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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个人基因组计划”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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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埃斯特普的重磅新书。
本书提出关系心智长寿的
重要基因：APOE与APP，这
是保持大脑活力、远离神经
退行性疾病的关键。我们不
能改变基因，但可以改变基
因的表达：环境＋基因＝性
状。本书还收录了长寿达人
健康饮食建议，汇集近百篇

心智长寿食谱，帮助读者通
过饮食调理基因，延长大脑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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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科
学

科学家曾经发现，对于人
类而言，创造丢失或功能损害
的组织和器官的“再生医学技
术”充满发展前景。在一众再
生医学技术研究中，“机械驱
动疗法（mechanically-driven?
therapies）”备受瞩目。来自哈
佛大学Wyss生物启发工程研
究所的工程师和生物医学专
家强强联手，共同致力于将工
程学和机械力学应用于骨骼
肌再生医学，并成功证明机械
驱动疗法能够通过直接的物
理刺激促进骨骼肌再生，有望

增强或者替代药物治疗。在未
来，或许无需走药物或者细胞
治疗线路，仅依靠机械治疗就
能促进骨骼肌修复。另一方
面，关于“再生”还有其他令人
欣喜的进展和突破。据报道，
研究人员已经建立了一个能
使再生动物长回断尾或修复
受损组织的基因列表，他们发
现对这些生物再生很重要的
基因在人类中也存在。换句话
说，或许有一天，人类能够找
回强大的再生能力，即使“再
受伤”也能“满血复活”。

“再生医学科技”：机械驱动疗法

“生命科学”是系统地阐
述与自然生命特性有关的重
大课题的科学，对于人类而言
充满了“神秘”气息。20 世纪
50年代，遗传物质DNA双螺
旋结构的发现，开创了从分子
水平研究生命活动的新纪元。
这些年来，这项学术研究一直
在不断地进步和飞越，目的就
是了解生命的构造和延续。在
2016 年，有一项针对“衰老”
的研究被业内称为“里程碑”，
Mayo临床医学院癌症生物学
家的新研究表明，刺激所谓衰

老细胞自我毁灭来延缓动物
衰老，或能延长动物的寿命。这
项研究在针对衰老细胞研究上
进了一大步，如果能找到用小
分子或者抗体的方法杀死老化
细胞，就可以迈入临床试验阶
段。通过消除老化细胞，可以改
善生物体的记忆力、肌肉力量、
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试想一
下，如果“破坏衰老细胞”在人
体是可行的，那样就能通过去
除这些老化细胞来预防与年
龄相关的疾病。

（均据广州日报）

“生命科学”：
刺激“衰老细胞”能延长寿命

田园再美田园再美，，载不动许多愁载不动许多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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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进村》是著名作家刘心武
自己编选的首部散文精品集，全书
收录了作者 30多年来写作的散文
随笔精华作品。经历过时代的沧桑
巨变，作家用动情的语言讲述了人
生历程中许多特别的经历以及听闻
的故事，字里行间饱含温情，又有淡
淡的忧伤和感喟。

书中很大一部分作品创作于作
者的温榆斋。刘心武于1999年在北
京城郊村子里辟了一个书房，取名
温榆斋。他常去那里，一住十天半
月，写作之余，会到村东小河一带散
步、画水彩写生。刘心武说：温榆斋
所在的村子，离城不算很远，难能可
贵的是，虽然也搞了房地产开发，耕
地面积大减，但毕竟还保留着一些

农田。显然，作者是想在城郊寻一处
田园，暂离城市的喧嚣，让心灵在大
自然中得到栖息修葺。正如顾城所
言：“中国人只创造了两个理想，一
个是山中的桃花源，一个是墙里的
大观园。”

这本书为何叫“刺猬进村”呢？
因为书中有一篇名为“刺猬进村”的
散文。《刺猬进村》写的是村民与刺
猬的故事。作者的村友三儿说，刺猬
三季基本上生活在田野里，冬初，会
在某个月黑夜，成群成队地进村。刺
猬不能像八哥那样学人说话，却专
会模仿老头咳嗽。古时候有个青年，
他爹病了，咳嗽得厉害，他妈让他去
买药，他揣着银子出去，就有坏小
子勾引他去赌博，可是在赌博的地
方，总听见老人咳嗽，他就坐不住，
去买药了。所以，在他们那一带，刺
猬又有个“孝子催”的绰号。这有点
瞎话的味道，真真假假之间，是作
者对古朴人情的怀想，亦有对下一
辈人的唠叨。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
百年。几年前，他赴一次饭局，席间
一位正大红大紫的人士听到有人提
到一位老同行时，绝无恶意地、很自

