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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品中，发生在未来世界
的故事总让人津津乐道：后现代建
筑拔地而起、高科技装备比比皆是、
人类足迹遍及今日无法企及的寰
宇，更有与外星物种或敌或友的互
动……在这些故事里，我们惟独很
少谈论自己，未来的人类，依然会是
今日人类的翻版吗？

演化生物学家斯考特·所罗门
在《未来人类》一书中，以科学家的
视野讨论了我们物种的未来。其
实，关于人类是否还在演化，学术界
历来有两种声音：支持者如 20世纪
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之一西奥多
修斯·杜布赞斯基就指出，人类的演
化还在继续；持有相反意见者则认
为人类已停止演化。虽然后一种观
点更符合我们对标老祖宗的生活经
验，但所罗门说，如果我们专注于

“演化”的科学定义，不得不承认演
化始终在发生，“从上一代到下一代
中某个性状的常见程度，或是编码
该性状的基因发生的任何改变都可
算作演化”。这也合乎我们的经验，
譬如当代青年中的高个子比父辈
多，或是孩子具备与父母不同的表
征。只是演化在微生物或是繁殖时
间短、频率高的小型生物中发生的
速度快，易于被观察到——像是细
菌产生了耐药性；而大型生物的演
化则因代间间隔较长发生得缓慢，
易被忽略。既然在缓慢地演化，那
么假以时日，未来人类极有可能跟
今天的我们大不相同。设想未来人
类的面目是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本
书便是围绕这个目标搭建想象的思
路。

作为一个科学家，所罗门还是
以科学工具和统计数据为依据，展
开延伸，并非漫无边际的畅想。自
从有了基因检测的工具，科学家发
现了许多疾病和基因的关系，破解
造物的奥秘似乎指日可待，未来人
类是否有望摆脱病痛呢？其实理解
基因没那么简单，基因的优劣不能
轻下判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镰状
细胞等位基因了，该基因突变会导
致镰状细胞贫血，易被归结成有害
的基因，所幸在整个人群中的携带
比例并不高。可是在某些疟疾高发
地区，该基因很常见。研究发现，它
能降低疟疾的发病率，相比于高致
死率的感染性疾病，自然选择反而
倾向于该基因突变，尤其是携带该
等位基因的杂合子，既不会表现出
贫血，又有对疟疾的天然免疫力，是
在特定地区的生存优势，他们留下
的后代也会更多。类似的，许多和
疾病相关的基因也是演化的产物，
曾经或者正在其他环境下发挥优
势。对未来人类而言，怎样的基因
更具生存优势，或要参考具体的生
存环境和技术水平：是特定的感染
性疾病肆虐更具威胁，还是心血管
疾病、癌症、糖尿病等“现代病”更致
死？这将决定人类的演化方向。

除了自然的生存环境，人为营
造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影响人类
的演化。环肥燕瘦，各有所爱，但撇
开个人喜好，人的高矮胖瘦竟然也
在演化。书中提到一项研究：随着
人口转变的发生——即女性平均生
育年龄推迟——自然选择曾经偏向
个子较矮、体重偏重的女性，现在更
青睐个子较高、体型偏瘦的女性。
倘说早育和多子曾是生存优势（未
工业化的群落至今如此），工业化人
群对这种选择产生的应答可视作文
化与自然的博弈。随之而来的还有

“祖母假说”，女性在绝经期后仍能
生存很久，这在其他动物中是罕见
的。过去，人们普遍相信，祖母对孙
辈付出的照料和她们分享的人生经
验是她们对群体生存的巨大贡献，
这是绝经演化的动力。然而在工业
化社会中，祖孙间的接触随居住距
离增加而减少，祖母的位置已不同
于往日，或许需要建立起新的演化
模型。

解释人类自身的演化已经够复
杂了，还有许多小伙伴在陪伴我们
一起演化，那就是和我们朝夕共存
的微生物。对微生物的观念在不断
转变中，从混沌不知到防微杜渐，今
天我们不仅知道要慎用抗生素，还
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疗法和健康建
议，譬如对粪便微生物的移植、过敏
患者的益生菌疗法等等。对幽门螺
杆菌的研究颇具代表性：科学家发
现了幽门螺杆菌与胃溃疡的相关
性，将之定性为需要杀灭的坏细
菌。当时支持这一主张的生物学家
马丁·布莱泽还提出了它和胃癌的
关联。然而布莱泽后来发现，幽门
螺杆菌对胃酸的调节作用可以预防
食道癌，从而改旗易帜，投身到对微
生物益处的研究中。他在科普作品
《消失的微生物》中揭示，种种随抗
生素滥用滋生的现代病，其实应该
转而向我们的老朋友细菌求解。奇
妙的是，我们的微生物组是动态变
化的，几天就能改变组成，彼此无间
的协作或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不
同环境，学会与其和谐相处将造就
未来更健康的人类。

