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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第一次给杨振宁举办新书发布会 专栏 “北小京”走到聚光灯下 读书

悉达多·穆克吉的《癌症传》《基因传》《细胞传》为何
风靡全球？因为它们讲述人类如何与自身最隐秘的敌人
——疾病搏斗的故事。我们为什么对癌症、基因、细胞如
此着迷？因为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藏着人类最
根本的恐惧与希望。

穆克吉的写作不局限于科学发现本身，他将显微镜
对准了那些被疾病改变命运的人。《癌症传》里，他记录了
一位白血病患者问他：“我在和什么战斗？”《细胞传》的开
篇，他讲述了好友山姆在治疗与副作用的拉锯战中离世
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有我们自己的影子，有亲人突然消瘦的

身体，有家族遗传病的阴影，有每个人终将面对的宿命。
《细胞传》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既是一部科学史，也

是一部哲学沉思录。穆克吉写道：“医学的目标不是消除
死亡，而是减轻痛苦。”这句话道出了医学的终极使命
——不是追求永生，而是让生命更有尊严。医学，终归是
一门关于希望的科学。

穆克吉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细节：人体约
有37万亿个细胞，是银河系恒星数量的100倍。这个数
字提醒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宇宙，而疾病就像其
中某些星系的叛乱。过去，我们束手无策；如今，我们有
了导航图。 王永芳

看不见的细胞，看得见的希望

放下手术刀的间隙，
他拿起了一支笔

马向涛医生翻译医学科普著作已有十余
年，代表译作包括《癌症传》《基因传》《细胞
传》《生活之道》《认识身体》《肿瘤临床试验》
等。他常说：“我是以行医的方式在做书。”对
他而言，翻译与行医并无本质区别——只是
放下手术刀的间隙，他拿起了一支笔。

学医锤炼出的严谨与审慎，也融入了他
对待文字的态度。每一部译作，他都如同一
位医生面对患者，不敢有半点马虎。甚至相
比面对单一患者，他认为“面对读者的压力更
大”。他所翻译的多是畅销科普作品，动辄几
十万、上百万的读者中，不乏来自各行各业的
专家与学者，眼光挑剔，期待值高。

在这些译作的最后一页，马向涛几乎都
会留下自己的微信号。这在译者中颇为罕
见。他希望与读者保持沟通，倾听反馈——
因为“科普和谣言有时就是背对背的关系”。
谣言常源于信息不透明、认知不确定，或公众
对健康问题的困惑与焦虑。在公共卫生事件
中，若权威信息发布不及时、不清晰，谣言便
会趁虚而入。此时，科普就需要“转过身来”，
主动回应，弥补知识的空白，修正误解。

正因如此，马向涛与《癌症传》作者、普利
策奖得主悉达多·穆克吉保持了十余年的深
度合作，只为用最贴切的语言还原医学与科
学发展的历程，传递作者的洞见与温度。他
始终相信，科普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帮助
人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理解生老病死的过程，
从而在面对疾病时不再充满恐惧。

马向涛在翻译《认识身体》一书时写到了
一位老奶奶，她是一位癌症晚期的患者。从
她第一次做手术到她去世，马向涛都一直陪
伴着她。这个过程中，老奶奶就像他的亲人
一样，他们亦师亦友、并肩战斗。老奶奶知道
生命终有一天会到终点，马向涛在她去世之
前跟她沟通得非常透彻，他甚至可以告诉她
你的生命会进入到哪个阶段，在什么时候你
可能会昏迷。

这段经历让他感受到医患之间充分的信
任与扶持。同样，科普也不是单方面的事情，
而是科普者和受众双向奔赴的结果。作为医
生与译者，马向涛力求把“了解我们的身体和
疾病”以清晰简单的科学道理给大家表达清
楚，他相信绝大多数人可以理性地接受建议。

2024 年 10 月，中信出版集团邀请悉达
多·穆克吉、马向涛等相关专家来到上海，举
办了一场线下分享会。在现场，马向涛提到
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的一句话“行
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这与穆克吉的人文
观念相契合。医学的“艺术性”，本质是科学
与人文的融合——它既需要严谨的科学知识
作为基石，也需要以“人”为中心的温度与智
慧。

《读+》周刊通过中信出版集团采访了悉
达多·穆克吉，得到了他的回复（见访谈后面
部分）。穆克吉说，写《细胞传》时，他刚刚开
始操控细胞，制造细胞药物，开启了细胞医学
的新领域。还有，人们面对某些流行疾病时，
会提出关于免疫系统如何工作的问题——基
于以上原因，他完成了这本《细胞传》。

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人文协作组副组长马向涛博士：

细胞健康，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近期，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副教授、著名肿瘤与
血液学专家悉达多·穆克吉的著作《细胞传》中文版问世，书中追溯细胞被发
现、理解并走向治疗应用的科学历程。

