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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学文库”作为“十二五”和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推
出“第一辑”，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召开发布会，引起学术
界热议。2019年，推出“第二辑”，并于
同年12月2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神话
学研究院召开发布会，再次引起学界
广泛关注。目前，涌现出众多对两套丛
书的单本书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两
辑文库作为整体进行评论，尤其突显

“第二辑”的递进与开拓意义。
从上世纪初到现在，中国神话学

经历了 100 多年发展，在几代学者努
力下，中国神话学的学科建设已日臻
成熟，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正如
谭佳教授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
中所勾勒，“1949~1980：在一枝独秀中
发展‘民间性’”是第一阶段，“1980~
2000：学科化发展与泛学科化的繁荣
发展”是第二阶段，“新世纪至今：学科
化的反思、推进与突破”是第三阶段
（谭佳《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2019
年第5期）。置入这条线索来理解，“神
话学文库”体现出对文学神话观的全
面突破，对研究视域的进一步开拓，以
及研究范式的新实践。

在上世纪80年代，学界掀起中国
文化反思热潮，在当时“文化热”的时
代大背景下，一批前沿学者尝试援用
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化特质，遂在
人文领域掀起“神话热”。在这方面最
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湖北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
丛书。该丛书借助文化人类学，尤其是
神话学的宏观视野、跨学科的“三重证
据法”，有效揭示了中国上古文化的神
话体系及其与世界上古文化相类同的
文化形态。这套丛书开风气之先，引发
诸多争议，也留下很多学术争鸣和探索
空间。例如，如何在种类繁多的外国神
话研究格局中进行本土审视与定位？如
何更有效地契合中国文化发生脉络与
本土情境来研究中国神话？近30年过去
了，中国神话学界的新气象是什么？

针对这些问题，2013年由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神话学文库”第一辑
给出了优质答案。该辑共 17 册，包括专著 9
部和译著8部，呈现出既推介国际神话学界
前沿成果，又彰显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和
理论主动性的编纂旨趣。总体来看，“第一
辑”的特点是突破了“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
译”丛书的时代性，不再强调宏观“国民性”，
而是着重于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情境性”阐
释，尤其注重跨学科综合视角和前沿资料译
介。继续这项旨趣，神话学文库“第二辑”共
21册，其中本土专著7部，译介14部。显然，
较之“第一辑”，本辑的译著数量多于专著一
倍。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今天，“第二辑”
更诉求于进一步打开国际视野，进而有效针
对本土文化进行神话学复兴与阐释。

概括而言，“第二辑”的整合与突破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传统神话观的突破。自上世纪
“神话”一词被引入中国以来，经章太炎、梁
启超、鲁迅、茅盾等人的阐释，一直从属于文
学研究的范畴，直到现在仍在民间文学的学
科体制之下。所以，学界对中国神话的研究
始终受到文学本位神话观的影响。新世纪以
来，以文学人类学团队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不
断突破传统神话观，将之拓展为“信仰驱动
的神话观”，强调神话不仅仅是文学的渊源，
更是“文、史、哲、宗教、政治、法律等各个意
识门类的共同源。”这样的学科定位不仅极
大地丰富了中国神话的内涵，也极大拓展了
神话研究的内容，并顺势提出系列新命题，
如“神话历史”“儒家神话”“文化大传统”“四
重证据”等等。在“第一辑”中，《玄武神话、传
说与信仰》《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洲岛
的神圣叙事》《伏羲神话与信仰研究》等诉诸
突破文学本位的神话观。在“第二辑”中，更
明显地体现这种突破。例如《神话与历史：古
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一书，打
破神话—古史对立的传统观念，作者充分利
用考古学、文献学和神话学等资料深入探讨
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中国神话学研究前
沿》一书展现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和
热点问题，体现出新世纪多元化的神话观。

第二，对研究视野的开拓。首先，是国际
视野的开拓。一直以来，中国神话学的研究
视野主要局限在对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神话
的研究，缺乏对世界其他区域，尤其是对非
古希腊/古罗马神话足够的关注和研究。“第
一辑”中的《苏美尔神话》《凯尔特神话传说》

