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向阳是机场的平衡员，负责飞
机的载重平衡。工作中他是技术高
手，生活中却左支右绌。早年父亲意
外身亡，遗产被亲戚瓜分大半，碍于亲
情、工作和生活的多重缠绞，家族每个
人都活得小心翼翼又暗含刀光剑影。
年少时的心结无法纾解，葛向阳一遍
遍跌入梦中拯救自己，人生中那些无
法完成的遗憾，在梦中也有了答案
……《平衡》展现出滕肖澜独特的创作
观与人生观，世间为幻，活即是梦，梦
与现实并非对立的两端，而是创造性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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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那个人》是中国当代作家
王威廉围绕“人像”主题创作的一部随
笔集，其中收录了《我见过一个人》《沉
溺》《逃离书房》等作品。这部随笔集
不仅是一系列人像速写的集合，更是作
者对人性、社会和自我进行深入探索的
精神旅程。在这些随笔中，王威廉凭其
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情感触角，描绘
了数十位个性鲜明的人物画像，挖掘了
隐藏在其背后的故事与情感世界。此
外，书中还回顾了作者个人的阅读史与
成长历程，通过分享滋养其思想的文学
作品，展现了他对文字力量的信仰及其
对写作艺术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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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汉学著作聚焦“朱子学的原
乡”福建，以闽人的科举入仕之路与出
版活动为切入点，分析福建在中国近
世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地位，既是政治
史，又是社会文化史，视角新颖，考证
翔实。全书分两部，第一部探讨宋明
闽籍士大夫群体在士人社会中所处的
位置；第二部围绕《资治通鉴纲目》及
衍生历史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揭橥朱子
学对福建士人与出版者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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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介绍了20位欧美有代表性
的中世纪学家及他们所发现的中世纪
世界。在书中，作者解释了我们当前
的中世纪观念是怎样在 20世纪诞生
的。每一位中世纪学家所研究的具体
领域可能是中世纪世界的一块碎片，
但拼起来就是中世纪世界的全貌。研
究中世纪有助于解决现代人的诸多问
题。该书兼有史学和人物传记的双重
性质，知识性和趣味性都很强，引人入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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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属于“少年轻科普”丛书，是
面向7-12岁小读者的通识类科普读
物。中国画积淀着中国人对自然的观
察与理解。古画上的描绘与我们今天
的观察，有些对照得严丝合缝、有些则
有细节出入，一起翻开书本一探它们
背后的博物学知识。该书选择宋徽宗
《瑞鹤图》、朱耷《松鹤芝石图》等21幅
珍贵古画，娓娓道来，教授文学、历史、
自然科学等跨学科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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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印加的神树到风靡世界
的奎宁

古印加人很早就发现，生长于池塘边
的金鸡纳树的树皮可以治疗疟疾。弗朗西
斯科·皮萨罗于1532年率军征服印加帝国
后，西班牙逐渐在南美建立起殖民统治，大
批欧洲人移民到利马，其中就有药剂师萨
伦布里诺。1632年，他托人将一包金鸡纳
树皮粉带到了罗马，让罗马的药剂师尝试
用它来治疗疟疾，这是第一例有记录的用
南美树皮粉来治疗疟疾的案例。

从新大陆传到旧大陆后，金鸡纳树皮
粉救人无数，其中就有不少王公贵族，比如
英王查理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王太
子，甚至还包括康熙皇帝。1692年，康熙
身患疟疾，经太医医治无果，服用洪若翰等
来华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树皮粉才得痊
愈，金鸡纳霜由此被清廷奉为圣药。

这种神秘的树皮粉里，到底有什么东
西可以抗疟呢？

从18世纪中期开始，历经七十多年，
化学家和药剂师们终于分离出了金鸡纳树
皮中的抗疟活性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奎
宁。此后，奎宁取代金鸡纳树皮粉，成为治
疗疟疾的首选，更是在热带作战的军队之
刚需，有时甚至影响战争走向。

奎宁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疟疾两百多
年，于1909年被发现出现耐药性。人类需
要一种新的抗疟药物。