看似是在被自然环境、社会文
化和微生物群落“包围”的渺小个
体，我们被推上了演化之路，但我们
也不被动。在这个高度联结的世界，
人类的活动轨迹、迁移速度快得惊
人，应对的环境瞬息万变，面临的挑
战各有奇招，难怪许多科学家都不愿
意替未来的人类做预测。所罗门所
谓的预测，是在向我们展现演化的图
景：变化带来了无穷可能性，人类自
会和今日不同，但更可期待者，是洞
察我们的身体透露的健康讯息、不
为繁衍束缚地自由选择伴侣、召集
微生物小伙伴共同解决问题、构建
和谐的社会和家庭关系、探索乃至
移民无垠的新星球……这些可能性
里蕴藏多少精彩的故事呀！

《重走》
杨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5

《重走》是青年作者杨潇的新
作，关于一个不无困惑的写作者徒
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

1938 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
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年，处
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
踏上这条1600公里长路。这是一次
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
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
光、鸟鸣、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
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
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个层累的、
被忽视的“中国”缓缓浮现。

《对立之美》
严伯钧/中信出版社/2021-4

《对立之美》把以往深奥、晦涩
的西方艺术史“翻译”成人人都能听
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知识资产。
把艺术家、艺术品所处年代的社会
背景打通介绍，捋清脉络和关系，还
原艺术史的真相。

《无名之町》
［日］东野圭吾著/王小燕译
南海出版公司/2021-7

退休前，他是小镇上人人爱戴
的老师，亲切又有威信，陪伴许多孩
子长大成人。三周前，神尾老师收
到同学们邀请，答应参加他们毕业
十五年的同学聚会。一周前，神尾
老师在自家后院被害，尸体被上门
拜访的学生发现……

东野圭吾最新长篇小说。凶手
和侦探各自布局，开启人性、心理与
想象力的对决。

《我不会画画》
［英］莉迪娅·克鲁克著 / 阎伟萍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1-3

《我不会画画》是一本写给各个
年龄段没有美术基础却热爱艺术的
读者的绘画启蒙书。书中为读者准
备了可以释放想象力的绘画空间，旨
在帮助读者学习绘画中的打点、阴
影、曲线和轮廓技巧，然后以简单、有
趣的方法教会读者绘制充满艺术感
的图案、立体模型、各种场景和人物
动作。当读者拿起笔，跟着作者的
建议和说明一步步进行到最后，也
许会惊呼出声：原来我会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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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崔 道 植 看
来，枪，是有“表情”
的。每一个犯罪现
场，都会通过不同
细节呈现出神色各
异的“表情”。就像
世间的指纹没有雷
同一样，这些“表
情”也从来没有雷
同，只不过常人难
以发现。

闻名于中国刑
侦界的老刑警崔道
植，其神奇之处就
在于能够精准捕捉
这些“表情”。这些

“表情”，很多时候
也只有他能够捕
捉。

因此，他被誉
为中国公安刑侦战
线的“瑰宝”、中国

“刑警之魂”。
——摘自《共

和国刑警崔道植》

刚刚获颁“七一勋章”的崔道植，来
自我省公安系统，是我国第一代刑事技
术警察，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
也是世界级刑侦领域著名痕迹检验专
家。而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共和国
刑警崔道植》，是崔道植的传记，作者为

“龙警文学创作军团”中年龄最小的冯
锐。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陈晓林、艾明
波、陈春山、陈杰、程琳、兰景林、王明
义、尹成、朱维坚、冯锐等黑龙江省公安
作家组成的“龙警文学创作军团”，凭借
各具风格的优秀文本、强劲雄厚的创作
实力、强大整齐的创作阵容，成为一支
强势崛起、令人瞩目的创作力量。