《日本神话的考古学》皆有重要的弥补学术
空缺意义。“第二辑”更加完善了神话学研究
的国际视野，例如《希腊神话与美索不达米
亚：荷马颂歌与赫西俄德诗作中的类同和影
响》一书深刻揭示了希腊神话与近东神话之
间的关系。徐达斯所译的《薄伽梵往世书》用
章回体的形式再现了毗湿奴十次下凡救世
的故事。徐大锡的《韩国神话研究》以翔实的
资料，建构了较为完整的韩国神话体系，其
东亚神话比较的观点颇为新颖，很有启发
性。麦肯齐的《巴比伦与亚述神话》将考古
学、语言学和神话研究相结合，建构了较为
完整的两河流域神话体系，对今天的研究有

重要意义。
其次，是跨学科研究的开拓。“文

库”主编叶舒宪教授指出：“中国当代
学科体制将神话学归属民间文学，与
国际神话学研究前沿差距非常明显，
希望努力通过译介展现作为边缘学
科和前沿学科的神话学如何引领国
际学术创新。”（叶舒宪，《从神话学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出版项目

“神话学文库的文化品牌意义”》，《文
艺报》2020年第1期）。在主编的策划
与引导下，“第一辑”中的《神话—原
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洪水神
话》《〈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宗教、
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日本神话
的考古学》等书便有着重要的理论互
鉴和引领研究的作用。顺此开拓，在

“第二辑”中，首次被译介的西格尔的
《心理学与神话》一书收录了弗洛伊
德、荣格、坎贝尔等心理学家的研究，
深入探讨了神话的心理机制，对研究
神话与心理学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
值。《萨满之声：梦幻故事概览》以几
十位巫师的口吻来再现萨满文化，对
了解神话产生和文学治疗有一定启
发。《众神之战：印欧神话的社会编
码》和《古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
话与政治》体现了神话与政治和历史
的交融，作者利用人类学和神话学的
方法来展开对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
显示了神话学对推动历史研究的开
拓作用。《神话的哲学思考》和《从前
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神话和哲学》呈
现出神话学与哲学的互动，从根本上

追溯了西方哲学与神话的关系。《熔炉与坩
埚：炼金术的起源和结构》是神话与炼金术
的对话，考察了“从‘物的社会生命’这一视
角反思冶金术起源的神话观念驱动作用”。

《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则是运用
了生物学的方法将神话的起源追溯到人类
的生物起源那里，并“为替罪羊机制这种暴
力机制找到了生物学基础”。同时，《神话动
物园：神话、传说与文学中的动物》是从神
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寻找“动物”，引人入
胜，别具趣味。这些不同视角的、不同学科的
国际译介，深刻体现了中国神话研究新视
野，在学界具有独树一帜的代表性。

当然，在“第二辑”中，中国学者的专著
也体现出开拓性和国际视野。比如《魔杖与
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是目
前完整、系统地研究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弗雷
泽及其代表作《金枝》的专著。《好莱坞神话
学教父约瑟夫坎贝尔研究》是对国际著名神
话学家坎贝尔的首次系统研究，对反思中国
文化产业和促进创意写作发展很有启示。陈
建宪《中国洪水再殖型神话研究：母题分析
法的一个案例》，则是利用数据库对中国洪
水神话的母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跟进了世界

“洪水神话”研究前沿，发出了中国声音。
第三，对新研究范式的实践。伴随着对

传统文学本位神话观的突破，以及神话研究
国际视野的不断拓展，必然会推动神话研究
范式的变革。中国神话的研究始终围绕神话
与古史的对立、神话与文学的关系、民族志
调查等方面展开。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
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整合了以往的研究范
式，并尝试阐释中国文化的根本。在此基础
上，“文库”的诸多著作进一步实践了中国神
话学的最新方法论建构——“四重证据法”，
强调更深入突破神话学研究的传统范式。在

