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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在线第一讲

院士写万字导言，授课阵容强大

专题报道

阅读生命：安定心灵 让信心开花
20202020年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世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世界。。44月月2323 日日，，第第2525个世界读书日如期而至个世界读书日如期而至，，在恐慌和迷惘中在恐慌和迷惘中，，书籍带来了书籍带来了

一股也许能安定人心的力量一股也许能安定人心的力量。。
灾难面前灾难面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我们体验了生命的脆弱我们体验了生命的脆弱，，也感受了生命的可贵也感受了生命的可贵，，我们既体验了生命的渺我们既体验了生命的渺

小小，，又感受了生命的伟大又感受了生命的伟大。。生命是一本无字的大书生命是一本无字的大书，，今年的世界读书日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学校推出特别策划学校推出特别策划，，请文社理工医的老师与读请文社理工医的老师与读
者一同者一同““阅读生命阅读生命”。”。如何在特殊的生命体验中阅读如何在特殊的生命体验中阅读？？如何在阅读中升华生命体验如何在阅读中升华生命体验？？如何理解阅读的意义如何理解阅读的意义，，如何诠释如何诠释
人生的使命人生的使命？？让我们和这五位老师一起阅读生命让我们和这五位老师一起阅读生命！！

书籍，是生命与世界相遇的

地方。

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提醒我

们，有两种书籍，一种关注“公

共”，比如杜威和哈贝马斯的著

作，有益于人类团结；有一类关注

“自我”，比如海德格尔和福柯的

著作，有益于自我实现。我觉得，

在大学里，同学们不仅要读“大

书”、也要读“小书”，特别是经典

文学作品——看具体的人物在具

体的困境里做具体的选择，通过

移情效果，感受他人的痛苦，并借

此摆脱浅薄自负的自我中心主

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文学与

艺术，弥合了“自我”与“公共”的

界限，同情与同理，是达成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基石。

新闻与文学异中有同，英伦

才子德波顿呼吁记者们向文学家

学习：“如果新闻编辑室里坐着托

尔斯泰、福楼拜和索福克勒斯，也

许媒体就能多提供一点东西，说

到底，《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

人》、《安提戈涅》的故事原型，也

是新闻事件。”

尽信书不如无书，书籍伴随

人生，但书籍毕竟不是人生；书籍

中有真理，但书籍中没有全部真

理。在我们新闻学院的院训中，

已经蕴含着书籍与生命的哲理：

好学力行。

马 凌

相对于浩瀚宇宙和迢遥历史，个人的生命是那般轻于鸿毛。
我们的生命在寻找意义，以期让意义的重量将我们拉向确定性的
根基，如若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汇入更久远广大的时空。

人工智能专家们希望人工智

能能战胜人类棋手，从1956年第

一波人工智能热潮开始，至今耗

费了70余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

AI 依次战胜了跳子棋、国际象

棋、围棋的人类顶尖棋手。

专家们也希望人工智能能像

人类一样认人和识别各种目标，

于是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

技术，从最早的特征脸，到具有统

计学习理论支撑的支持向量机，

再到可以整体认人的流形学习和

按眼睛眉毛鼻子差异认人的非负

矩阵分解，直至现在的能与人的

视觉通道神似的深度神经网络。

在大数据的推动下，人工智能的

预测性能、计算速度都进步显

著。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已充斥

了日常生活的每个毛孔，刷脸智

能支付、乘车智能安检，随处可

见。在本次新冠疫情期间，我们

也能见过疫情数据智能可视化、

新冠肺炎CT图像自动诊断等智

能技术的应用。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一

些人乐观地以为，我们也许离完

全读懂生命中的智能只有一步之

遥。然而，这一步之遥也许要跨

越的是人工智能与真正智能间的

鸿沟。

人类对无法量化、无法用现

有书本中的理论程序化的智能的

阅读和理解目前还很渺小。更需

要小心谨慎，尊重自然，避免将人

工智能的研究引入自毁人类或有

悖伦理的失控地步。

张军平

理解生命中的智能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物理学家薛定
谔1944年写了一本《生命是什么》的书，希望从分子水平来思考
生命的现象，并讨论了人类意识与物理世界的关系。自此以后，
科学家们便对人工智能开始了长时间、孜孜不倦的研究与探索。