然地说：“他还写个什么呀，别写啦，
别写啦！”刘心武写道：当时我虽面
不改色，心中着实一痛，真有“兔死
狐悲”的感觉。那位被如日中天的
成功者敕令“别写啦”的老同行，当
然有继续写作的天赋权力，写不出
巨著无妨写小品，写不出畅销的，
写自得其乐的零碎文字也不错。虽
说刘心武写的是别人，又何尝不是
自勉呢。

本书没有什么宏大的故事，但
有我们并不知道的生命的暖意、生
存的空间、底层的悲欢。不过，田园，
只是城里人的他乡；过去乡土社会
的温情，恐怕亦大多是当下之想象。
田园再纯美，过去再简单率真，也载
不动如今的许多愁。更何况“青山遮
不住，毕竟东流去”，有些看不惯，恐
怕已流于多管闲事。一位妙龄少女
因事去拜访他，少女涂着淡蓝眼影、

灰晶唇膏的面容，
让他倍感别扭。临
别时，她问到刘心
武的健康，刘忍不
住借题发挥说：“生理上
没大问题，心理上问题多
多。也许是我老了吧，比
如说，像你这样的打扮，是为
了俏，还是为了‘酷’？总欣赏
不来。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时尚。可
你为什么就非得让时尚裹挟着走
呢？”少女的回答颇有些诗意：“时尚
是风。无论迎风还是逆风，人总免不
了在风中生活。”刘心武幽默地写
道：少女告辞而去，剩下我独自倚在
沙发上出神。本想“三娘教子”，没想
到却成了“子教三娘”。 （夏学杰）

基因是难抗拒的命中注定基因是难抗拒的命中注定
黑科技只是一个美丽谎言黑科技只是一个美丽谎言

2016年最热门的科技话题，除了DNA修复、表观遗传
学、生物再生科技、蛋白质错误折叠、人类大脑工程等，还
有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关心和关注的范畴，包括运动
机能研究与抗衰老机制、健康饮食与肥胖问题
等。不少乍一看似乎都是老生常谈的话
题，却实实在在地成为关注度极高
的词汇和研究领域，而其中最
令大众感兴趣的热门，非
基因科学与黑科技
莫属。

基因领域：
“管好嘴，迈开腿”为何还是胖？

“黑技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都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创造灵感”。

一种名为“BIM”的黑科技，堪称是“用于新兴
建筑产业的一种革命性技术”，它能创造“6
天一层楼，82天一整栋大楼”的工程界奇迹。

如果你是怕热的人，斯坦福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专家发明了一种“会制冷的衣
服”，特殊的纳米材料能够透热，不吸收红外
线也不透光，能够将红外线的热散出去，让人
体温度低2摄氏度；如果你是一个“柔弱的单
身狗”，内置传感器的“Travelmate”行李箱就
是你的“跟屁虫男朋友”，在与主人的智能手
机连接后，它便能够检测位置信号，从而实现
自动跟随，红外线传感器还可以用来定位和
躲避各种障碍物；如果你是一个“想吃就吃”
的胖子，“AspireAssist”的减肥仪可以协助你
放开肚皮胡吃海喝，它利用小型“胃泵机”技
术，帮助人们将胃中未消化的食物抽出体外。

一张廉价的诊断试纸、一个能屈能伸的
智能水杯、一部能够模仿人类抽象思维的视
读电脑、一种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算法库
……科技的发展讲究厚积薄发，黑科技并非
只是“脑洞大开”的产物，那些突破性的技术，
终有一天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

2016年在以严谨著称的“科技界”，
多了一个让人轻松热闹的名词——黑
科技。所谓“黑科技”，是在日本轻小说

《全金属狂潮》中登场的术语，原意指
非人类自力研发，凌驾于人类现有科
技之上的知识，引申为以人类现有的
世界观无法理解的猎奇物，也有指现
实中某些超乎寻常厉害的事或物。

进入互联网时代，提到黑科技，一
定少不了各种无所不能的互联网技
术。比如有一种名为“sensei”的黑科
技，能在几分钟内调好一个表情，可以
满足所有爱自拍姑娘们的虚荣心。

如果你并不满足这种停留在“2D”
基础上的黑科技，那么可以很负责地
告诉你，在未来“眼见”不再“为实”，除
了画面之外，连同声音和影响都可以
随意“更改”和“创造”。“Project·VO⁃