“第一辑”中，已经出现了译介和实践研究范
式新声，比如《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
东的共同体》便是利用图像叙事的研究范式
来研究希腊文化的发生问题。在“第二辑”中，
刘惠萍的《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一书，
借助图像叙事来分析汉画像中的日月图案，
可谓实证性与人文阐释结合的佳例。本辑中

《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的作者尼尔森，可
视为实践此种范式的先驱。此外，田兆元的

《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从叙事学的角度
来研究神话，进而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
研究，有着理论的深度和宏观的视野。

总之，“神话学文库”对中国神话学研究
有着重要的整合与突破意义，尤其“第二辑”
是对“第一辑”的传承与创新。这让我们在进
一步打开国际视野的同时，对“第三辑”充满
期待。正如“文库”主编强调，神话学文库“第
三辑”，“会将重心从译介和互鉴为主，转向
对大传统理论和神话中国理念引导下的新
研究实践，以彰显和对外输出中国道路和中
国理论话语为宗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更
多学者的努力下，以“神话学文库”为标志的
中国神话学研究，必将会在全面复兴传统文
化、建构中国文化理论的当下，起到更为重
要的创新和引领作用。

作为作家，对于人类浩瀚的内心世界，朱文
颖比大多数人都有着更为本真和自觉的认知。与
此同时，她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所谓“心灵”“人性”

“精神”等东西是确然存在但又无法捕捉的，用康
德的话来说就是“物自体”或“自在之物”。每个人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看到“现象”，但没有人能
把握作为“现象”本源的“物自体”。于是，理性和
逻辑无法解释的任务就交给了文学。

在我看来，小说集《有人将至》所呈现的正是
我们称为“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的倒影。就像我
们可以通过筷子在水面上弯曲的倒影来辨认筷
子一样，朱文颖通过人间种种爱欲、痴缠、妄念、
创伤来映射心之本相，涂抹出了一幅幅明暗交
汇、虚实相照的画卷。

比如，作为人类最普遍的精神现象——情爱
欲望——在《有人将至》的大部分篇章中都有所
呈现。这里的情感表述可谓剑走偏锋：从看似“正
常”“浪漫”的男女交往开始，经过“俗套”或“圆
满”的发展，最后走向了暗黑、诡异甚至不乏惊悚
的结局。《分夜钟》里，小浦社长、净空琴师与喻氏
姐妹之间的情感纠葛以一死一疯终结，生者在精
神创伤的咬噬与侵蚀中千疮百孔；《听见天使唱
哈里路亚》里，熊炎和楚玉的恋情跨越了巨大时
空，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却被“故事的三
种可能性走向”轻柔消解；《繁华》里，王莲生与外
室沈小红貌似情真意浓，当王莲生被偶遇的乞丐
割喉劫财时，沈小红正与相好歪在床上吸食鸦
片。这些故事虽以情爱为主题，但我们无法称之
为情感小说，因为它们映照出来更多的是人性的

纷繁复杂，是心渊的深不可测。
在与集子同名的小说《有人将至》中，字里行

间遍布着心的碎片和精神的裂痕，甚至可以说，
“创伤感”就是这篇小说的底色。女心理咨询师接
待了丽芳，听她讲患抑郁症的体验、与丈夫的关
系，为之进行疏解和治疗。女心理咨询师常去图
书馆，在那里认识了重生，两人相谈甚欢，顺理成
章地发展为恋人。直到丽芳请她去家里吃饭，她
才发现重生就是丽芳的丈夫。有意思的是，重生
也患有抑郁症。这对夫妻将自己的药各放一个抽
屉，以为对方不知道自己的病症。他们将秘密告
诉了女心理咨询师，没想到这个医生也是个“病
人”，她的诊所则日益拥挤，生意兴隆。每个人心
中都疯狂滋长着黑暗的病态丛林，每个人都在渴
求着安全和温暖，最后却发现自己悬垂在岌岌可
危的深渊边上。

