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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自恋的时代，不但成年人普遍
自我感觉良好，热衷于像明星那样通过社交
网络发布自己的动态，大玩自拍，还透过一
种新型的养育子女文化，让自恋习气传递给
了孩子。没错，你所见过、接触过的熊孩子，
都是养育出来的自恋儿童！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心理系教授简·M.腾
格和乔治亚大学心理系教授W·基斯·坎贝
尔合著的《自恋时代》一书就分析指出，今天
的孩子养育方式，更像是在培养“皇亲国
戚”，父母过度强调自家孩子的与众不同与
成长潜力，将其他人都看成是自己孩子成长
的陪衬。

在生活方面，今天的家长沦为了孩子的
服务生；在学习方面，家长更是扮演了全职
陪读、陪练的角色，只反馈正面信息，而不进
行批评。一些家长对于孩子的品格塑造，甚
至完全不管不顾。这样一来，孩子成长中会
一直有着自我独特、自我优越的感觉，特别
是而今的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分数
等项目的评比，鼓励教师挖空心思表扬孩子
而不是给予恰当的批评。

《自恋时代》一书指出，父母应当意识
到，过度宠溺孩子并维持其不恰当的自我独
特感、自我优越感，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只
会培养出所谓的“巨婴”，在工作、事业等方
方面面担不起任何独立的责任。作者建议，
这一代父母应当更正养育方式，缓和孩子的
自恋冲动：首先，要在必要情况下果断说

“不”，要坚持家庭教育的底线和原则；其次，
不要给予孩子过多的权力，包括食物选择、
作息习惯、遵从社会礼仪等方面，父母应当
担起自身的责任；再次，要仔细考虑以恰当
的方式，向孩子传递有关竞争和成功的信
息，要避免造成孩子竞争压力过大，但绝不
应完全隔绝竞争压力的存在；最后，要尽可
能避免向孩子传递他（她）才是这个社会最
优秀、最独一无二的人的信号。

《自恋时代》这本书主要是针对美国社
会文化中日益滋长并显得非常突出的自恋
现象而写的。作者也提到，中国社会近年来
因积极接纳全球文化，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自恋文化现象。书中仔细区分了自恋与自
信之间的关系，指出自恋并不是有关自我价
值的恰当表达或健康感受，还因为选择性地
忽略不利信息而更加不可能获得成功，自恋
文化若继续蔓延下去会给社会存续发展带
来毁灭性后果，这是一种文化流行病。

那么，哪些现象可归于自恋流行病呢？
书中梳理指出，金融机构和媒体过度渲染消

费主义以及借贷消费，导致相当一批年轻人
以及部分中年人严重透支消费，通过举债来
维持纸醉金迷般的奢靡化生活形象；社会文
化推崇“颜值”，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惜
戕害自己的身体，靠着整形手术和化妆品来
提升颜值；网络文化刺激了虚荣心理，许多
网民希望成为网红，热衷自拍、直播、真人
秀，炒作手段频繁突破底线；社交网络满足
了肤浅的交友心态，让人误认为自己拥有可
观的人脉资源，等等。

作者指出，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娱乐新
闻，在自恋流行病的蔓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这类节目和新闻让文娱和体育明星
的工作、生活，无间隙地曝光，也极大地拉近
了名人与粉丝的距离——对于后者来说，明
星生活及明星式的成功，由此显得并非遥不
可及。但粉丝们并不清楚，很多所谓“偷拍”
的娱乐新闻，压根就是明星的炒作方式，而
真人秀节目也都有各自的详细“脚本”。书
中在谈到社交网络放大了虚荣心理时指出，
要在社交网络走红，有着许多偶然因素，但
人们更容易看到走红者的出位言行，进而予
以效仿。

自恋文化走到极致，为了博出位，一些
人不惜追求恶名。书作者指出，一些青少年
实施校园霸凌行为，还将作恶过程拍摄下来
放在网上，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很快出
名。

要纠正自恋流行病，一个可行的方法
是，为自己、孩子、其他家人或朋友建立起与
刺激自恋冲动的信息源的隔离区间，例如改
变过多浏览娱乐新闻的习惯，减少收看明星
真人秀，不再参与社交网络上与明星、名牌
商品相关的互动。父母应当意识到孩子卷
入自恋养育模式的严重后果，需要首先示范
较好的自我控制。

（郑渝川）

在宇宙的某个地方，两颗恒星相继死亡，
形成了两个黑洞，几十亿年之后，这两个黑洞
发生碰撞，合并为一个大黑洞，最后的两百毫
秒时间里，向宇宙发射出极其强大的引力
波。2015年，引力波跨越了14亿光年的距离
来到了地球，被位于美国的LIGO探测器探测
到。这是人类第一次听到黑洞碰撞的声音。
今年10月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雷纳·韦
斯、巴里·巴里什和基普·索恩，以表彰他们为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项目和发现
引力波所做的贡献。

引力波的发现被誉为是补全了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是过去
100年最重要的宇宙学发现，也激发起大众对

引力波系列图书的兴趣。
诺奖得主基普·索恩早些年的作品《黑洞

与时间弯曲》有点像物理学编年史，讲的是在
空间和时间上的革命及其重要结果。《星际穿
越》是给影迷看的天体物理学科普书。为什
么黑洞会吞噬一切，甚至连光都不能幸免？
为什么虫洞不是一个洞，而是一个球？基普·
索恩作为电影《星际穿越》的科学指导，以浅
显易懂的语言破解了宇宙中的让人瞠目结舌
的奇景——大爆炸、黑洞、时空弯曲、潮汐力、
虫洞、引力弹弓、星际旅行等。