悉达多·穆克吉博士是一位兼具医学与文学才华的肿瘤学家和科普作
家。2010年，穆克吉出版了《癌症传》，荣获2011年普利策奖。

穆克吉三代亲人罹患遗传性精神病。在学医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这些
疾病背后潜藏着复杂的遗传机制。2016年，他出版《基因传》，这本书一经推出
便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被《华盛顿邮报》《西雅图时报》等评为年度图
书。

最新的《细胞传》展示了现代医学几乎所有关键进展的细胞基础，是《癌症
传》《基因传》的延续与升华，这部作品也被纽约公共图书馆评为年度最佳图书
之一。在中国，他的《癌症传》荣获第七届文津图书奖推荐书目。

《癌症传》《基因传》《细胞传》的译者均为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人文协作组
副组长、研究员马向涛博士。近日，《读+》周刊专访马向涛，他表示，从早期对
癌症的懵懂探索，到基因奥秘的逐步揭示，再到如今聚焦细胞这一生命的核心
基石，生命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改变了医学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我们人类对
自身存在与生活的认知。“细胞世纪已经到来。了解细胞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
要，其中蕴藏着医疗未来的前进方向。”

我们对疑难病症的应对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读+：从《癌症传》到《基因传》再到《细胞

传》，您翻译这一系列科普书籍最大感受是什
么？

马向涛：我的最大感受，是医学人文与个
人经历高度契合引发的共鸣。我与穆克吉博
士研究的对象都是癌症，我们关注的靶点都
是基因，我们使用的材料都是细胞。除此之
外，我们还在临床一线经历了各种摸爬滚打，
与很多顽强拼搏的肿瘤患者朝夕相处过。与
其说我是在翻译穆克吉博士的文字，不如说
是在借助他娓娓道来的叙事，重新整理并且
回溯自己的行医生涯。当科学知识与人文情
感在字里行间交融时，我深切地感受到：行医
不仅是一门永恒的艺术，更是一种理解生命
的方式。

读+：在您看来，细胞研究中哪些技术的
出现堪称革命性突破？

马向涛：基于我们对细胞生物学的新认
知，革命性突破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

是使用药物、化学物质或物理刺激来改变细
胞的属性，也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
交流与行为方式。针对细菌的抗生素、癌症
的化学疗法与免疫疗法，以及通过电极刺激
神经元来调节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回路都属于
这一类；第二类是细胞在不同机体之间的转
移（包括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例如输
血、骨髓移植与体外受精；第三类是利用细胞
合成某种物质，例如胰岛素或者抗体，对疾病
产生治疗效果。最近，还出现了第四类变革：
对细胞进行基因修饰后再开展移植，以创造
具有全新属性的细胞、器官与身体。

其中一些疗法，例如抗生素与输血，已经
深深根植于医学实践中，以至于我们很少将
它们视为“细胞疗法”。但是它们起源于我们
对细胞生物学的理解。其他一些疗法，例如
癌症的免疫疗法，是21世纪的发展成果。此
外，还有一些治疗方法非常新颖，例如通过输
注修饰干细胞来治疗糖尿病，这样的方法仍
然停留在实验阶段。所有这些新旧措施都属

于“细胞疗法”，因为它们均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我们对细胞生物学的理解。并且每一次
进步都改变了医学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我
们对人类存在与生活的认知。

如今，AI正在成为细胞科学快速发展的
新工具，其范围涵盖了影像识别、细胞分类、
数据模型与疾病预测。这些突破不仅拓展了
我们理解生命的维度，也推动细胞研究迈入
前所未有的领域。

读+：在攻克癌症、遗传性疾病等疑难病
症上，细胞研究在临床上取得了哪些不错的
成果？

马向涛：细胞研究已经催生出多种前沿
治疗手段，正在改变我们对疑难病症的应对
方式。CAR-T细胞疗法是目前最具代表性
的突破之一，已在B细胞白血病、淋巴瘤中取
得显著疗效。它通过改造患者自身的 T 细
胞，使其能靶向并清除特定癌细胞。2010年5
月，美国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女孩埃米莉·怀特

黑德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12年
4月，怀特黑德的T细胞被提取出来，经过基
因改造使其能够“武装”起来对抗癌症，然后
重新注入她的体内。这些经过改造的细胞被
称为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或CAR-T细胞。
埃米莉至今仍处于完全缓解状态，她的骨髓
与血液中都检测不到癌细胞。

干细胞移植则广泛用于治疗血液系统
疾病，例如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蒂莫
西·雷·布朗被称为“柏林病人”，他是第一位
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1995年，布朗被诊断
出患有艾滋病，接着患上了白血病。2007年，
他接受了骨髓移植与干细胞移植。虽然后来
出现白血病复发，但布朗的HIV检测结果保
持为阴性。