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身处的当下是一个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各种新的
感受正在胀破传统的规范和界线，带来了混乱、
眩晕、撕裂。如卡妮·霍伦所说，神经症已成为普
遍的生活方式，成为时代文化危机与冲突的缩
影。在这样的书写中，故事本身的重要性弱化了，
取而代之的是情绪和氛围的弥漫。在《平行世界》
中，男主人公在酒吧打工。在那里，一个叫保罗的
美国人携带着神秘的传说时常出现，据说他参加
过越战，还杀过人，而“我”对他的秘密翻来覆去的
好奇探寻就构成了小说的隐在线索。最后，梦境与
呓语共同驱动着一个真假难辨的传闻走向了它的
终结。在《一个形而上的下午》中，不确定的气息更
加鲜明：真名假用，非虚构嵌入虚构，兼之涉及“谁
在撒谎”的问题和“天黑请闭眼杀人游戏”，再加上
让世界变得模糊的雪茄、被做绝育手术的厌世猫、
毕加索、塞尚、《蒙娜丽莎》等元素，你会发现意义
在不停地逡巡滑移，直到撞上“疫情封城”这个石
头般坚硬的结尾。诸如此类的讲述让人很难捕捉
到明确的叙事主题，这也正是这部小说集的迷人
之处，它充满了心形倒影波光粼粼的闪烁。故事的
边沿、枝蔓、界线都在这闪烁中模糊起来，带着读
者抵达了摇晃不定、亦真亦幻的叙事之境。

作为现代人，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不再如乡
土社会那样“安土重迁”。由于日常生活正在变得
平顺寡淡，人们更钟情于“逃离”“寻找”“变化”

“跃迁”等富有动感的行为。可以说，这些行为也
是“物自体”的某种倒影，映现着现代人内在精神
的紧张和困境。《宝贝儿》中的上官雨燕是一个生
活稳定的妻子和母亲，但身体里有一部分是丈夫
老贝永远无法了解的。其实老贝无需烦恼，因为

上官也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直到在宠物店与
一只老丑的蜥蜴相遇。她看到它正温柔地看着
她，四目相对，若有所思，“主体/客体”在“看/被
看”中产生了深层的联结。从此，她常去宠物店看
它，唤它“宝贝儿”，喂它吃，陪它聊天，想到它就
甜丝丝地微笑。她和“宝贝儿”共同搭建起了一个
世界，在那里，“自我”不再过剩和溢出。当然，我
们无须费力就能指出上官女士的世界是一个“假
象”。现代人竟然被“假”治愈着，却与“真”（老贝
和小贝）隔阂着，这到底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

朱文颖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关注表明，她意
识到了在生活表象下涌动着剧烈的激流，也看到
了庸碌的人们试图突破生活的牢笼而一无所得。
在《春风沉醉的夜晚》中，她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繁
复而精彩的演绎，不乏严峻的审视和反讽。小说
选择了一个带有社会学色彩的主题——“阶层跃
迁”来一探现代人的渴求与追慕、尴尬与羞耻、放
弃与丧失。“我”代替系主任赴柏林自由大学参加
高端学术会议，半是炫耀半是心虚，“我”邀请在
德国留学的朋友查丽丽来柏林。在这次会议上，
她们认识了自由大学的教授夏秉秋，夏又带来他
的朋友葛先生。四个人的关系并不对称，“我”和
查丽丽为夏秉秋争风吃醋，葛先生在追求查丽
丽。后来，夏秉秋来到“我”的城市进行田野调查，
两个人度过了一段“学术”与“爱情”共同繁荣的
美好时光。但高光时刻往往就是揭谜之时，谜底
堪称黑色幽默，冷硬残酷：夏秉秋和“我”都是身
份尴尬的替代品。“我”并非什么专家，他也并非
什么教授，只是一个临时助理，和葛先生开的小
公司也破产了。女主人公之所以能够在自我虚构
中怡然自得地自欺欺人，源于她和查丽丽从小就
倾心致力的阶层提升，但这个庞大的决心在夏秉
秋的质疑面前粉碎一地。在这篇小说中，四个人
构成了多重“镜像”：“我”—查丽丽、“我”—夏秉
秋、夏秉秋—葛先生，他们相互映照，期冀着彼此
的理解和拯救。显然，这比上官雨燕对“宝贝儿”
的期待更加令人绝望，因为这些“镜像”映照出来
的全是“假象”，是疯狂增长的幻影。

