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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登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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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5 月 25 日， 时任美

国总统的约翰·F·肯尼迪宣布 ：

将在十年内将人类送上月球。“我

们选择在这个十年登陆月球和做

其他的事情， 并非因为这些事情

简单，而是因为它们很难；因为这

个目标将能组织和衡量我们最佳

的力量和技术， 因为这个挑战是

我们愿意接受的挑战， 我们不愿

意推迟，我们希望能赢。 ”他在演

讲中这样解释道。

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

利就希望能通过这本书， 带着读

者回到 1960 年代，重温这一人类

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成就。 他讲

述了促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创

立及壮大的各种政治、 文化和科

学因素。随着故事逐渐展开，我们

可以看到肯尼迪对美国登月事业

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德怀特·艾

森豪威尔政府坚持保守的财政政

策， 一直不愿意支持刚刚兴起的

军事工业， 肯尼迪得以将解决美

国和苏联之间的“导弹差距”作为

他的核心竞选议题之一。 另一方

面， 肯尼迪将太空竞赛作为了更

大范围内的冷战的延伸。 正如布

林克利所写：“在一个在各个层面

都要当赢家的家庭长大的肯尼迪

将复杂的冷战政治简化成了一场

竞赛。 ”从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成了慷慨的联邦财政和 “不受

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得以

同迅速增加的军事承包商合作，

将快速发展的基础研究转化为一

系列科技产品。 即使在猪湾危机

时期， 肯尼迪还是时刻关注着登

月项目，让他的副总统林登·约翰

逊确保参加太空项目的美国各方

都在尽最大努力。肯尼迪遇刺后，

登月项目一度面临失去支持和资

助的危险， 但在宇航局的管理者

和国会及政府的盟友的帮助下，

肯尼迪的雄心壮志还是最终得以

实现。

当然， 登月成功也离不开诸

多科学工作者，布林克利就在书中

着重讲述了火箭专家沃纳·冯·布

劳恩和宇航员约翰·格伦等人的

故事， 因为是他们让人类能突破

地球引力前往月球，并安全返回。

在美国登月 50 周年之际，作

者综合一手卷宗、 同亲历者的采

访等等材料， 用他历史学家的视

角回顾了那段美国总统和政治家

还相信和推广科学的日子， 于当

下的人们也是另一种安慰。

（石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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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无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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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睡

眠应该是和呼吸一样自然的事

情 。 然而 ，科学研究表明 ，每四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受到睡

眠问题的困扰 。 根据医院和诊

所的处方记录 ， 过去 30 年里 ，

安眠药的消耗量增长惊人 。 为

了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

知名心理学家达瑞安·里德尔

在他的新书里深入回顾了与睡

眠问题相关的研究史 ， 并试图

进一步确认阻止我们入眠的深

层原因。

里德尔发现 ， 尽管科学家

们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睡眠的研

究 ， 但最后的结果往往相互矛

盾。例如，1960 年代曾有研究者

提出 ，八小时是人类 “理想的 ”

睡眠时长这一说法是种 “谬

论 ”，时至今日 ，专家们又声称

八小时的睡眠时长甚至应该被

列为基本人权 。 此后的一系列

研究几乎都落入了同样的两难

局面 ： 研究者们都旨在证实自

己心中预设的答案 ，更有甚者 ，

这些答案都是由提供科研资金

的大企业给出的 ， 而投资者的

目的就在于培育更多高效的劳

动力 。 另一方面 ，高科技床垫 、

安眠药片 、 眼罩等等辅助工具

都让睡眠成了一种商品 ， 其背

后隐藏的市场和商机不可限

量 。 因此 ，里德尔认为 ，所谓的

“新兴的睡眠科学 ”不过是一种

概念 ， 那些在高度受控的环境

中进行的实验并不能真正帮助

有睡眠问题的普通人 。 用仪器

扫描睡眠状态下的大脑也不能

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 用色块给

大脑分区很可能导致仪器错误

显示真实的大脑活动。

随着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科

学的发展，人们对失眠症的关注

点与过往相比有了本质的区别。

尤其在弗洛伊德之后，人们深信

潜意识在睡眠中以梦境的形式

影响着我们的睡眠质量。里德尔

就此回答了本书标题中提出的

问题 ：“那些把我们从沉睡中唤

醒的东西，就是阻止我们入睡的

障碍。”说得更直白一些，让我们

在夜晚感到焦虑的正是“白日的

遗憾”。比起高科技和药物辅助，

跟自己的内心和解更像是一个

可行的方案。

（杨懿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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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大法官的一生》

The Chief: The Life and Tur鄄

bulent Times of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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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美国最高法院前任

