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首先培养的是一个人， 然后

才是人才。 “卓越” 不专属于某个人

或某一群人， 每一个学生都有权利得

到充分而卓越的发展 。 大学应追求

“守住灵魂的卓越” ———这正是 《失去

灵魂的卓越》 一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如书中所言， “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

超越了学科的专业技能。 旨在利用大

学生的可塑性， 鼓励年轻人认识自我，

并发现自己的生活道路。 通识教育的

任务还在于提醒学生： 自己应对社会

知恩图报， 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

为人类谋福利， 而不仅仅追求自身的

经济富足。”

尽管此书是针对哈佛大学的通识

课程、 大学教学、 道德教育、 国际化、

宿舍教育、 学生辅导、 评分制度等方

面的分析和批评， 但涉及很多大学教

育的内涵问题， 发人深思。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 并不在

乎多办几所大学、 多招一些学生， 更

需要高质量的教育 、 高水平的大学 、

有特色的办学， 需要的是改革的勇气

和路径。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著名

教育学家、 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孟

宪承就提出 “智慧的创获、 品性的陶

熔、 民族和社会的服务” 作为大学的

三大使命。 显然，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

核心， 而本科教育则是基础。

时下， 对高校本科教育的种种担

忧和批评， 在这本书里多多少少都能看

到一些影子， 而我们可能还尚未有深入

的思考和分析。 如果不能从教育的本质

出发去认识一些问题和争议， 我们的努

力就会事倍功半， 甚至适得其反。

大学教育应该是个性化的， 学生

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理想的大学

教育应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 让

学生懂得选择， 提升选择和学习的能

力。 其实， 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在知识经济时

代， 不可能指望学生在大学里就能学

会各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对一

流大学而言， 那里不是去学一门职业

手艺的地方。

但我们必须看到， 学生个体千差

万别， 没有一种教育模式适用于所有

人 ， 高等教育只有提供更多的选择 ，

才能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

模式和发展模式。 同样， 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也是多样的。 高等教育只有积

极探索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和多样化的

人才培养模式， 才能够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的要求， 满足人的发展要求。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

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还是

有不同类型的， 精英教育仍是一些大

学的核心。 大学教育对这些学生而言，

更多的是知识、 能力和素养的全面发

展， 需要把更多的关注放在拓宽学生

的视野、 启迪学生的责任、 激发学生

的潜力上， 让他们了解自我、 探索自

己生活的远大目标， 而不是仅仅完成

职业培训。

这本书讲述的是铀的故事。 人们

从 18 世纪末从沥青铀矿中提取出铀的

氧化物， 到 19 世纪中期确认发现了铀

这种重金属元素， 当时是元素周期表

上最后一位元素。 再到 20 世纪初， 科

学家确认它具有放射性， 激起人们巨

大的兴趣， 从而开启核时代的到来。

《铀之战》 描述了半个世纪的核

科学奋斗史话。 它以 “铀” 的探密为

主线， 讲述了 20 世纪上半叶一群国际

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的故事。 铀原子核

的放射性被贝可勒尔和居里夫妇发现

后， 引起科学家们一连串问题： 铀为

什么具有放射性、 它放射出来的是什

么、 放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这些

问题吸引了不同领域的许多科学家投

入铀的探索。 当时科研条件简陋， 但

科学家凭着一股强烈的好奇心， 为探

索未知而辛勤工作。 书中涉及了著名

科学家爱因斯坦、 玻尔、 卢瑟福， 还

讲述了包括费米 、 海森堡 、 迈特纳 、

哈恩 、 伊蕾娜·居里等科学大师的奋

斗、 成功， 以及他们之间的科学博弈，

其中不乏他们生活中的一些趣事。

《铀之战 》 描述了一个从基础

研究到技术应用的传奇历程 。 “铀 ”