以上概述只是浮光掠影，但这足以解释为什
么我们很难将朱文颖的小说视为“自传性”或“经
验（体验）性写作”，它们更像是作家对时代肖像
进行高度透视后进行的美学提取。那种恍惚迷离
之感，那种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以及谜一样的
疯狂和抑郁，都与现实社会的某种气质高度吻
合。对于中国当下文坛来说，这种成熟的现代感
受和经验表达并不多见，在这方面，《有人将至》
为我们锚定了一个界标，一个高度。

“物自体”的心形倒影
——评朱文颖的《有人将至》 □曹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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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光彩夺目的数学家传记一部光彩夺目的数学家传记
——读《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徐 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有综合性的出版社，也
有专业性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就是其中一家优秀的
专业出版社。该社出版了近些年来最好的传记之
一，这就是《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这也
许是近几年来或是未来几年难得看到的一本传记。
作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总编辑，我既感到荣幸，
也感到庆幸，庆幸译林出版社拿到了这部稿件。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极为精彩，
我一遍一遍地读，并推荐给集团所有出版社的领
导读，并请那些非文艺类的图书出版社领导一齐
上阵，共同推荐。目的很简单，一是让他们共享
一本书的阅读快乐，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二是希望他们以此为标矢，多出版达到这种标准
的好书。

在出版的浪潮中，不排除有一些令人瞩目、光
辉灿烂的书偶尔闪现。丘成桐先生的自传正是这
样一本书。此前译林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些很好的
传记，包括一年多来一直畅销的《我心归处是敦
煌——樊锦诗自传》。丘先生说不定也关注过此
书，因为他曾带他的孩子到过莫高窟，去敦煌体会
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

丘成桐先生这部著作在中国出版，于公于私
我都高兴。于公前面讲了很多；于私而言，因为我
女婿是学数学的，也是丘先生的广东老乡。他在耶
鲁大学读数学博士时，曾去哈佛做过一次讲座，丘
先生去听过。我女婿曾向我们讲过丘先生的成就和
故事。但是，如果没有这本传记，丘先生的传奇便仅
仅是口传。正因为有了这本自传，让我看到了一个
全面、综合、已度过70余载人生的丘先生：早期少
年生活的艰辛史、年轻时的奋斗史、中晚年以后的成
就史。

我频繁而真诚地向很多人推荐这本书，主要
基于如下几个理由：

首先，这是一位数学家的传记。数学家的传记
是科学家的传记。我过去担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
时，出版过“大家丛书”，里面有许多大数学家传。总
体而言，数学家的传记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但本书
不是这样。读者千万不要一听说是数学家的传记，
就眉头紧锁地拒绝它。你可以撇开那些不懂的地
方，它们完全不影响你的阅读，甚至不懂某些数学
关键词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忽略过去。不过，即
使你不忽略也没关系，因为书中的数学语言讲得比
较清晰通俗。可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

我曾经对很多人说，如果他们的孩子希望未
来能攀登科学高峰，却在打开这本书之后没有任
何兴趣，不如让他们早点放弃攀登。对一位真实科
学家的故事没有兴趣的孩子，是不可能成为科学
家的。

其次，这是一位爱国游子的传记。从书的开头
到结尾，你可以看到丘成桐先生从小到现在的所
思所为。70余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对故土、

故乡的爱。爱家乡、爱祖国不是空泛的说教，他的
行为处处表达了对父母、对子女、对亲友的爱，包
括对养鸭子的舅舅的爱。与西方不同，他对亲人的
爱的处理方式是中国式的，充满了温情。

