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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把电视节目变成书，是我从来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件事，除非那是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或者肯
尼斯·克拉克的“文明”。
所以当电视台把我做过的节目转录成文字之后，我是绝对不能承认那是我的“作品”的，就连翻都不
敢翻。
每遇读者拿着那些所谓的书跑来找我签名，我都得硬着头皮解释半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莫非我一个做电视的人也要看不起电视？
以为书本必然要比荧屏高级？
曾经去过一个学术机构向公众演讲。
负责主持那次活动的，是一位年轻学者，他一见我就开始说：“没想到你居然要讲文学。
还好，最初我还以为你会谈电视呢。
”然后同一番话他重复了大概三四回，最后一次是在台上，他对听众宣布：“大家可能都看过粱先生
的节目，今天大概也是为了他这个电视主持人的身份而来。
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为今天他竟然不谈电视，选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文学课题。
”但是为什么他会以为我要“谈电视”呢？
难道一个做电视节目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就都要把电视这一行当作谈资？
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只是没说出口而已。
我有一个同行。
或许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
每回见面我们都不“谈电视”，因为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
他写书法、藏旧纸，喜欢把玩烟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为了了解传统匠人手作功夫之不易，他甚
至花了许多时间学钉木桶，他总是能吓人一跳；知道我学南传佛教，他便从书架中取出一册泰国高僧
阿姜查的著作，看书背印章，这还是在香港一家连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书店购得。
有一回。
这位朋友参加一场在北大举办的“南音”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和商人（准确地说，是“有志推动南音
文化的商人”）毫不客气，尽拿他开玩笑，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资格讲南音，这门高古艺术如何不
衰的意思。
偏偏他真懂，随即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阙老曲的结构妙处。
于是底下青年学子欢声雷动。
戏弄他的专家则一睑阴云。
又有些时候，我坐在飞机上，旁座可以不动声色地拿起相机凑近猛拍，不必解释，也不用先请问些什
么，仿佛我是景版。
我在街上和人说话，对面走过来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声音模仿我刚刚说出口的一句话。
然后“嘿嘿”一笑扬长而去。
为什么？
当然因为我是个做电视的，我是个人人可戏的戏子。
坦承我们做电视的人恍如戏子，我没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厌恶电视，说不出的厌恶。
我一向不喜欢翻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更不喜欢看见自己做的节目。
每次碰巧打开电视看到自己，我都马上转台或者干脆关机。
我不晓得其他同行会怎么样，起码我以为一个人老照镜子是有病的。
我讨厌电视，讨厌自己千的这一行，倒不是因为它“低俗”，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一行有多么容易沦为
演戏。
演戏自然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我们常常假装自己不是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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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主播（特别是台湾的新闻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条新闻与下一条新闻的时候，使用“让我们来关
心一下”这句话，似乎他真的很关心利比亚内战的最新进展与华东水灾的失所灾民。
节目主持人老是对着镜头向坐在家里的观众打招呼：“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我看来。
单单这一句话就已经说了两个谎：一、那些观众你根本不认识，他们又怎么会是你的朋友？
二、他们连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么说得上是“亲爱的”呢？
最坏最坏的，就是像我这种所谓的“评论员”，说起话来好像头头是道什么都懂，久而久之甚至成了
“意见领袖”、“舆论代表”。
实际上，我们更像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嘲讽的“快餐思想家”，在一个以争夺眼球和收视
率为重的产业里。
用熟练的电视语汇操演代替了严谨缜密的理性推论。
将一己意见包装成言论市场上流行商品般的“知识”。
如果有人认同你的某些意见，那不一定是这些意见多有道理。
反而往往只是因为他们认识你罢了。
想要别人认识你，那就得不时在好些热点话题上发表一下所谓的“酷评”；正如“酷”这个字所指示
的，该些评论的重点不在它们的道理和洞见，而在于它们能不能让你这个评论者酷起来（在我刚刚开
始做读书节目的时候，曾有前辈劝我发明一两句“我梁文道说好的书，你不能不看”这类金旬台词，
以及在镜头前抛掷或撕毁坏书的指定动作，他认为“这样才酷，才有争议性，才有人看你”）。
有时候只是为了酷，便不妨说一些貌似带刺勇不可当，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存在风险的话。
