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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的传记》

内容概要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可能会说，即使一个细菌会说话，我们也无法听懂。但科普作家和心理学家卡伦博
士，却尽其所能要让我们倾听和懂得细菌的话，本书就是作者的一次大胆的努力——为一个叫布氏疏
螺旋体（Borrelia Burgdorferi，简称Bb）的细菌所作的有趣而可爱的肖像。布氏疏螺旋体是一个证据，
如果你想重新认识生命并感受对生命的敬畏的话，你只需用细菌的眼光来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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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的传记》

精彩短评

1、还有进步的余地
2、语言拖沓，还有点哗众取宠的感觉，所以最后几章都有点读不下去了= =
3、人类的历史证明，对人类真正造成巨大威胁的，并不是凶禽猛兽，而是人们肉眼看不见的，无论
从种群体数量，还是从存在历史，均远远超越人类的一种微生物——细菌。通过读这本书，才发现人
对任何一种存在于宇宙的生命形态都不应该漠视，而应该想更好的办法来处理与细菌和自然的关系。
“显而易见，人类不该讨厌细菌，也不该对它们有本能的恐惧。对有些细菌必须小心对待，对另外一
些则应该表示感谢。细菌生存机制的丰富和奇妙令人叹为观止。在谈到让我们生病的细菌时，我们会
自然而然地同仇敌忾，仿佛细菌就像法尔眼中的霍乱瘴气一样穷凶极恶，欲置我们于死地。然而这仅
仅是个比喻而已，它说明了处在自然界平衡另一端的人类的感受。病原体并没有恶意，它们只是为了
自己能生存下来，有时它们必须靠损害其他生物的利益才能活下来。人类又何尝不是这样。”??美国
心理分析学家阿诺&#183;卡伦先生以生动平实的语言，告诉人类：虽然细菌的个体生命十分短暂，但
在自然界，没有一个群体已经活得比细菌长，也没有一个群体将会比细菌活得久。无论地球上出现何
种浩劫，细菌永远是最后的幸存者，除非这个星球彻底消亡。明白这个事实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人
类、认识生命，并感受对造物主和生命的敬畏，因为，我们在用细菌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4、相对在晦涩的科普书丛中比较简单的写法
5、哦，如果由一个医学专业同时精通英语的人来翻译，这本书可以更有魅力。这样的话书名或许会
是《螺旋体的传记》。不过当然了，考虑到这本书面向的读者群，这样的翻译水准也是可以接受的。
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讲述了布氏螺旋体有关的故事的来龙去脉，因为考虑到书中没有更多对于该种
螺旋体所致疾病的诊断标准和治疗的介绍，所以基本可以认定此书是写给普通大众作为通俗读物的书
籍。一些知识了解一下还是有益处的，丰富了知识面，假如您看了这本书，了解了有一种叫做盖亚理
论的关于进化的认识，那么再看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我是传奇》，就会有更深刻的了解，知道片头的
那个号称治愈癌症的女科学家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中用理论基础的：）
顺便提一句，盖亚是希腊神话中最初的大地女神，和乌拉诺斯同时于混沌中诞生：）当然了，这本书
里的内容远不止此，值得一看。
6、一种不是很常见的细菌引起的奇怪的病，最惊奇的是翻译没大问题
7、可做为中学生的科普读物。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规划的人生是精彩的人
生http://careerplanning.abang.com/
8、这样的科学才是有趣的，它根植于现实，于人群，又闪耀着探索的光芒。每一个欣喜的进步后，
因为扎着现实的悲痛，和个人努力的谨慎，所以不是轻佻的。但，是美好的。
9、当时看过就没印象了。很一般啊。
10、故事讲的引人入胜。。
11、螺旋体
12、写的很细，多看点这方面的书挺好的，
13、在图书馆弄丢了，已经还上了，速度蛮快的
14、写的挺有趣儿的，外国的科普这点很好，翻译的是一般。
15、很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如果配上插图疗效更佳
16、这本书的书评介绍说书很不错，但是读后，觉得一般，主要是不够简练和透彻。如果能有更深入
一点生理生化的描述，可能更好。
17、人类相互斗争和杀戮的时候，优势已悄悄地转移到了病菌的手里。如果我们——骄傲的人类——
不能学会怎样在地球村里做一个理性居民，养活病毒的发生机会，那么，病毒将成为我们生命的掠食
者，并将最终战胜我们。在它被发现之前，人类出现了艾滋；在它被发现之后，人类又遭遇了“非典
”。
18、恩，作者的“血浓于水”出发点真让人感动。
19、如果有配图就好了。文字再好也...
20、本人是学微生物的，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感觉还是蛮受益的。书中有些东西是课本上未曾提到的
，很开眼界。
21、并不晦涩的一部书~~有时候反倒觉得生动有趣，小小的细菌似乎道出了整个生命进化的经历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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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的传记》

宙起源的思考~~~~PS：我读的是电子版~~~
22、用了一堂课读完 唯一的感觉就是废话太多 抓不住重点- -b 
23、我觉得写得不够引人入胜，对我这种对细菌一窍不通的人还是感觉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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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的传记》

精彩书评

1、最上层可能有多重多样的分类方法，不过底层的基本类群就是那些。病毒是一类。细菌中包括蓝
藻（蓝绿藻，蓝细菌）。还有古细菌，虽然有一种看法是古细菌是后于细菌进化出来的。原生动物，
比如草履虫和变形虫。单细胞的藻类。黏菌。真菌和地衣（真菌和绿藻、蓝藻共生）。植物界包括多
细胞藻类，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动物界包括各种各样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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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的传记》

章节试读

1、《细菌的传记》的笔记-第1页

        这翻译是不是有问题？第一页的定义就逻辑不清。先是把细菌等同于微生物，Germ和bacteria则都
翻译为细菌，也没看出解释里两者的区别，那后面的正文怎么知道所谓的细菌究竟指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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