丘成桐先生不但爱亲人、爱家乡，也非常热爱
中国数学家。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中国建成了包
括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内的6个数学中心，未
来还想建更多的数学中心。他认为数学是中国成
为世界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我非常
赞同。我不是学数学的，是学法律专业的，数学和
法律的共同点在于都讲逻辑。而我们的生活中，逻
辑荒唐的思维方式、逻辑荒唐的结论和逻辑荒唐
的故事经常出现。丘先生在书里也写到了这些荒
唐逻辑。在本书中，中华逻辑体现的是中华思想，
西方逻辑体现的是西方思想。西方逻辑也有荒诞
之处。哈佛大学获得过菲尔兹奖的日裔数学家广
中平佑曾对丘先生说，亚裔科学家要到美国一流
的大学去，因为他们到二流大学不会打高尔夫球，
而在二流学校交际比研究更重要。真是外国有外
国的逻辑，中国有中国的逻辑。

再次，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很少有传记写
得如此生动，里面到处都是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
表达。美国国家安全人员对于丘成桐先生突然招
收很多中国学生有疑惑，认为丘先生和学生对美
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于是前来调查。丘先生
用几何语言跟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解释他对卡拉
比、里奇流等的研究，安全人员听不懂，于是打个
招呼便走了。这个故事的镜头感非常强。丘先生加
入美国籍的时候，国土安全部门的人调查他对美
国国家和社会的认同，询问他关于美国国会的知
识：“如果总统要对外动武，国会是否有权拒绝？”
丘先生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移民局人员觉得好
玩有趣，便通过了他的入籍。

别人在外面买饭而丘先生因为收入不高总是
自己回家做饭的故事，丘先生穿礼服的故事，200
美元二手破车的故事，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冲浪的
故事……如果你足够敏感，就总会一直笑下去。如
果这本传记读了5页之后，还没有发现有趣的点，
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笑点很快就要来了。一般而
言，当你读到5至10页的时候，必然会发现一个很
好玩的故事或表述，让你哈哈大笑或嘻嘻窃笑。

最后，这是一部诚实者的传记。优秀的传记很
多，《我的几何人生》除了优秀还很诚实。书中处处
可见丘先生的诚实为人之风。他自己想不透的、他
对别人的误解、别人对他的误解，都在书中一一道
来，没有任何辩论，没有任何掩盖，也没有任何夸
大，这其中包括他和陈省身先生的友谊、恩情以及
后来的分歧。客观地说，丘先生因为诚实而显得更
加可亲可敬。他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对中国学人的
评介，包括一些取得一定成绩便不断往上爬的中
国学者、一些有了名气便不再专心于教学和科学

研究的教授，他也如实讲来，不管你们爱听不爱
听，甚至他们肯定很不愿意听。

丘成桐先生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热爱。1979
年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回到阔别多年的广东老家
去。乡下人杀了一头牛，用他的钱请他吃饭，然
后请他睡在那个充满蚊子的蚊帐里。他通宵没
法入睡，因为“那个蚊帐里的蚊子比宾客还多”。
这些都是事实。

相对说来，中美之间的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差
距。除此之外，还有做事讲究规矩上的差异，比如
国内数学中心修厕所不讲究规划。丘先生是一个
爱国者，爱国者不避讳自己的短处，这是丘先生给
我们每位爱国者的一个重要警醒：认识自己的长
处，同时也要认识自己的不足。当初《纽约客》杂志
对他进行访谈，对丘先生既有诽谤也有诋毁，丘先
生也都在书中和盘托出。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诚
实者的传记。这样一部传记，值得所有有志于从事
科学研究的中国人、有志于成人的中国人去读。

另外，书中丘成桐先生给我们的启发是，他还
是个出版家，因为他经营过几何数学杂志，曾是我
们出版界的同仁。当我们还在苦苦地为我们的出
版业寻求更大发展的时候，丘先生曾经奇迹般地
将一本没落的数学几何杂志办得“两个效益”俱
佳——两年之内他是期刊主编。丘先生经营杂志
有其独特的出版理念，值得我们效仿。

丘成桐先生这部传记，不但给人温暖和信心，
也给所有读书人包括我们这些出版人都提供了一
个如何为人、如何做事、如何爱国、如何认识自己
差距的清醒指南。我在“凤凰好书”书评会上推荐
它时用了五个字：“一部新经典”。

既然是经典，必然传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