在“龙警文学创作军团”中，冯锐尽
管年龄最小、写作时间最短，但也成就
斐然、名气响亮，在近二十余年的文学

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出版长篇小说《不
可逆转》《胭脂脸》《黑金》《涉黑嫌疑》和
纪实文学集《湄公河行动》《谋杀灵感》
等200余万字作品。中篇报告文学《亮
剑湄公河》入选当年“中国十大经典报
告文学”。另外，他的新闻作品集《忠
诚，无悔的青春》被列为黑龙江省公安
机关入警必读教材，多篇作品被编入公
安部新闻写作样板教材。

崔道植这个名字对于许多读者来
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
是，在全国公安系统，尤其是在刑侦界，
他的名字却如雷贯耳，传遍四方。

崔道植，男，朝鲜族，1934年 6月
生，1953年12月入党，吉林梅河口人，
原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刑事技术
处处长。在60余年的刑侦生涯中，检
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参与办理
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
定，无一差错。研发现场痕迹物证图像
处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填补国
内多项技术空白，被誉为中国警界重大
疑难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

满怀敬仰的心情，我拜读了《共和
国刑警崔道植》这本精彩大书，深深地
领略了崔道植这位“七一勋章”荣获者
的人格魅力。

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传奇英雄
谱。冯锐是一位善于塑造警界人物、善
于讲述警察故事的作家，在他饱蘸深情
敬意的“神笔”下，崔道植的传奇形象跃
然纸上。尤其是这位共和国刑警在87
岁高龄的时候，依旧以一种无私忘我的
精神状态，不知疲倦地战斗在刑侦前
线、不辞辛苦地奔波在案发地点、不分
白天黑夜地勘察现场、检验痕迹、侦破
案件的敬业精神、传奇经历、感人故事，
令人读后无不肃然起敬。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探案故事
集。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最重要的是
讲好故事。冯锐在记录叙述崔道植侦
破案件的过程上下了很大功夫，花费了
很多笔墨，并取得了良好的阅读效果。
在60余年的刑警生涯中，崔道植先后
参与侦破了无数件震惊全国的大案、要
案，他的传奇经历堪称一套可以与《福
尔摩斯探案集》相媲美的探案故事集。
所以，在这本《共和国刑警崔道植》一书
中，无论是描写黑龙江讷河贾文革特大
强奸抢劫杀害四十一人案、黑龙江鹤岗
南山“1·28”持枪抢劫煤矿工资款杀害
十一人案的破案经过，还是叙述被公安
部列为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的白
宝山杀害军警民十五人大案、河南省郑
州市张书海犯罪团伙持枪抢劫银行案、
张显光兄弟沈阳运钞车大劫案、重庆周
克华苏渝湘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破
获过程，冯锐都充分运用生花妙笔将一
个又一个惊险故事、一个又一个破案现
场进行了精彩再现、精准复原。大量惊
心动魄的场面、扣人心弦的情景、险象
环生的境遇在冯锐笔下被书写得逼真、
精彩，细细入微、丝丝入扣，吸引广大读
者沉浸于字里行间扣人心弦、动人心魄
的情节之中，犹如人在现场，身临其境。

这是一部给人美感的特色新文
本。《共和国刑警崔道植》一书不仅仅

“思想含金量”极纯，而且“艺术含金量”
极高。冯锐摒弃惯常的传记写作手法，
突破以往的传记写作模式，在文本的创
新上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在这本书
中，他充分发挥一位优秀作家巧谋篇、
善布局、重剪裁、精构思的创作才华，采
取推理小说与侦探故事相结合的技巧，
挥洒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文笔，运用报
告文学与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手法，借助

电视连续剧与电影大片相结合的结构，
为我们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崔道植60余
年“别妻舍子”投入刑侦工作、“废寝节
食”达到忘我境界的刑警生涯，成功地
塑造了一位令人由衷敬仰、令人心服口
服的“神一般”存在的人物，从而使《共
和国刑警崔道植》成为融文学创造性与
新闻写实性于一体，融传奇故事性与侦
探推理性于一身的典范文本，令人读后
耳目一新。特别是充满字里行间的那
些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关于家人、关于
亲情情景的真实描述和细节的生动再
现，给读者的情感以激烈的触动、给读
者的思想以强烈的震撼、给读者的心灵
以剧烈的撞击，使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
这本书散发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文学魅
力和出类拔萃的文学价值。