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突然

去世后，约翰·罗伯茨获提名并继

任。在就职典礼上，他发誓将在判

决案件时扮演中立裁判员的角

色。事实好像并非如此，罗伯茨的

故事， 注定无法用一两句话解释

清楚。

比斯丘皮克自 1989 年开始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新闻， 曾长期

担任《华盛顿邮报》报道最高法院

的记者。比斯丘皮克认为，罗伯茨

获得首席大法官席位的原因在于

他坚定的保守派立场、 常春藤的

教育背景， 他曾在最高法院面前

辩论过的诸多案例， 以及他对平

权法案和选举权的反对派观点。

用鲁思·拜德·金斯伯格大法官的

话来说，他是“天生保守派”。 确

实， 作者也认为从他阐释法律的

方式可以看出， 罗伯茨的观点非

常保守主义， 在种族和宗教方面

的观点几乎不可能改变， 她也毫

不掩饰自己对这位大法官的批

评。 比如作者写道，罗伯茨 2013

年对谢尔比郡诉霍尔德案的判

决，驳回了《选举法案》中的关键

部分，解决了他认为的“美国种族

弥补措施的失败”。 但在作者看

来 ，这是 “19 世纪以来美国最高

法院第一次打击一项保护特定种

族选举权的法律”。

但同时，他也做出了一些违

背他的保守派立场的决定 ，比

如，他找到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

疗法案》（即人们熟知的奥巴马医

改计划）的核心———根据 2012 年

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盟诉西贝利

厄斯案的判定， 保障个人医保权

力是符合美国宪法的。 正是他的

赞成票帮助保留了这一法案。 这

个出人意料的判决激怒了很多保

守派人士， 也促使自由派对他在

文化分歧议题上作出妥协怀抱

希望。

比斯丘皮克认为， 这些判决

的背后原因在于， 罗伯茨心中一

直有两个分歧在互相拉扯： 一个

是坚守保守派的基本理念， 另一

个是保护美国最高法院的形象及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正是他内心

的这种摇摆， 对美国法律造成了

深远的影响。

（音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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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玛玛的
最后一次拥抱》

 Mama's Last Hug: Animal

Emotions and What They Tell Us

about Ourselves

Frans de Waal

W. W. Norton & Company

（2019 年 3 月版）

看完这本书，您就会明白为

何这么多人把宠物当成家人。

弗兰斯·德瓦尔作为荷兰著

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

学家，在动物研究领域已工作了

40 多年，本书中，他将研究视角

转向了黑猩猩的情感生活。

故事是围绕荷兰阿纳姆皇

家伯格动物园内一只叫做玛玛

的 59 岁高龄的黑猩猩展开的 。

2016 年时，玛玛走到了生命的尽

头，身体虚弱，病得很厉害，不吃

不喝也动不了。 大家都知道它在

等待最后的时刻，非常心疼。 而

荷兰生物学家詹霍夫曾经照顾

过玛玛一段时间， 他们在 1972

年时就相识了。 听说玛玛的状况

后， 这位已经 81 岁的耄耋老人

很快赶到了动物园，想要见玛玛

最后一面，好好告别。 刚开始玛

玛没有认出他，任由他靠近。 但

当它发现这是自己的老朋友后，

虚弱地趴在地上的玛玛突然露

出了笑容，还给了詹霍夫教授一

个大大的拥抱。 教授用着自己的

语言和方式，竭力安抚着这位垂

死边缘的老朋友，黑猩猩仿佛听

懂了教授叮嘱的话语，望着教授

的眼睛，不住地点头。 与詹霍夫

教授见面一个星期后，玛玛平静

地离开了世界。 也许它已经见到

了老朋友 ，没有了遗憾 ，但每当

詹霍夫教授回想起临别前的这

一幕，老人的双眼中还是盈满了

泪水。

故事引出后， 作者弗兰斯·

德瓦尔将重点放在了黑猩猩的

脸部表情、隐藏在人际交往背后

的情感、自由意愿、动物直觉，以

及黑猩猩玛玛的生活和思维上。

正是这些要素将我们和其他动

物连接到一起，甚至有些比较激

进的学派认为，情绪就如同身体

器官，别的动物没有的器官我们

也不会有，那么别的动物没有的

感情我们也不会有。作者敞开心

扉，对人类如何与其他动物心灵

相连的多种方式进行了探索，这

或许也能促使我们重新去看待

身边的真实世界。

（张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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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卡德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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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

英雄，但有关福卡德夫人的真实

故事其实世人知之甚少。这位女

士曾在二战期间，领导了法国最

大的情报机构，并在诺曼底登陆

战役中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情报

信息。

福卡德夫人是美貌和魅力

的完美化身。 1941 年，这位年仅

31 岁的法国女人，年轻的母亲，

成为了一个巨型情报机构的领

导者，她也是二战期间唯一一位

抵抗运动的女性领导者。

福卡德夫人意志坚强、独立

自主，且愿意用其毕生精力推翻

保守的旧宗法制度，是这项工作

的最佳人选。这个情报机构取名

为同盟，然而，盖世太保（德国国

家秘密警察 ）将其称为 “诺亚方

舟”， 因为这个间谍机构使用动

物的名字来作为特工代号。而福

卡德夫人给自己选择的代号则

是刺猬。 真可谓是名如其人，刺

猬虽然体型较小，看起来毫无杀

伤力 ，但其实并不好惹 ，引用其

同志的话来形容 ，就是 “哪怕是

一头猛狮咬之前都得考虑下”。

迄今为止 ， 法国还没有一

个情报机构留存的时间如此之

长 ，提供的关键情报如此之多 ，

包括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向美

国和英国军事指挥官提供了盟

军登陆海域和登陆路线的完整

地图 。 盖世太保从未停歇过追

捕他们的脚步 ， 三万名特工中

有上百名被俘 、 被严刑拷打或

行刑 ， 包括福卡德夫人的爱人

及其手下的众多得力干将 。 福

卡德夫人虽然每过几周就得转

移 ， 常常改变发色 、 着装和身

份 ，还是被纳粹抓住过两次 ，好

在两次她都成功逃离 ， 并同她

的战友团结在一起继续战斗 ，

哪怕身边的威胁从未解除 。 本

书以一个个精彩的传奇故事，向

我们完整呈现福卡德夫人的一

生，以及当年情报机构鲜为人知

的内幕和情报人员复杂而矛盾

的内心世界。

（希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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