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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窥晚近历史的风云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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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

沈慧瑛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班
同学! 她毕业后任职于苏州市档
案馆!早年"大家忙于各自的生活
和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疏于联络!

直到年纪渐长"为重温同窗之谊"

留在复旦的几位老同学曾组织数
次大学同学会" 彼此之间才有了
更多的联系!

从专业上看" 慧瑛与我有一
些共同的兴趣!记得十多年前"她
惠赐#苏州商会档案丛编$数册"

内容相当丰富% 这对我的研究颇
多助益"直到现在"这套资料仍置
于案头不时翻检!我知道"苏州市
档案馆是非常好的公藏机构"珍
藏着不少珍贵文献!不过很惭愧"

我从未去过!坦诚地说"我对各地
档案馆藏一向私慕殊切" 却往往
因故望而却步!十多年前"我曾应
邀写&我的徽州文书缘$小文"刊
于&中国档案$杂志"文中抱怨某
省'某县档案馆种种不合理的(规
章制度)%没有想到"文章刊出后"

慧瑛随即发表一文" 从档案管理
与服务的角度" 对我的抱怨作了
善意的回应**当时我想" 各档
案馆管理者若都能如此善解人
意"对学界同仁抱有同情与理解"

那该有多好+

不久" 慧瑛寄来她的散文集
&君自故乡来$" 拜读之下我才发
现"她在工作之余勤于著述"成果
颇丰% 过去十数年间"她在&中国

档案$&民国档案$&档案春秋$&档
案与建设$ 等专业报刊发表了数
十篇文章" 曾出版 &远行$$散文

集%"编辑&百年商会$&馆藏名人
少年时代作品选 $&馆藏名人相
册$&一个远征军的从军日记$&过
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和&档案
中的老苏州$等"可谓成就斐然%

阅读她的作品"深感其文笔细腻"

刻画生动%想来也正因为如此"她
对于爬梳档案的得失甘苦深有体
会" 故对相关学者的工作亦更具
同情心%

此前" 慧瑛寄来她的最新作
品&灯火阑珊处$"让我有幸先睹为
快% 此书图文并茂"透过解密档案
文献"刻画近现代的各色人物"并
藉以观照宏大的社会历史% 作者
文笔流畅" 对苏州乃至江南水乡
之刻画栩栩如生"对人物的状摹"

亦多能以平常心待之"娓娓道来%

时下讲述史类的著作铺天盖
地"某种程度上看"这种现象反映
了大众对于历史题材经久不息的
浓厚兴趣%此类作品中"优秀者固

然不少" 但平庸乃至庸俗者为数
更多%除了那些过于严肃'通篇堆
砌史料而令人难以卒读的" 一些
著述往往流于油滑" 随意枝连蔓
引"所述近乎扯淡% 等而下之者"

则时以(惊现)'(揭密)之类字眼
夺人眼球" 究其实在" 不过是对
(这些事儿)'(哪些事儿) 鸡零狗
碎般的絮聒%在我看来"有品位的
文史作品"学问'趣味和文笔"三
者缺一不可%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 近现
代史因其与当代相距较近" 更能
引发世人广泛的兴趣与关注% 在
这方面"传统史料固然不可或缺"

但档案资料之利用" 亦愈益受到
学界重视%慧瑛于馆藏珍档中"搜
之遗编断简"采之往行前言"可谓
得天独厚%

慧瑛出自复旦大学历史系科
班"学有渊源%她的这部作品既有
对新史料之发掘与利用" 又有文
入妙来的表述技巧" 读来可谓文
实兼备'雅俗共赏%书中不少篇什
令人耳目一新% 譬如"&可爱可悲

话芸娘$"对沈三白故事之分析颇
为引人入胜" 反映了作者在史料
理解与文字表述上的驾轻就熟%

在我看来" 历史书写不能只是机
械地堆砌史料"让人昏昏欲睡%好
的著述应力透纸背" 回溯历史场
景"揆势衡情"对风俗移易与时事
变迁"作设身处地之想% 否则"再

精彩的世事人情" 都只能是遥远
的历史掌故"无从引发读者共鸣"

亦难以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我特
别欣赏的是" 作者的写作虽然行
云流水"但言之有据"尽量避免臆
断成证之论% 类似的文字在文集
中所见颇多"毋需赘引%

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还以档
案为线索"开展实地调查%她不辞
辛苦"除了重点立足江南"还北上
沈阳"西至武汉"进一步征集档案
史料"走访当代名人"通过口述访
谈获得第一手资料%例如"作者采
访多位耆儒硕彦"采摭旧闻"探源
竟委"撰写了&走近张充和$&历史
进退" 匹夫有责,,,访周有光先
生$等%前贤时彦的纷纷往事风流
俊逸" 于此概可想见**这些访
谈与解读"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
历史档案的内涵%

综而言之" 在长达十数年的
时间里"慧瑛聚焦馆藏珍档"在信
而有征的基础上"探微索隐"作人
情世事之推想%如今"跟随着她所
挑选出的一件件档案' 一段段日
记'一份份旧杂志'一通通家书"

我们得以了解近现代的诸多人情
世况"窥见晚近历史的浮云变幻%

这些涉笔成趣的文字" 不仅可供
一般人读史阅世以广拓见闻"而
且"其中部分内容不掩其真'不丧
其实" 在某种程度亦可作为进一
步研究晚近历史的专业参考%

基因!伦理与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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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文

近年来基因技术的诸多发现和创新"