大家合谋伪装出一套看起来有交锋、有辩论的假公共领域。
我在电视这一行做了十几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和这种结构上的演戏倾向纠缠搏斗。
我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内容被转成文字记录，也许只是因为我害怕，害怕十几
年下来才忽然发现，我到底是个戏子。
于是我特别羡慕李蕾。
虽然她对这种演戏的潜在结构的认识可能比我还深，但她对这一行的信念也好像比我坚定，最起码她
认真。
由于认真，所以我见过她为了组织话题和寻找嘉宾而反复思量。
也曾不止一次见过她的沮丧、苦恼和无奈。
我害怕自己是个戏子，她则以行动对待那股不断要把我们变成戏子的巨大力量。
换句话说，她也许会艳羡我所拥有的相对自由，可我却佩服她的始终不屈和自觉（这让我想起有人称
她为“美女主持”，一个多么泛滥轻浮、因而也掩盖了太多背后真实的称呼呀。
“美女主持”。
不啻是另一种结构替我们这一行安排好的角色）。
如果“风言锋语”要变成书，而且有价值这么做的话，那大概就是因为它能让我们静下来，在抹去一
切光影和消除一切声音之后，于字里行间缓缓读出一个电视人拒绝当戏子的抗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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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套《风言锋语》丛书既有对文化的独到见解、对感情的深透通析，也有对热点政策的文化品评、对
新鲜科技的伦理讨论。

《基因凶猛》是其中一本，书中不仅有生物、有科技、有科幻，有更有科学家现身说法，与大学生一
起追问“科技到底是‘噩梦’还是‘美梦’”
的哲学命题。

 《基因凶猛》的作者是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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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戏子人人可戏
科学的困扰
被妖魔化的理科生  
中国人对科技没有平常心
最初科学精神就是“吃饱了撑的”  
科学家在做普通人很不理解的事
科学精神越来越像一个修辞手段  
为什么科学没有成为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自然灾害是不是与科技活动有关  
科技带来的问题，科技能否解决
你打算接受它的好，就要承受它的坏  
好的归科技，坏的归魔鬼，魔鬼归谁
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就慢一点
基因凶猛
千细胞制造精子的科学狂想  
科学家不承担技术带来的伦理责任
基因可以像零件一样自由组装  
孩子，你是我精心设计的礼物
可怕的基因歧视  
技术成熟之前，要把它关在实验室里
科技不是更完美的未来
我爱上了机器人
人一直喜欢复制自己  
阿西奠夫的粉丝  
机器人三定律
对机器人女友的感情  
人和机器人的终极关系
不要和外星人说话
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四年之后才听到“你好吗”  
宇宙间的漂流瓶  我看见了UFO
外星文明在保持沉默  我们都是外星人  
地球人在太空中安全吗
好奇害死猫  
500天飞往火星
2012又被霍金预言了一次
人类面临消失的命运
超级细菌是怎么想的
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
跟随霍金进入宇宙
感情是抵御末世情结的一种方法
移居外星球靠的不是蛮力是大脑
200年后人类怎样生活
谁会变成阿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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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只剩下了一个人
科学也在不断进步
幻想是最时髦的科学
《阿凡达》的科学背景
机器人引发的心里危机
充满好奇心的人都是科学家
李蕾是个“小绿人”
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生长
专家是怎样买菜的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量没到，效果就不会有
化合物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别被自己吓到了
吃饱了，开始有标准了
还未发现转基因食物对人有危害
《寂静的春天》教育了我们
恐惧是吸引受众的一个好办法
一根葱也是国际关系
加碘盐少点烦
碘盐该不该“一刀切”
最危险的是小道消息
科学请往前站
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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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李蕾：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
如果列出这个学校历史上的那些名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
这个学校是以理工类专业见长的。
理科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美女分成了不一样的阵营：一派说。
嫁人要嫁理工科的学生，因为他们非常地无趣，所以他们专一，不花心；也有人说，嫁人不要嫁理科
生，因为他们无趣，所以不懂得什么叫浪漫。
永远不会配合你的情调。
那么，作为一所以理工类专业为主的学校，交大的学生对于理科生有着什么样的定义，理科生的特点
又是什么呢？
学生A：我是一个工科的学生，我们班里男生很多，我接触的理工科男生也很多。
我觉得，其实现在理工科的男生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枯燥、乏味。
他们也有很多可爱或者是浪漫的地方。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几天，在交大阂行校区就有一个很轰动的演出，叫做《交大这点事》。
