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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高鸿相见很晚，也相识恨晚。

久闻高鸿大名，但读他的作品不多。与高鸿相

见于2021年，记得地点是陕西省作家协会附近的雍
村饭店。当时，由陕西省委宣传部指导、陕西省作家

协会组织编写荣获全国最美奋斗者的陕西籍《最美

奋斗者》，我负责撰写人民艺术家贠恩凤，高鸿负责

撰写大国工匠窦铁成。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领导讲

完话，贾平凹做了具体写作指导后就散会了。这就

是与高鸿的首次谋面。

一个月前，我应邀在汉城遗址参加路遥文学

读书会，第二次与高鸿见面，但当时心中纳闷，陕北

富县的高鸿和咸阳文联主席的高鸿是一个人吗？读

书会上，听了高鸿的成长经历，算是对高鸿的履历

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且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半个多月前，又一次应邀在汉城遗址参加路遥

文学读书会举办的高鸿作品分享会，第三次与高鸿

会面，虽读他的作品不多，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尚

未读过，但听了咸阳市作协原主席杨焕亭、咸阳楹

联协会原会长杨波海等人对高鸿作品的解读和评

介，才认识到他的作品在继承柳青、路遥等现实主

义作家的优秀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近来读了《归途》

的前半截深以为然。

因为过几天要主持陕西真元文学社大讲堂

第二讲———由高鸿讲座的《如何开始非虚构文学

创作》，就搜集了有关高鸿及其创作的简历，得知

他是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长篇小说委员会委员，

陕西文学院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签约作家，第

一届百优作家。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陕西工艺美术大师。现任咸阳市文联主席，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05年，高鸿开始在《延河》《长城》《清明》《青
年作家》《北京文学》《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刊物

上发表小说、非虚构文学作品，并入选各类选刊。已

出版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农民父亲》《血色高

原》《黑房子白房子》《青稞》《情系黄土地》《爱在拉

萨》《平凡之路》《归途》及中短篇小说集《二姐》《银

色百合》，散文集《遥望陕北》《走进西藏》《南泥湾》，

报告文学《艰难超越》《一代水圣李仪祉》《时代答

卷》《水无穷处》《浔商之子》等各类文学作品20余
部，800多万字。作品荣获吉林省新闻出版精品奖、
柳青文学奖、孙犁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

学奖、中国工业文学奖等荣誉，多次入选中国作协

及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同时了解到，迄今为止，作品丰富的他仅在

2007年召开过一次个人作品研讨会（前些天的《归
途》为分享会），研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

房子》，陈忠实、高建群、肖云儒、李星、李建军、李国平、

邢小利、仵埂、赵熙、程海、冯积岐、刘凤梅等著名作

家和评论家参加。

李星写的题为《对乡土中国现实和人生的生

动抒写———读高鸿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当代

小说》2009年第4期），认为这是一部“显示了作者生
活积累和非同一般的艺术修养、厚重而大气的优秀

作品，其生活内涵、文化内涵、艺术高度都不可小

觑。这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值得被

重视的关于陕北题材、农村题材，表现‘城乡交叉’

地带生活的重要作品”。

鉴于高鸿的低调和所在的咸阳在西安遮蔽下

有点“灯下黑”，我虽对他的了解有限，却产生了写

他的冲动，也是为他的即将举行的讲座摇旗呐喊，

于是就草成此文，希望文友们和文学爱好者都来分

享他的创作经验和心得体会，给大家带来写作知

识、生活快乐、心灵安宁和人生智慧。

2023.11.9于上林苑

姻王新民

初识高鸿记

姻刘文乐
《科学史讲义》由伯纳德·莱特曼主编。他是加

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科学史学会副主席，出版的著作有《不可知论的起

源》（1987年）《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2007
年）以及《语境中的维多利亚科学》（1997年）等。

这套书原标题为《科学史指南》（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于2016年4月由威利·布
莱克威尔出版社作为《威利·布莱克威尔世界史指

南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World
History）系列中的一本出版，2023年6月由陕西人民
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

《威利·布莱克威尔世界史指南》系列的特点

是由一名学者担任主编，邀请每本书所针对的领

域中学有专长的学者撰写，以便读者快速了解这

个领域的研究概貌和关键问题。本书也不例外，

全书共收录了40篇文章。主编伯纳德并没有采用
编年史的方法提供一幅“研究蓝图”，旨在探索重

新定义下的动态科学史，因此，在编排上跨越传

统的年代和地理边界，并从“科学实践”的角度出

发审视科学史，从而将本套书划分为“科学人物

与角色”“科学地点与空间”“科学传播与媒介”