已直接牵涉到伦理道德层面% &基因传-众
生之源$ 为我们了解基因技术的前世今
生'基因与人类伦理'基因与人类未来"提
供了思索的空间%

基因技术的全景式书写

该书作者悉达多.穆克吉是印度裔美
国医生'肿瘤专家和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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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他凭借 &众病之王 -癌症传 $获普利策文
学奖% 从选题角度讲"&基因传$是&癌症
传$的姊妹篇% &癌症传$详尽记述了癌症
的起源 '发展 "以及人类对抗 '预防癌症
的历史 " 但未反映癌症病变前生命的常
态% 癌症是人类身体病变后的恶魔"那么
是何种力量在此前维系着身体正常的新
陈代谢呢/

穆克吉在探究人体常态与遗传奥秘
的过程中"撰写了深入人类命运源头和颠
覆生命认知的&基因传$% 为使非专业读者
能更清晰'直观地了解癌症与基因的来龙
去脉"他采用讲故事的生动方式"诸多生
命科学中原本属于专业性的表述"在其笔
下通俗生动'妙趣横生"且令人深思%

该书同时讲述了世界各地
!;:

多位
科学家" 在探究基因奥秘的历史进程中
攻坚克难的故事% 作者以科学家不断遇
到的新问题为线索 (步步为营 )"既深入
浅出地梳理基因理论的脉络 " 也真实记
录了科学家们的合作与斗争 ' 成功与失
败% 此外"该书还从社会的视角"讲述了
基因理论被歪曲利用导致的历史灾难和
教训 "以及基因技术与制度 '伦理 '道德
的冲撞和博弈%

基因技术是!双刃剑"

基因既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也是
一切生物信息的基础"破解了基因的运行
机制"也就破解了生命的奥秘% 如今"基因
测序' 基因克隆等基因技术迅速发展"人
类基因组计划也完成了全部人类基因的
比对与测序工作" 人类的病理' 行为'性
格'疾病'种族'身份'命运也就有了更新
的答案"人类征服基因的时代已经到来%

&基因传$ 从奥地利生物学家孟德尔
种植豌豆的故事开始"回顾人类探索基因
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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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孟德尔发现(遗传因子)"

可惜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旋即被
人们遗忘% (基因)一词几十年后问世"这
使得英美两国科学家希望通过操纵遗传
规律来加速人类进化与解放% (二战)后"

生命科学迅猛发展% 科学家们发现"脱氧
核糖核酸0

=>?

1就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人
类由此认识了基因%

!: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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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两项对遗传学起到
重要影响的技术问世"即基因测序与基因
克隆" 它们分别代表着基因的 2读取)与
2复制)% 上世纪

$:

年代"人类遗传学家开
始使用这些技术比对并鉴别疾病相关基
因"比如对胎儿进行筛查"若携带危害健
康的突变基因" 则其父母可选择终止妊
娠% 事实上"唐氏综合征'囊性纤维化或泰
伊,萨克斯二氏病基因的父母已成为基
因诊断'管理与优化领域的受益者%

!::A

年"人类基因组草图正式公布"科学家据
此可从基因角度来理解人类遗传过程中
的变异与2正常)行为%

科学技术如同双刃剑" 用错地方就会
带来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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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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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纳粹德国
歪曲利用基因理论" 制造了种族屠杀的灾
难% 该书第四章2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中
讲到"纳粹德国打着优生学的幌子"公然推
出违反人类道德底线的2种族科学)"对具
有2遗传缺陷)的人们进行监禁'绝育'杀
害% 仅在

A&%&

,

A&;A

年间"纳粹德国就杀
害了

!B

万名身体存在遗传病或缺陷的成
人和儿童% 此外" 纳粹德国还对众多犹太
人'吉普赛人"几百万名苏联和波兰公民"

同性恋者"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及持
不同政见者"贴上各种2遗传病)标签"进行
惨无人道的屠杀% 任何人都有生存的平等
权利"无论是身体缺陷或罹患疾病者"怎能

以种族与基因为由歧视" 轻易地剥夺他们
的生存权/ 这是公然反人类的滔天大罪%

基因技术与人类命运

当前"基因测序'基因克隆'基因检测'

基因诊断'基因编辑等技术正在迅猛发展"

从而为人类带来巨大益处%如治愈疾病'预
测未来"更新我们对性别'身份'选择的认
知% 科学家已掌握定向改造基因的技术"

以影响基因功能"最终使身体状态'生理
机能甚至人类本身发生改变% 那么"谁有
权力支配这些技术并确保安全/ 谁将成为
此类技术的主导者"谁又会成为其牺牲品/

当我们具备理解与掌握人类基因组的能力
时"传统意义上的2人类)概念或将改变%

还须冷静地看到" 基因技术可能被用
于非治疗领域"如延长寿命'改善体格与智
力等% 基因治疗具有巨大的潜在商业利润"

其发展将受到资本的推动或影响" 可能走
向不可预知的方向% 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

确保基因治疗不偏离正确发展的轨道"是
全球必须正视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近期发
布消息" 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在中国诞
生% 从基因技术角度讲"克隆人已非难题"

而从社会角度讲"这显然是法律'伦理的禁
区% 因此"我国早在

!::%

年发布的&人胚
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就明确规
定-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

阅读&基因传$可得到启示"包括基因
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 今后无论如何飞速
发展"只要与人类伦理道德发生交集"就需
万分谨慎'三思而行% 其实"技术本无所谓
好与坏" 关键在于操作技术的人,,,威胁
人类生存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人类本身%

!基因传&众生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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