作为 “核燃料 ” ， 从被发现到研究 ，

再到核能的应用 ， 是一个基础研究

促进技术发明 、 再到驱动人类社会

发展的典型范例 。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 ， 美国的 “曼哈顿计划 ” 成功

地将蕴藏在小小的铀原子核里的能

量变成了核武器 ； 上世纪下半叶人

们进而建设原子能发电站 ， 核电成

为人类重要的能源 。

《铀之战》 也是一本励志书。 书

中再现了 20 世纪初一群为铀而战的科

学家们的执着与坚持。 本书追溯了当

时解决关键科学问题的具体过程。 比

如， 书中写了女科学家迈特纳在 1938

年圣诞节， 在瑞典的一个边远村庄外

空无一人的雪道上， 如何用数学演算

最终解释了原子核裂变实验的具体情

节， 将一个伟大思想诞生的思路历程

呈现给了读者 ， 使人仿佛身临其境 。

而当时的迈特纳正处在受纳粹迫害四

处流亡的最失意和最艰难的时期。 科

学大师那种忘我追求真理的科学情怀

与人格魅力， 跃然纸上， 极富感染力。

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可以从迈特纳这种

钻研科学问题的精神与方式中受到鼓

舞与启迪， 从而激发科学兴趣。 探索

自然规律这本身就是科学家们的崇高

理想。

既是核科学传奇， 也是青春励志书

时代给了青年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

选择科学， 意味着选择与安逸绝缘

几年前 ， 友人高福院士送我由

他和徐小宁博士审校的 《通往诺贝

尔奖之路 》 （中译本 ） 一书 ， 阅读

数遍 ， 有点爱不释手 。 于是 ， 赠送

了百余本给我们医学院的学生 。 该

书原作者是彼得·杜赫提博士， 他因

为在 T 细胞和免疫防御本质方面的

杰出工作， 1996 年和罗夫·辛克纳吉

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 2013

年， 该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版。

我推荐该书 ， 不是由于 “诺贝

尔奖”。 其实， 这也不是一本教你如

何获得诺贝尔奖的 “ABC 实用指

南 ”， 获得诺奖毫无固定公式可言 。

如同原作者说的 ， “即使字字斟酌

书中的经验教训 ， 赢得诺贝尔奖的

机会也渺茫得如同大海捞针 ” 。 但

是 ， 作者跳出传统的自传体框架 ，

对科学乐趣 、 科学发现 、 科学文

化 、 科学精神等给予的通俗易懂的

直观讲解 ， 尤其是截取他个人人生

旅程里精彩的片段 ， 展示的诺奖得

主之传奇道路的 “庐山真面目 ” ，

对于处在浮躁而功利社会的人们来

说 ， 都值得思索和细细品味 。 例

如 ， 针对研究人员的真实状况 ， 杜

赫提用既幽默又敏锐的笔调难得一

见地写出了 “圈内人 ” 的看法 。 他

认为 ， 科学在改善世界的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 并指出科学家需要

在使他们的工作更易于被公众理解

方面做得更好。

当然 ， 科技工作者需要终生承

诺， 需要从一而终的勇气和毅力， 选

择了科学道路， 将意味着选择了与安

逸舒适生活绝缘而充满艰辛荆棘的坎

坷人生。 他讲述了他所受到的不墨守

成规的教育、 他原本作为局外人的感

触， 以及他对不同观念的探寻如何塑

造了他的生活与工作……最后， 他逐

条总结出获得诺贝尔奖的要素———持

之以恒、 心胸宽广和兼容并包。

不同于我们日常撰写的科学论

文、 报告， 这是一本十分耐读、 有趣

的书。 作者本人说这是一本写给青年

人的 “小书”， 一本有关科学及如何

“做” 科学的书， 读者对象是那些正

在规划自己人生道路的年轻人和制定

科学政策的决策者。 在我看来， 这本

“小书” 说出了一个 “大故事”， 一个

关于如何追逐人生理想的 “大故事”，

当然， 每个人是自己故事的诉说者、

决定者与实践者。

我们为何还要从事科研 ？ 或者

说， 杜赫提以何说辞来吸引年轻人走

进科学的世界？ 这是一个严肃又不乏

幽默感与雄辩的科学家。 试想一下，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现代科学实际上

大约才 500 岁。 换言之， 还有太多未

解之谜等着我们。

还有什么比发现、 描述并最终解

释从来没人阐述过的规律更让人激动

的事呢？ 为伟大的人类做出一点点的

贡献， 这难道还不值得让人兴奋吗？

这也正是科学让人痴迷的所在。

难怪， 《自然》 杂志说杜赫提的

这本书 “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宝库”。

我真心期待： 当科学家是无数中

国孩子的梦想， 我们要让科技工作成

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 成为孩子们尊

崇向往的职业， 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

科技的翅膀， 让未来祖国的科技天地

群英荟萃， 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

星闪耀！

■ 陈国强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

在筹办以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为主题的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过