CO”技术能够模仿你说
话，几乎接近于完美模仿
原发音者。而“Face2Face”的
技术可以实时捕捉使用者的表
情，然后替换已有视频中人物的
表情，实现实时面部重演。

当然，被提及最多以及最常在影
视作品中看见的“黑科技”，是科技感
十足的“3D全息投影技术”，无需佩戴
任何视觉装备就可以让真实的三维图
像再现。美国麻省理工研究的名为“空
气投影和交互技术”的黑科技，可以在
气流形成的墙上投影出具有交互功能
的图像，看上去就像“海市蜃楼”那样
神奇。关于这种“似幻似真”的技术，有
一种说法是，谁最先使用它，谁就最先
走入未来的先进技术行列，因为它会
爆发出新时代的变革之力。

黑科技：看上去似幻似真

基因能够决定的事，除了人们最
关心的“胖瘦”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
寿命——美国加州 Scripps 转化科学
院心脏病学专家通过对 686位“老寿
星”基因的研究发现，作为一个群体，

“老寿星”的阿尔兹海默症和冠状动脉
疾病的遗传风险比对照组低，但糖尿
病和癌症的风险相似。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还发现了 10名老寿星志愿者携
带了罕见的基因突变“COL25A1”，该
基因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大脑斑块
有关，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少数老
年人不会患老年性痴呆的关键原因。

此 外 ，如 果 少 了 一 个 名 为
“Hsd11b2”的基因，会让你特别爱吃咸，
并随之出现高血压症状；睡眠不好，所
以心情不好？那是因为负责调节生物钟
和情绪变化“PERIOD3(PER3)基因”发
生了突变；当“FOXC1基因”缺失时，从
干细胞长出来毛发的时间间隔明显更
短，你的“秃头危机”会明显增大。

关于基因，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是
“上班族”最为关心的——基因组中微
妙的变化都可能决定你将来的工作成
就、收入以及个性等。总的来说，那些具
有较高“多基因”得分的人会比“多基因”
分数较低的人更容易成功。那么，既然已
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人生还需要继续
努力吗？研究人员表示，方法还是有的，
就是要在年轻时就多努力。（黄岚）

那些基因
能够决定的事

“黑科技”
改变生活

对于
“基因”二

字，人们既
熟悉又陌生。基

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
DNA片段，然而基因支持

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所
能决定的事情不只是我们常说的“双眼皮
还是单眼皮”那么简单。譬如说，同卵双胞
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一样，从眼睛颜色到
最喜欢的食物，但为什么双胞胎的其中一
个非常重而另一个却可以很瘦，这也是基
因在“作祟”。

过去曾有不少研究表明，某些基因在
体重管理中会起作用，例如激活脂肪细胞
或在下丘脑、脑区触发饥饿。2010 年，有

80%的萨摩亚男性和91%的萨摩亚女性超
重或肥胖。原因是什么呢？基因。“CREBRF
基因”的一种变异增加了萨摩亚人的肥胖
风险，包括身体质量指数、体脂比和空腹血
糖水平升高等与肥胖相关的变异。布朗大
学的研究者预测，这种变异有着“节约”的
特点：增加脂肪储存，减少能量消耗。这很
容易令人联想到“适者生存”法则，这或许
是萨摩亚人在那个食物稀缺的时代“积攒”
下来的“习惯”，然而“习惯”竟在时间的磨
砺下让基因产生变异，这不禁令人想起在
即将过去的 2016年里很火的一个词——
表观遗传学。

完全没有遗传基础但却有很强的肥胖
表型？对于那些“喝水也会胖”的女士而
言，类似的“表观遗传效应”令她们相当无

奈，在环境中所引发的因
素，表观遗传修饰可以通过上一
代传给下一代。举个简单的例子，在
饥荒中怀孕的母亲会生下容易肥胖的孩
子，这意味着母亲的饮食对孩子的新陈代
谢有着持久的影响。瑞典 Lund大学糖
尿病中心遗传流行病学专家表
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 触 发 肥 胖 的 分 子 开
关，如果能确定那是
什么，才会有干
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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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此以后——童
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

作者：（美）艾伦·B·知
念?著 刘幼怡/译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推荐：童话故事的结尾
总是如此：“从此以后，他们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
而，王子和公主不会永葆青
春，当王子和公主白发苍苍，
生活又将怎样？美国荣格派
精神分析学家艾伦·B·知念
从四千多篇世界民间故事中
精选出十五个具有代表性的
老人童话故事，描绘了大多
数普通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其

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揭示了
每个人在后半生必须完成的
心理发展任务。

《从此以后》

《刺猬进村》
刘心武/著
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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