“科学仪器与设备”四个主题。这样的写作方式降

低了传统通史论述的门槛，便于入门和理解，能

满足大量读者的需求，此外，每篇文章都短小精

悍，却又注重技术细节的刻画，并且在结语部分

进行反思、提出建议，有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积

极性和批判性反思能力。中文版把每部分各自作

为一册推出，使原本600多页的英文版变得轻松
便携，更适于普通读者阅读。四册书的副标题也

较原版略有调整，分别是《从天文学家到炼金术

士，那些进入科学宫殿的人》《天文台、博物馆、实

验室，科学实践的场所》《从古登堡神话到数字化

变革，科学的传播》《计时器、望远镜、光谱仪，促

进科学发展的工具》。

第一册包括12篇文章，其中第一章实际是后

面四个主题部分的序言，作者林恩·尼哈特引导科

学史学家们去探索过去的科学活动。基于这一研

究进路，本部书在介绍科学人物时，一方面致力于

对传统科学家进行了详略得当的探讨，提出了全

新的观点，例如，第二章对古代与中世纪饱学之士

进行了跨区域比较，突出环境和知识生产者之间

的交互性；后两章回溯了“科学人”这一身份演变过

程中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再阐释；另一方面又

努力探索科学中的新角色，比如研究那些传统上

视被动方为实验对象的人，其中既有未受关注的

“中间人”，也有被排斥在理论科学界之外的仪器制

造商、自然哲学家和科学插画师。

第二册主题是科学场所，收录了8篇文章，从
科学实践和科学物质文化角度出发，除宫廷、大学、

天文台这些传统的科学活动场所外，家庭、商业科

学、考古、采矿和观察野外动植物的户外工作场所

等更复杂的场所也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的诞生场

所，在本部书中以这些新地方为题材的章节占据

了半壁江山。

本套书十分重视科学传播在科学史中的重要

地位，第三册共分八章，具体讨论了科学传播与媒

介问题，并以时间为主线，介绍了传播媒介由手稿

到普及教科书的演变过程，传播方式由书信、电话

转向网络世界的变化，科普工作的形式借助科技发

展越来越丰富等现象……所有的细节刻画都突出

了科学史的“流动视野”。

和第二册一样，第四书也从“物质性”入手，以

10篇文章介绍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博物学等方面
的10个科学工具，即计时工具、度量衡和计算设备、
标本和记录设备、显微镜和望远镜、光学镜类和示

意图类以及三维模型等，其中技术细节的描绘占了

很大的比例。

我们可观察到这套书在内容上有两个很明显

的主题：一方面，史学家在看待科学时要重视科学

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实践”“物质”，而不是从抽象理

论入手；另一方面，史学家要在多方面了解科学知

识体系和科学进展格局的基础上，建立一定的自主

知识体系，不拘泥于成为科学发展的阐述者，而是

深入科学发展的时代背景追根溯源。此外，这套书

与科学史研究的新风向———“历史知识论”相吻合，

写作体例上加大了博物学、技术人员、仪器、业余科

学等篇幅的占比，提升了技术的地位，突破了“物理

学帝国”和以客观性为标准的知识等级。

在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以科学技术知识为

支撑，后者越来越多地渗入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

方面。因此，人们很容易在身边找到把科学与日常

生活紧密关联从而营造出的科学文化。这样一方

面可以将科学知识从实验室中释放出来，让人们更

加真切地反思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复杂性和物质

性，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察觉到无法摆脱的工业化、

信息化、抽象化等文化困境。这套书在叙事上结合

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现状，强调“实践转向”“物质

转向”，从“具体”的实践和物质细节去突破抽象的

文化概括。也就是说，作者检讨了自毕达哥拉斯、

柏拉图以来一批最早的科学思想家尊崇完美的理

念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出真理和意见，认为真

理绝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正确的认知只存在于形

式中等轻视实践重视抽象理论的倾向。

康德主张的“主客二分知识论”曾是科学史上

主要的认识论工具，表现为科学知识来源的单一

性、割裂性。当前科技史学家则主张既不强调抽象

理论，也不突出认识主体的先验能力，更不致力于

构建历史上的研究范式，而是在哲学上表现为反

思和批判日常生活，在科学史上表现为重新思考

科学知识的形成和传播机制，一改理论至上的风

气，强调科学知识的物质性、实践性和时代性，这就

大大扩展了科学史的研究领域。

如在《科学史讲义》这四册书中，除了职业科

学家外，科学插画师、炼金术士也作为科学人物被

刻画；采矿、动植物考察等户外工作场所和家庭也

与大学和实验室等同样被重视；在科学传播方面，

期刊史、教科书史和通信网络演变史的研究也被

视为科学史的重要环节；被通史一笔带过的显微

镜、标本等科学工具也摆脱了“客体”身份，成为一

个独立的科学史主题。这种知识转向是人们对科

学技术全方面入侵生活的积极适应，也是人们试

图突破科技加强的文化控制所作的努力，更是科

学史学家竭力更全面把握知识模式的成果。

笔者认为，历史研究不可以拘泥于宏大叙事，

知识与实践密切相关，抽象理论背后的具体研究

同样有意义，这种新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我们把握

知识机制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作的，从而切切

实实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也有助于调

动大多数人去反思现实生活、独立思考。

这套书十分新颖地基于西方现代科学与社会

的发展综述，并提出了诸多新的研究课题，但其启

发并不会局限于西方科技史研究领域。在全球化

愈发显著的今天，书中所提到的“知识转向”对中国

科技史研究也将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书中未尽

的问题无疑也将激发我们对科技与中国社会互动

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硕士

研究生）

以实践知识为导向的新科学史
———写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科学史讲义》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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