从故纸堆里的“青蒿一握”
到举世瞩目的青蒿素

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曾提
到青蒿治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
汁，尽服之。”此后的一些医书中，也有用青
蒿熬汤、制丸治疟的方子。但“青蒿一握”
重新出现在主流医书《本草纲目》之中，已
经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李时珍整理和
辨析医书典籍时，发现前人提到青蒿有青、
黄之分。谨慎起见，他同时列出了“青蒿”
与“黄花蒿”两个条目，也照录了葛洪“青蒿
一握”的方子，但并未对其进行验证。青蒿
仍然被埋没于故纸堆中。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疟疾肆虐，依赖
进口的奎宁陷入短缺，人们于是把希望寄
托在了传统中医药上，常山由此脱颖而出
——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昌绍的研究团队
分离出“常山碱”，发现其效果甚至优于奎
宁。而青蒿又一次错过了“出头”的良机。

1967年5月23日，一个代号为“523任
务”的秘密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了，其当务之
急是研发疟疾的新型疗法，以帮助越南军
民在战争中减少疟疾引起的非战斗减员。
1969年 1月，屠呦呦加入了“523任务”团
队，带领组员从中草药里筛选能治疗耐氯
喹恶性疟疾的新型药物。筛选了一百多个
中草药样品后仍然几无所获的屠呦呦，再
一次翻开《肘后备急方》时，忽然想到提取
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

溶剂的提取方法。就这样，被无数次错过
的青蒿素终于浮出水面。

2015年，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如今，青蒿素已经被广泛用于世
界疟疾高发地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与
其他药物）用于联合治疗，估计可将疟疾死
亡率总体降低20%以上，儿童死亡率降低
30%以上，对于全球卫生事业的贡献不可
估量。

其书其人：一半科学，一半文学
《双药记》讲述奎宁和青蒿素的故事，

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历史记录和文学想象相
结合的方式，带给读者一半科学、一半文学
的独特阅读体验。

对于有明确文献记录的，梁博士在忠
实还原的基础上，对具体的细节，如场景、
人物、对话做了文学加工。比如葛洪在广
州会晤刺史邓岳，1532年皮萨罗率领舰队
征服印加帝国，郑和病逝于七下西洋的途
中……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事件，但
葛洪与弟子的对话、皮萨罗和印加将军的
会面、郑和海葬的具体场景，都是梁博士用
合理的想象补足的。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写作形式，是因为
梁贵柏自己也是“一半科学、一半文学”。
他儿时起便爱好文学，但受当时“学好数理
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的影响，他选择
了去复旦大学化学系读书。入校后，这名
文学青年仍然流连于图书馆的文学名著，
直到有机合成课改变了一切，课上所讲的
美国化学家伍德沃德和多林的奎宁全合成
路线让他一下子着了迷。后来，“523 任
务”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一篇有关青蒿素的
署名论文的通讯作者周维善，来到课堂上
讲解青蒿素的人工合成。而碰巧的是，周
梁两家是邻居，“周家爸爸”看着梁贵柏从
小长大。

梁贵柏与双药的缘分还不止于此。在
他毕业那一年，多林教授来到复旦大学，梁
贵柏被老师指定用英文就自己的论文做个
报告。多林教授一句“很好，好好干，你是
有前途的”深深鼓励了青年梁贵柏，其亲笔
所写的推荐信更是帮他敲开了赴美深造的
大门。

1992年，梁贵柏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完
成博士后研究之后，梁贵柏于1994年加入
默沙东新药研究院药物化学部，任高级研
究员。他参与和领导了多个不同阶段的新
药研发项目，对西格列汀的研发作出过重
要贡献。

早年对文学的爱好让梁贵柏在科研之
余，走上了科普写作之路。他所著的“新药
的故事”系列三册入选科技部2023年全国
优秀科普作品，两次获得江苏省优秀科普
作品一等奖；他还与行业同仁李敬博士合
译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卡塔林·考里科的自传《突破：我的科学人
生》。用梁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完成《双药
记》也算是对一半科学、一半文学的自己有
了一个交代。”

《双药记》聚焦青蒿素和奎宁的发现史

新书推荐
疟疾，在我国民间俗称“打摆

子”，是一种古老又致命的流行病，
杀死了近一半曾经在这颗星球上
生活过的人。时至今日，每年还有
数亿人遭受疟疾之苦。疟疾的克
星——奎宁和青蒿素——拯救了
亿万患者的生命，体现了现代科学
的伟大成就，更让世界看到了传统
中医药的深厚底蕴。

新药研发科学家梁贵柏的新
作《双药记》，讲述的正是疟疾、奎
宁和青蒿素的故事。这本书融合
了历史和想象、科学和文学，展现
了东西方在抗疟斗争上的殊途同
归，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原创科普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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