那是学生自己编排的，用相声的形式为大家讲述了交大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演出老少咸宜，去了很多人。
学生B：我觉得理科生的头衔只是针对他们所学的学科内容而来的，其实他们是严谨而不乏活泼、求
实却又生活得丰富多彩的一个群体。
看一下交大的交响乐团，就是非常令人自豪的一个团体，交大的合唱团也是非常不错的。
合唱团和交响乐团的主要成员构成便是理科生，这就证明了他们的生活确实是丰富多彩的。
学生C：读本科的时候，班上有男生追求女孩子，他用了整整两个星期，每天一封情书、一枝玫瑰花
。
所以我觉得，说理科男生很沉闷是一个不对的说法。
有一些男生在女生楼下弹吉他。
弹给他喜欢的女孩子听。
李蕾：好像是很浪漫。
但我听说理科生都不怎么会写情书，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情书软件”，只要上去点一下，一万封情
书都自己出来了⋯⋯学生D：主持人说理科生不会写情书，这一点我不是很赞同。
我自己是工科学生，但是我确实很喜欢文学作品，很喜欢诗歌。
我觉得“理科生”是一个标签，在这个标签之下有形形色色的人，各自有各自的兴趣、爱好。
我喜欢打球。
他喜欢游泳，我们都有自己的兴趣，比如一些科学家也喜欢音乐、喜欢文学。
多李蕾：谢谢同学们给出的这些答案。
其实社会上对理科生是有一些误解的。
贴了很多的标签。
就拿我们今天的主题词“科学”来说，标签就特别多。
我小时候写作文，老师就说，最崇高的理想一定是要当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如果我写我想当一个卖
冰棍的小贩，或者当一个工人，都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科学家怎么距离我这么遥远？
今天到场的两位都是科学家，这让我第一次发现科学家也是很容易接近的。
江晓原：一部分科学家很容易接近。
我就属于能接近，并且容易接近的。
虽然我现在混迹在文科了，但从理论上说，我仍然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
刚才说的理科生的事情，我想有点补充：第一，刚才基本上都在说理科男生。
而忽略了那些理科的女生；第二，我们经常把理工科放在一起，结果刚才就有同学申明自己是学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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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实从气质上说，理科和文科的距离还不如理科和工科的那么大。
李蕾：会吗？
江晓原：对，理科和工科的距离非常大，理科和文科其实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另外我觉得，确实人们总是在那里妖魔化理科生，把他们说成是无趣的、乏味的。
你刚才还向同学们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你让女生认为理科的男生不容易花心。
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统计调查的数据证明，文科的学生比理科更花心。
所以理科生也一样有可能花心。
李淼：我同意江老师的观点。
我是七八级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二届高考生，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
我发现，实际上理科包括物理系，甚至我们天体物理专业，抢走了很多中文系、英语系、国际关系系
的女孩。
当然那时候我太小——我16岁上的大学，我当时不可能花心。
江晓原：我可以证明李老师没有美化理科生。
因为我也是理科生，我是七七级学天体物理的，事实是我娶了一个学中文的太太。
李蕾：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1893年，“科学”这个词被引入中国，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江晓原：这个题目说起来就比较大了。
我们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说。
在物质层面很容易理解，那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现代生活的便利，越往后看越明显；另一方面，
现在很多人喜欢谈科学精神，他们认为科学进入中国以后，也带来了一种精神。
当我们平常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科学这个词当作形容词来用，总是用它来形容正面的事情。
比方说某件事情有道理，我们就说它有科学精神；某件事情比较合理，我们就说它设计得很科学⋯⋯
这样一个词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时候，它本身就意味着科学进入公众心目中之后，已经有了一
种形象、一种地位。
李蕾：那“科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呢？
江晓原：寻根究底的话，“科学”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
日本人用一些汉字来翻译西方的东西，然后再被我们学过来，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词都是这样的。
李蕾：您这么跟我讲的时候。
我在心里面就想，他说得多科学啊；同时另一个声音在说，他说得多无趣、多枯燥啊。
这是不是科学另外一方面的特征？
我们会认为科学都是很无趣的，包括科学家这些人，都是离我们很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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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终于弄明白，住在我身体里的这个家伙，它是个梦想家。
它异常劳碌，不会停下来，并且永远指向未来。
存放这家伙的躯壳叫做“李蕾”，目前是一个电视人。
在一本书里，我这样写下第一句话：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我叫李蕾。