若你在疫情中彻底地遭遇

了坐立难安、精神萎靡、百无聊

赖，这种煎熬不是坏事，它在如

此真实地提醒你，长期荒废阅读

而导致的灵魂苍白。于是明了，

阅读不仅仅通往喧闹或欢愉，也

不单单是稻粱与工具，阅读的本

质，还关乎你有没有能力神思从

容的应对独处。

若你在疫情的独特生活中

依旧可以在贫乏、单调与封闭中

进退得宜，这份自得定然与之前

你汪洋恣肆的阅读有关。因为

与你相伴的，不仅仅是眼前事，

更有万古长空。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对阅读无用。阅读是长期积累

而至的习惯。没有什么书是必

读的，这件事不要执着。这件事

一旦执着，一本所谓的必读书可

以轻易地摧毁你对阅读的兴趣。

就阅读而言，志趣第一。那

你会对什么书产生由衷的兴趣

呢？这件事太容易判断了——

你在阅读中，心思沉潜于书中，

与它一起江河涌流，于是乎只觉

得其中大美无限，只恨光阴还不

够久长。

读不下去怎么办？不妨听

书。听觉阅读在今天这个时代

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意味着阅

读从一种需要筹划的决定变成

了一种随喜……

熊 浩

待疫情过后，增加自己到图书馆阅读的时间吧；把你在读书中学到的，向别人，去讲述。

少年的很多夜晚，我是手捧

《沙乡年鉴》度过的。在这本书

中，被誉为“新环境理论的创始

者”和“生态伦理之父”的奥尔

多·利奥波德，用美好的文笔描

写了他追逐动物足迹、阅读橡木

年轮、倾听大雁迁徙的故事……

起先我感兴趣的是书中自然生

态的奇妙变化；而后我发现，书

中温暖的文字背后藏着人和土

地伦理的思考，也描述了人地共

同体风雨飘摇的命运；再后来我

意识到，所有那些有关沙乡的故

事，虽然看似平淡，都直接推动

了新自然保护运动浪潮，带动了

一大批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

先行者。我用了几年搞明白这

些故事背后的秘密，也在这个过

程之中，把自然生态的研究工作

当成了事业和追求。

在研究过程之中，我有时候

能感觉到自己在和奥尔多·利奥

波 德 进 行 一 场 虚 拟 的 隔 空 对

话。在他所处的二十世纪初期，

世界的变化依然缓慢，人们对生

态系统管理的期待可以通过文

学化的描述来实现。然而今天，

伴随着全球化、气候变化等一系

列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急

剧变化，野生动物的命运已经被

裹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活

动中。所以从 13 年前开始博士

生涯到今天，我和我的团队在城

市和荒野之中布设了超过 1000

个野生动物调查站，用更现代化

的方法，解读了千千万万野生动

物面对城市化、栖息地退缩、气

候变化、人口迁徙等急剧变化时

的响应机理。扎实的科研工作，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阅读生命，

研究现在也预测未来，更可以为

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解决

方案。

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生命，都

在灾难面前更显脆弱，却又更加

可贵。在今天，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等灾难，我们感觉我们的工作

从未如此急迫。

王 放

“阅读生命”这四个字，读起来沉甸甸的、充满了厚重感。这四个字成为了我们在复旦大学的保
护生物学团队尝试完成的使命——在中国急剧变化的土地上，阅读不同生命的生存状况，尝试推动
人和野生动物的共存。

在武汉的一个黄昏，我们医

疗队的一名医生陪一名 87 岁的

重症病人去做检查的路上一起

欣赏了落日，这张“落日余晖”照

片感动万千国人。生命不只有

生死，生命的意义在于珍惜每一

天的日出和夕阳，在于享受每一

秒的自由呼吸。

武汉给了我很多感动。离开

后，当地医生告诉我两名挣扎在

生死线上的医生易凡和胡卫峰经

历了气管插管、体外膜肺氧合和

拔管，最终战胜了病魔。同事问

我，如果你也会这样，还会去武汉

吗？每条生命都值得去守护，值

得为之拼搏。我珍惜自己的生

命，但人生中还有比生命更为重

要的东西，那是使命，和责任。

刘子龙

生命的长河奔流向前，人们记住了悲壮的死亡，也记住了灿烂的生命，更多生命的挣扎与奋斗同样
需要被铭记。从医多年，虽然经历过很多生死，但我依旧惋惜每一个生命的消亡，也深知生命的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