这是一部催人奋进的信仰启示
录。冯锐的才华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技
巧上，更体现在他的创作思想上。他没
有简单地把《共和国刑警崔道植》一书
写成可读性强、通俗好看的探案故事
集，而是充分运用创作智慧深入思考、
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并进行高度提炼、
高度升华，将这本人物传记写成了一部
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催人向上的信仰
启示录。在近70年的党龄中，在长达
60余年的警察生涯中，崔道植在无数个
白日黑夜与一个又一个犯罪分子博弈
较量，令他们原形毕露、落入法网，从而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镌刻于共和国刑侦
史上的奇迹。从这本书中，从崔道植的
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名老党员对
党热爱、对党忠诚的高尚情操和党性修
养，真正感受到一名老警察铭记初心、
践行使命的高风亮节和职业美德，可谓
是阅读一本书，学习一个人，受益一辈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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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崔道植的一部
□姜红伟

未来人类什么样？
□乐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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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严红是一位从事
教育咨询行业二十余年的资深
专家，她发现这两年来咨询学业
发展和专业选择的家长越来越
多，面对海量的新兴专业，家长
们受限于个人经验，常常感到无
所适从，在专业选择及升学规
划、职业规划领域钻研十余年的
詹建国也有类似感触，在谈到传
统专业在当今时代是否还有竞
争力时，家长们往往一脸茫然，
甚至对很多传统专业本能抵触，
因为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对很
多专业都存在“刻板印象”：金融
专业一听就能赚大钱；历史专业
就是重复中学时代“背背背”的
枯燥时光；学计算机就是学编
程，毕业就得当码农等着掉头
发；古典学是研究现代社会已经
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是要被淘汰
的专业，等等，最后往往会出现

“想象中的大学专业”不是“真实
的大学专业”的失望。

在这种背景之下，严红、詹
建国作为全球高等教育咨询领
域的专业人士，开始帮助更多学
生和家长解决“做个选择”的难
题，考虑到专业选择的特殊性，
想要了解一个专业的全貌，找过
来人寻求经验无疑是最快速高
效的方法。他们根据多年的咨
询经验，精选出50个热门专业，
并邀请在哈佛、耶鲁、康奈尔、宾
大等 50个不同的名校才完成本
科学业不久的学子，为面临选专
业难题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进行
各专业基础知识普及，并详述专
业概况、适合人群、课程设置、学
习体验、就业前景与发展方向等
内容。这些鲜活的真实经验分
享，汇集成了《全球视野选专业》
一书的核心内容。

在新旧专业割裂巨大、专业
淘汰更新率高的背景下，严红、
詹建国认为，怎么“做好选择”，
怎么保证所选的专业在毕业后
依然有市场前景，并不难，解法
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所在，围绕
特长不断“修炼内功”。个人一
旦形成无法被替代的核心竞争
力，便可避免被时代洪流裹挟，
被经济社会抛弃。而在“修炼内
功”的过程中，学生如果提前明
确了解专业实际内容、专业课程
设置、专业就业前景、专业发展
等方面的关键点，则无异于找到
了有的放矢的高效成长路径。

我需要具备哪些特质才适
合选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中有
什么意想不到却又极其重要的
专业课？有哪些跟专业相关的
优质课外书籍可以推荐阅读？
这个专业如果要转专业或者继
续升学做研究，适合哪个方向？
我选的这个专业 4年之后毕业
就业前景如何？《全球视野选专
业》这本书按照文科、理科、社
科、商科、工科、艺术、法学、医学
7大门类，分上下两册，对 50个
精选专业进行了深度解析，这是
一本在全球化时代，告诉学生如
何选择专业，以及在全球范围内
如何更好地就业的专业书籍，始
于“做个选择”，终于“做好选
择”。

近年来社会
发展催生出大量
全新领域，高校的
专业设置自然也
在不断地调整和
变更，一些传统的
专业没落，甚至被
淘汰，一些新生的
专业出现，甚至大
热。据教育部统
计，过去 5 年间全
国高校平均新增
备案专业约 1867
个、新增审批专业
213 个、撤销专业
373个，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工程、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机器人工
程等新兴专业正
在进入越来越多
高校的课堂。之
前已有的专业解
析信息严重过时，
高中毕业生进行
专业选择时面临
着信息不充分的
巨大困扰。若是
要到国外读书，更
有语言障碍和教
育系统差异等问
题，导致在选择本
科专业时面临着
更大的挑战。

“传奇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