书出版于上海，那时我还在西安，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市，暮色降临之际，成群结队的蝙蝠在古老的钟
鼓楼上空盘旋。
而我最想千的事情有两件：写字为生，以及在城墙上尖叫，真的叫过，只是很小声。
到了2008年，我来上海，做了这档名叫《风言锋语》的电视节目，转眼三年。
我的问题是，我一直在做自己并不擅长的事，并且认真。
年轻时我曾经写过很多凶猛的句子，比如：“见人是无底的黑洞。
我知道你一直在看这些字，我并不想见到你，写的人和读的人，永不相见才是成全。
”而现实的状况是，只要你肯在某个时间打开某个电视频道，就能看见我。
这张脸代表我每天到处去提问、谋生，差不多也有十年之久。
我怎么能算是个会说话的人呢？
从小到大，只要遇见什么事儿，需要我去跟人讲一句话。
讲一句这事儿就成了，一句话而已，又不会死！
可是我真心在那里纠结，想着宁肯死了算了。
在我看来，说话往往是比吃饭、睡觉还要命的。
更要命的是，这个艰难的事情现在是我的职业。
我得靠说话吃饭。
我知道自己笨拙，但没有人相信我笨。
我只好缓慢而小心地练习。
一遍又一遍。
刚开始我不知道该问人家什么，后来不知道怎样问人家才肯说，再后来又不知道怎样问人家才肯听？
我会睡不着、头痛，或者便秘。
我最恨采访，甚至想为什么不是人家来提问我？
坐在椅子上，等别人来提问，实在是更容易一些。
可我还是笨拙、日复一日地完成了这些谈话节目，在可见的未来岁月，我还会继续这样千下去。
某次和年轻的大学生聊天，有人问我：什么是好问题？
我回答了他：朴素、好奇、说入话。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
其实我也并不清楚什么才是好问题，可是我清楚什么是坏问题。
那些坏问题都是简单易得的。
例如苏菲·玛索被问过很多次：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个？
李泽厚被问过你是研究什么的？
某记者去提问葛优。
精心准备了一个长达500字的问题，葛优只回答了一句话：我觉得你说得有点意思。
你知道，上天是不会厚待任何人的。
如果你想要成功，就要忍耐成功的代价；如果你想要看到奇迹，就要明白奇迹不会轻而易举地在道路
上出现；如果你想要一盘好棋，首先要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
假装聪明是没有用的，沿着刀锋边缘朝上走，恐怕才是最好的选择。
我会的都是笨办法。
我曾经问过很多烂问题，如果都列出来，要有一本书那么厚了。
我哭过两次，写了一些检查，沮丧过无数回。
但最终我还是一心一意喜欢那些“有想法的人”，为了和这些有想法的人相遇，我像一杯水自己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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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像一粒米自己吃掉自己。
十几岁的时候。
我在课堂上看《射雕英雄传》，外面包一本《代数》的封皮。
老师走到我身边敲桌子，敲得笃笃响。
我还叫他不要烦。
因为正看到梅超风要杀郭靖。
班里有个剃着小平头的男同学说：如果能见金庸一面，死了也值得。
那时候年轻，似乎随时可以死去，也并不知道未来有什么要来。
好多年后，我真的采访了金庸，在华山北峰，海拔16147米的地方，和80岁的金庸说起小龙女和杨过，
大团云海呼啦啦升起来。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剃着小平头的男生。
他曾经跟我借过5块钱，买地摊上的拳谱，想逃跑去少林寺当功夫和尚。
我一直喜欢听他唱歌。
有一种无知无畏的勇敢。
15岁的时候，他在舞厅里和人打架，给人打死了。
很多天以后，舞厅的地板上还有两条干涸的血迹，是拖他出去的瞬间留下的。
生命这样脆弱，常常甩出几个响亮的耳光，让梦想家醒过来。
而梦想不是不能获得，但需要好运气和足够彪悍的坚强。
那点坚强，就是人年复一年地活下去，总有一点儿闪光的东西，能够留下来。
我委实有好运气。
拥有这样一个职业，能够遇见留下来的那点东西。
那些有想法的人，研究了几十年别人，探索了几十年自己，只要聊聊天，就给我看了他的好东西，真
是给我占了天大的便宜。
节目播出之后，有收视率，我知道那些人也是我的同类，是来看那些有想法的人，那些想法可能是我
一辈子也想不出的，也可能恰好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散发出了与我极其相投的气味，都让人快活得简直
要眼睛贼亮。
而终于到这一天。
我的这些快活还能够变成书出版。
我竟然疑惑起这便宜还有多么大可以占领。
这并不是我的书，也不是我的节目，我更愿意把它看作记录，记录着在这个时代，我曾遇见过他们，
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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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叫做“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也就是说一个科学技术带来一个坏的结果的时
候，我们立刻说，那是因为使用不当，是坏人在利用它。
　　——江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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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因凶猛》：继2009年单行本发行之后，2011年上海书展期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谈话类节目《
风言锋语》联合上海文化出版社，再度推出系列丛书四本——《城市野心》、《剩女无敌》、《谁被
收藏》、《基因凶猛》。
丛书网罗了栏目自创办三年来的经典话题，汇集了两岸三地的知名文化学者和媒体人，精选了电视节
目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和观点。
科学的困扰／基因凶猛／我爱上了机器人／不要和外星人说话／假如地球毁灭／谁会变成阿凡达／针
灸，是文化还是科学／专家是怎样买菜的／加碘盐少点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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