程中， 城市和城市文化问题日益为世

人所关注。 美国建筑评论家、 文学评

论家、 城市规划思想家、 城市规划设

计师和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著的

《城市文化》 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

城市集中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全部

重要含义， 凝聚了文明的力量和文化，

城市文化培育了人类的精神思想。 不

同时代、 不同地区和不同种族的人们，

构想并创造了十分丰富的城市文化 ，

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理想城市和城市形

态， 多元文化的聚集与交融是城市的

特质。 世界的多样性在城市的多样性

中得以集中展示， 城市在多元文化的

融合中寻求和谐发展， 寻求历史文化

与空间的连续性。 每一个民族、 每一

种文化， 都在城市中表现出它们最丰

富的想象力和最独特的创造力。 文化

对城市影响很大， 它反映了市民对生

活的追求、 运行的方式。

《城市文化》 一出版就获得了整

个评论界的赞誉， 被认为是关于城市

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优秀的文献 。

芒福德用建筑和艺术展现城市的发展

时， 首先关注的是社会问题， 而不是

美学问题。 城市的基本问题是城市是

否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城市的设计是

否促进人的步行交通和人与人的面对

面交流。 在他的笔下， 城市史就是文

明史， 城市凝聚了文明的力量与文化，

保存了社会遗产。 不论是国外建筑高

大的教堂、 穹顶和塔楼， 还是我国江

南的小桥流水、 粉墙黛瓦， 正是不同

的生活方式造就了这种差异， 因为建

筑总是在表达人们的各种概念。 这本

书就好比是一座城市， 蕴涵了各种能

量、 形象和活力， 这是历史， 也是关

于城市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

《城市文化》出版至今已 80 年，但

书中提到的观点仍能给当下中国的城

市规划和建筑建设以启发。比如芒福德

始终强调，城市首先是让人住的，从本

质上来说它就是生活，因此评价一座城

市的好坏，并非看它的建筑多么前卫时

尚、街道多么宽敞整洁，而是看人们能

否在这座城市中过得舒适，城市改造成

功的标志则是看人们是否能更好地在

城市中生活。 设计根本上是人与人、人

与物、 物与物之间关系问题的一种求

解，设计最终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希望有更多的人阅读 《城市文化》

一书， 因为它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 为何现在的城市 “千城一面”？ 如

果你懂得城市就是生活， 那么地大物

博的中国拥有各具特色的城市面貌则

是理所当然。 然而， 中国的城市建设

存在一种盲目模仿的现象， 特别是模

仿美国纽约的建筑群， 殊不知这些高

能耗的建筑并不适合所有城市。 希望

每座城市终能找回属于自己的特征。

城市的本质是生活

现代大学应追求 “守住灵魂的卓越”

荩 《铀之战———开启核
时代的科学博弈》

阿米尔·D.阿克塞尔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荩 《城市文化》

刘易斯·芒福德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荩 《失去灵魂的卓越》

哈瑞·刘易斯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荨 《通往诺贝尔奖
之路》

彼得·杜赫提 著

科学出版社

———文汇书单·向青年学生推荐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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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听音乐》

