷里郡移民来的。
在俄亥俄务农10年，他们搬到了印第安纳州密西根市南边的土地上。
正是在那里，在1860年，我的外祖母，即我和贝蒂的姥姥，出生了。
    早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姥姥就离开了格利森农场，做了巴克府里的一名佣人。
在芝加哥市，巴克府是最殷实的一家人的宅子，他们有个工厂，制造火车车厢。
姥姥很快就被提拔为巴克太太的贴身、f，鬟，陪着她到中西部的矿泉疗养地去逍遥。
后来，巴克先生发了善心，把她安置在芝加哥的一套公寓房里，给了钱，允许她自己过日子。
十来年之后，那时她三十五六岁，和劳彻林·亚历山大·米切尔结了婚。
劳彻林于1855年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父亲是罗伯特·米切尔，母亲是芙罗拉·麦金南。
    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劳彻林·米切尔移民到了多伦多，又转到了芝加哥。
1893年，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举行，他定做服装的生意火了。
悲惨的是，他死于事故：被一辆马车轧死了。
在除夕夜，这辆马车从“朝圣者之家”旅馆里出来，马受惊了。
其时我妈妈才14岁。
我妈妈只记得他从苏格兰给她寄了一条麦金南牌的苏格兰方格呢短裙，还记得属于他的一幅棒极了的
蜡笔画，是在1893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据说这是他用一套定做的服装换来的。
姥姥开始招待顾客，其时在芝加哥的南岸地区开了一家爱尔兰式的寄宿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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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为少女时，我妈妈长期受风湿热之苦，她心脏受损；稍一运动，就呼吸急促。
这病最终折了她的寿，57岁死于心脏病。
和我姥姥一样，我母亲信天主教，但从来不循规蹈矩地上教堂。
我记得她仅仅在圣诞夜和复活节才去参加弥撒，总说她的心脏需要在周末休息。
有许多日子，特别是礼拜日，姥姥帮着做饭。
在芝加哥的爱尔兰人中，厨艺像她那么好的人不多见。
她很早就住在我们家，妈妈才能在芝加哥大学的房管办公室工作，算是帮衬一下我父亲并不丰厚的薪
水。
大萧条把他的年薪削去了一半，剩下3000美元。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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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志于诺贝尔奖的人，注意了。
获奖的道路在此摆在你们面前。
该书将光辉四射，传至后世。
”　　——《种子》杂志　　　　“关于科学、竞争、领导、教学和学术成功，该书有见解、有用处
、切中肯綮⋯⋯沃森仍然是我们时代最迷人的科学家之一，在某些方面和双螺旋一样是一个伟大形象
。
”　　——《自然》　　　　“赏心悦目的一本书⋯⋯沃森把他炉火纯青的东西传给了新一代的年轻
科学家以及我们大家。
“　　——《洛杉矶时报》　　　　“沃森既是一位科学天才，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如果你想知道科学在现实世界中是怎么搞的⋯⋯沃森就是一位极好的向导。
”　　——《波士顿环球报》　　　　“沃森本色：傲慢自大，光彩照人——从不乏味。
”　　——《柯克斯平论》　　　　“沃森表明他很有魅力，一如既往。
”　　——《书目》　　　　“引人入胜，展现历史。
”　　——《出版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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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要烦人(科学生涯经验谈)》由詹姆斯·沃森所著，这个人物与众不同的方方面面，在详列于每一
章尾部的“难忘的教训”中也跃然纸上。
有一些教训或许比其他的更有教益。
“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之后，你得准备着增加体重”，嗨，这和大多数读者都没有关系；“星期天也工
作”倒更可以仿效。
“不支持指望奇迹发生的研究计划”，这种智慧，也是有用的。
    “不要用自传为过去的行动或动机提供理由”，这条格言相当精妙地显示了这本自传的迷人色调，
及其直言不讳的自我揭示。
与此同时，“不要烦人”这条劝诫，大可不必，因为，如果有什么事情是詹姆斯·沃森做不到的话，
那么他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让人觉得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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