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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作者分六个景点（章节）带

读者走进免疫系统的六大知识领域，首先认识

了复杂而神奇的免疫系统的组成要素和工作机

制，接着将眼光转向免疫系统的早期发育过程，

讲述免疫系统是如何从无到有，并且逐步发育

成熟的。尤其着重回顾了免疫系统从无到有、

从简单到复杂的数亿年的演化历史，对免疫学

史上的一些重大进展和有趣的错误做了总结分

析，最后还从当前对免疫系统的干预和演化趋

势两个方面描画了人类免疫系统的未来图景。

本书作者伊丹·本 - 巴拉克是一位知名的

微生物学者，他广泛研读并引用了大量科学文

献，在浩如烟海的免疫学史料中，进行了合理

的取舍和选择。作者认为，面对复杂的免疫系统，

仅仅笼统地表述为“这很复杂”并没有传递任

何信息，然而事无巨细地详述细节这样做法，

自己也不能忍受，因此他更愿意相信“与其告

诉你免疫系统很复杂，不如让你亲身体会一下，

为了活下来，我们究竟需要一个多么负责的免

疫系统”。因此，作者试图设计一个身体需要

的复杂而精密的免疫系统，借此调动读者参与

阅读的积极性。这种做法不仅使抽象的免疫系

统变得立体易懂，而且有助于读者对全书内容

的把握和接受。诺贝尔奖获奖者彼得·杜赫提

教授认为本书是“对一个复杂且重要的主题做

了深入浅出的记录”，这是相当中肯的评价。

作为一本科普著作，作者的科学表述具有

很强的文学性，充满艺术的想象力。比如，对

于病原体进入免疫系统的过程，简直不亚于一

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作者借助一个细菌，详细

描写了它进入人体几种可能方式的艰辛过程，

感叹“当一个病原体可真是不容易”。对于那

些经过艰难险阻，终于进入免疫系统的病原体，

作者把他们比作亨利五世的军队，认为他们应

该发表一番胜利演说，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指出

这些病原体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整个过程非常

有画面感。全书的章节安排也独具匠心，每一

部分开头作者基本都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尽可

能从日常引入专业的免疫学知识，在结尾又会

迫不及待地“透漏”下一部分的内容，即使专

业知识的讲述，也尽量避免生涩的专业术语。

严谨的科学精神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作

者认为，在科学探索中，“真理”这个概念会

引发许多意外的难题，“谨慎务实的科学家往

往回避讨论它”。对于早期的演化历史，作者

行文较多使用了“也许”“可能”这样的模糊

词语，他认为毕竟这方面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在免疫系统的研究历程中，作者不加隐晦地指

出了免疫学历史上的错误，并进行客观分析。

即使面对免疫学取得的重大进步，作者还是抱

有谦虚谨慎的态度，因为在本书写作的 2017 年，

免疫学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这种科学精神甚至致使作者对畅销书这种

写作方式都颇有微词。在序言中，作者开篇就表

明“本书不提供任何健康指南”，直言“自己对

所谓的‘有用信息’有点过敏”。作者甚至明确

指出，本书是写给特定的读者群体的，“也许你

是对免疫系统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也许你是兴趣

广泛的学生”。事实上本书受众面比较宽广，任

何读者都可以在书中得到适用的信息：比如宝宝

需要母乳，不只是为了存活，也是为了活得更好；

增强免疫力的药物广告，都是不可信的，等等。

这如同旅途归来，不仅观赏了美景，品尝了美食，

还意外地收到了他人赠送的伴手礼。无可置疑，

这本书将会给每一位参与人体免疫系统漫游的读

者带来满满的知识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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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石溪的新作“最后的中国战

象”系列，就是一套为童年注入力

量的优质童书。

　　这套图书由《小象拔刺》《老

象恩仇记》《最后一头战象》等六

个故事组成，每一个故事都以“图

像+文字”的形式呈现在孩子们的

眼前。文字生动，行文摇曳多姿，

而漫画部分则更形象地展示出人物

与动物的互动，为阅读增添乐趣。

故事背景大多是在西双版纳，炽热

的阳光和生机勃勃的热带雨林成为

故事的底色。漫画细致地勾勒出一

派雨林风光，连散落叶间的日光都

跃然纸上。

《最后的中国战象》

身体里的隐秘战争

撰稿｜侯慧贤

作为一本科普著作，作者的科学表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充满艺术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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