《星际穿越》还说到了科学如何改变娱乐
的。比如说，刚开始使用的是过去的科学家
和电影制作者的标准算法来计算光线，从光
源（比如遥远的恒星出发）到达虚拟摄像机（在
黑洞附近）的传播路线，这些光线就可以构成
看到的图像。但是如果是在巨幕电影上，即使
是2300万条光线产生的图像，当恒星在屏幕
上移动的时候，图像依然会闪烁，所以科学家
奥利弗提出一个改进的方法，不再计算一条条
单独的光线路径，而是计算光速的截面形状和
传播路径。索恩给了奥利弗必要的方程，一起
工作了好几个星期，来完善新的方法，果然，图
像的闪烁消失了！后来索恩等人还就此写了
一篇技术论文。

对大众读者来说，最通俗好看的当数《引
力波》。作者珍娜本人也是一位物理学和天
文学教授，她采访了诸多LIGO项目的参与
者，记述了引力波如何被发现的故事。

雷纳·韦斯的人生道路始于一个梦想：可
以轻轻松松地听音乐，而从2005年开始，他
放弃了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这个令人尊
敬的职务，一心一意待在4000米长的混凝土
管道里，测量潮湿阴冷、黄蜂成群的密闭空间
中发生的地震震动，收听时空震荡发出的声
音。

基普·索恩从小的志向是开铲雪车，但是
八岁那年母亲带着他参加了一个天文学讲
座，他的职业规划发生了变化。

他们都经历过二战，他们现身于天体物
理学原因非常简单，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这些

知识不属于私人所有，而是全人类共有。
项目的推进非常不顺利。包括为这个项

目建造实际可行的探测器需要巨额的经费，
如何申请到经费，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
战。

LIGO这个名字是雷纳想出来的，LIGO
项目集纳了全球多地几百名科学家。要把这
么多人团结在一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
合作过程中间，共同担任LIGO的第一任指导
委员会成员的三个人：雷纳·韦斯、基普·索
恩、罗纳德·德雷弗，因为个性不同，处事风格
不同而产生了很多矛盾。因为和第一任项目
负责人意见不一，罗纳德被踢出项目组，谣传
有一天不得不从窗户爬进办公室。罗纳德给
LIGO留下了许多基础性的设计，一度被认为
如果不死的话，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取代他得奖的是巴里什——第二任的项
目负责人。巴里什的管理手段巧妙，效率极
高，增强了科研人员的凝聚力，也废除了对罗
纳德的禁令，鼓励他重新回到这个项目。不
幸的是，罗纳德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于今年
3月7日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

为了“在相当于地球周长1000亿倍的距
离上测量出比人的头发丝直径还要小的长度
变化”，无数科研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引力波
探测实验当中。一支规模达数百人的国际性
研究团队，建造了两台灵敏度非常高的巨型
探测器。他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希望在爱
因斯坦提出引力波概念100周年纪念日到来
之前，能聆听到来自遥远太空的“引力波蓝
调”。

基普·索恩在《黑洞与时间弯曲》中引用
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在黑暗中默默探索
的岁月里，真理似乎唾手可得但又无以言表
的感觉，让我们萌生强烈的探求渴望，让我
们忍受自信与疑惑的交替折磨，直至最后我
们拨云见日，一切豁然开朗。但是其中的酸
甜苦辣，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
的。”无数的科学家在强烈探求渴望的驱使
之下，辛勤耕耘，在黑暗中默默探索“那似乎
唾手可得而又无以言表的真理。” （南湘）

为什么到处都是熊孩子

《自恋时代》
付金涛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

“他们补全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关于引力波的严肃八卦

《引力波》
[美] 珍娜·莱文
中信出版集团

《罗盘》
作者：马蒂亚斯·埃纳尔
译者：安宁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夜幕降临，奥地利音乐学家弗
兰兹·李特尔将这个世界的广袤，同
他的回忆与梦境交织在一起。那是
他曾短暂停留过的土耳其、叙利亚、
伊朗，也是他魂牵梦萦的恋人莎拉
——一位来自巴黎的女学者和冒险
家，所沉迷的东方风物和历险。《罗
盘》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埃纳尔有意
借弗兰兹的幻想和莎拉的流浪构建
一幅恢弘的东方图景，描摹东西方
世界的关系：它们碰撞冲突、交错存
在，好像彼此身陷鸦片的迷雾，看不
清对方的面庞，从而需要罗盘指引，
探寻方向。

埃纳尔的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
促成了这本小说的渊博和诗意，他
曾在罗浮宫学院攻读伊斯兰艺术
史，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之后又在
中东地区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2000 年定居巴塞罗那。在那里生
活了十五年。除了原著荣获 2015
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罗盘》英译
本今年也入围了 2017 国际布克奖
短名单。

《巴黎浪漫吗？》
作者：皮乌·玛丽·伊特维尔
译者：李阳
版本：三联书店

“浪漫”一直是法国留给世人的
印象，可真的是这样吗？旅法英国作
家伊特维尔用一本戏谑幽默的小册
子《巴黎浪漫吗？》为你祛魅巴黎的传
闻，还原法国的真相。从饮食到女
人，从历史到文化，无一缺漏，细细道
来。法国人吃马肉、蛤蟆腿还有蜗
牛？法国女人不会长胖，都很优雅？
法国人痴迷性爱，性观念异乎寻常的
开放？法国人大都对婚外情“习以为
常”，甚至格外宽容？法国是个革命
的国家、平等的社会？巴黎地铁臭气
熏天，街道满是狗屎？法语是世界上
最美的语言，法国人是法语偏执狂？
法国电影一概矫揉造作，流行音乐尤
其难听？

伊特维尔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
以旁观者的身份发问、作答，展现法国
生活的真实面向，打破人们想象中的
刻板印象，试图用种种细节再现一
个“浪漫”之外的巴黎。 （综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