罗杰·凯密恩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年轻人都喜欢音乐， 而且越来越

多的人不满足于浅尝辄止， 想进一步

登堂入室， 提升自己欣赏音乐的能力，

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理解音乐的意义。

现在面向大众的讲音乐欣赏的书

很多， 但是大多侧重于音乐史和音乐

家的故事， 缺乏对具体作品在技术层

面的分析， 这方面的内容常常被视为

是音乐专业人员才能够掌握。

事实上， 音乐欣赏不仅需要背景

知识， 也需要乐理、 曲式、 和声、 复

调等各种专业知识的积累。 罗杰·凯

密恩的 《听音乐 》 是一本全面讲述

音乐欣赏的著作 ， 行文深入浅出 ，

其最大特色是把音乐史 、 鉴赏和乐

理结合起来 。 本书开篇介绍音乐的

各要素 ， 之后按时间顺序依次从中

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再到古典时期 、

浪漫时期以及 20 世纪， 联系音乐史

上各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介绍音乐风

格特色。 对具体作品， 该书先比较感

性地介绍一遍， 再从曲式结构的角度

分析一遍， 还利用现有的网络技术，

配有大量的示范音频。 在书上的分析

案例中， 还详细标注了对应的时间节

点， 细化到秒， 非常便于读者学习和

鉴赏音乐。

除此以外， 此书还介绍了不少交

响乐的必备知识。 比如， 交响乐中用

哪些乐器， 它们如何分类、 排布， 以

及交响乐中各种不同的曲式等等。 作

者在每次介绍一段音乐史时， 都会介

绍当时的历史背景， 让读者从宏观角

度来理解音乐， 同时还会介绍音乐家

的历史， 其中不乏趣味之处。

本书作者为享有盛誉的钢琴家、

音乐学家、 音乐教育家， 在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之后，

曾在亨特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

院任教音乐欣赏课 ， 非常受学生欢

迎， 其代表作 《听音乐》 成为美国大

多数院校使用的音乐欣赏和音乐文献

导论课程教材， 享誉世界。 这种将音

频与文字分析精细结合的讲解方式，

对于音乐界人士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

普及音乐知识的方式。

年轻人喜欢音乐， 不能满足于浅尝辄止

■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荨 《电车难题》

托马斯·卡思卡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车难题” 是英国哲学家菲莉

帕·福特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 是全

世界大学课堂讨论热烈的问题之一，

哈佛大学超级课程 《公正 》专门对此

问题开堂讨论。 美国作家托马斯·卡

思卡特将该思想实验应用于其所著的

《电车难题》 一书中。

卡思卡特假设了这样一个案例 ：

一位女士望着一辆刹车失灵的电车，

其旁边是一个可以改变电车轨道的操

纵杆。 如果女士放任其正常行驶， 则

会撞死五个人； 如果拉下操纵杆改变

其轨迹则只会撞死一人。 在紧急情况

下 ， 该女士毅然选择改变电车的轨

迹， 牺牲了一人， 拯救了另外五人，

而该女士因此遭到联邦法院的指控。

本书围绕此案， 通过检控官、 法官、

被告、 受害人家属、 陪审团、 律师、

媒体、 大学师生、 电视观众、 论坛网

友等社会各界人士的评析， 一场思维

的激烈碰撞就此展开， 向人们展示了

多元性的观点。

全书生动有趣， 全景式呈现出诞

生数十年来讨论不休且越来越热烈的

“电车难题”， 堪称一次为广大民众讲

授的伦理通识课。

对公众而言 ， 他们的认知源于

道德选择 ， 而司法机关则秉承着法

律原则 。 当感性的道德选择支配着

公众的行为 ， 或许就会形成托克维

尔所说的 “多数人的暴政 ”。 因此 ，

不能单纯地将符合大众期待作为案

件处理的终极目标 。 因为对于大多

数人而言 ， 他们的期待源于其内心

的道德选择 ， 而道德选择不具有固

定性 ， 会受多种因素影响 ， 故而需

要一种具有固定性 、 强制性 、 规则

性的工具来引导 ， 而法律就是构建

社会秩序的工具。

无论对案例中的女士作出何种判

决， 都必将引发广泛争议。 但单纯从

道德选择的角度去判决是盲目的， 用

书中的语言来描述则是：“我们的道德

选择最终还是出自情感的本能， 因此

一切分析都只不过是为我们的道德直

觉寻找理由罢了。”

因此， 我们需要用法律这一衡量

标杆去审理案件 。 我国 《刑法 》 第

21 条规定：“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

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不得已采取

的紧急避险行为， 造成损害的， 不负

刑事责任。” 但该规定并不适用于以

生命为代价的紧急避险。 因为生命之

间没有高低、 轻重之分， 根本无法进

行比较。

我想， 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

该女士是否会受到刑事处罚， 而是其

中展现的各方立场 、 观点之间的博

弈， 问题思辨的过程， 能够让人更加

深刻地感受到思辨的火花、 法律的魅

力和人性的光辉。

■ 刘宪权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在思辨中感受法律魅力和人性光辉

■ 郑时龄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 褚君浩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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