此外，在糖尿病、帕金森病等慢性病领域，
利用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再生组织或器官功能
也正在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些治疗可以通
过修复、替换或重新编程细胞本身，为传统治
疗手段难以奏效的疾病提供了更多洞见。

悉达多·穆克吉：操控细胞，成为新的医疗方法
读+：过去几个世纪，我们从发现细胞形

态到了解细胞的功能，再到开始具备操控细
胞的能力，这意味着什么？

穆克吉：人类大约有20000到21000个基
因，能够创造出极为多样化的东西，比如脑细
胞，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肝细胞、皮肤细胞，
或免疫细胞，它们的功能完全不同，然而它们
却有着相同的遗传成分。所以我认为基因时
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而细胞时代是关于探索
如何让这些信息变得鲜活，并转化为生命的
时代，这是一个巨大而美丽的故事，也是一个

巨大而美丽的谜团。
在科学中，你如何利用相同的20000个基

因创造出如此多样化的生物呢？毛毛虫和蝴
蝶有相同的基因，但它们看起来却完全不同；
脑细胞和皮肤细胞有相同的基因，但它们做
着完全不同的事情。

关于细胞操纵，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理解
这些功能，开始了一种新的医学治疗方法。
人们经常提到基因治疗，但基因治疗中，基因
是没有活性的，为了让基因治疗起作用，基因
必须进入细胞并变得有活性，因此，问题就变

成了我们如何将正确的基因放入正确的细胞
环境中。

读+：您会忧虑人类能够编辑基因这件事
吗？

穆克吉：目前，我们有很好的防护措施来
防止我们恐惧的事情发生。在我看来，对整
个人类进行全身性的基因改变不是一种值得
追求的方式。从技术上讲，改变胎儿一个以
上的基因是非常麻烦的，更何况是改变整个
胎儿的基因，这是巨大的技术挑战。

我们亟需建立极为严格的伦理规范，防
止人们篡改人类基因组。我们需要了解改变
基因的副作用是什么，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比如，大众可能比较关心增加身高或者强化
任何其他复杂的人类特征，这可能必须改变
基因。如果我们想要安全地实现这个目标，
可能必须改变大约100个基因，也可能是几百
个基因。

就目前而言，想要有一项神奇的技术可
以改变人类身高的想法是不真实的，那是科
幻小说。

从“被动救治”到“主动干预”，我们可以构建“更好的身体”
读+：我国在细胞治疗临床研究等领域的

发展现状是怎样的？有哪些优势？面临哪些
挑战？

马向涛：近年来，我国在细胞治疗领域取
得了显著进展，尤其在临床研究方面展现出
强劲的势头。截至2024年底，我国登记的细
胞治疗类临床试验项目达 489 项，居世界第
二，位于第一位的美国为502项。

我国在细胞研究方面具备多方面的独特
优势。首先，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为细胞治
疗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例如，国家层面
设立了“国家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产业计量

测试中心”，旨在推动细胞治疗技术的标准化
和产业化。其次，中国在人工智能、合成生物
学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也为细胞治疗的创
新提供了技术支撑。例如，武汉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在基因治疗、免疫细胞治疗领域的原始创
新水平与国际前沿基本同步，在干细胞治疗、体
外诊断、生物大分子药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果。此外，产学研医多方协同创新模式逐渐成
熟，高校与科研院所专注基础研究，企业负责技
术转化，医疗机构开展临床试验，形成了高效的
创新生态。例如，湖北省肿瘤医院成功开展了
CAR-T细胞治疗，为复发难治性B细胞淋巴

瘤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
然而，我国在细胞治疗领域仍面临一些挑

战。例如，临床研究经费筹措渠道较少，开展实
质性临床研究的机构较少，技术转化和药物申
报注册进展较慢。此外，监管政策尚需进一步
完善，以确保细胞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读+：《细胞传》中提到，我们也许可以利
用细胞研究，创造新型疗法。“随之而来的是
一种新型人类。”“新人类”新在哪里？

马向涛：“新人类”指的是一种通过修饰
细胞重新构建的人类，他们的外观与感觉在

大多数情况下与你我十分相似。他们并不是
横空出世或科幻视角的物种，而是借由细胞
与基因技术发生改变的人类自身。

“新”首先体现在对疾病的观念转变上。
我们将不再只是被动等待疾病发生，而是主
动对人体功能进行监测和干预，在出现症状
之前就加以预防和修复。其次是治疗方式的
革命性创新，例如免疫细胞被重编程用于治
疗癌症，干细胞被引导分化以修复损伤组
织。第三是对生命边界的挑战，包括抗衰老
研究、器官再生、脑机接口等领域，也都在以
细胞技术为基础，不断突破传统理论极限。

未来，“细胞健康”可能成为人们体检新标准
读+：干细胞在组织修复和再生中的“神

奇魔力”能帮助人们治疗或修复哪些方面的
问题？

马向涛：干细胞疗法，就是利用干细胞的
自我更新与分化潜能，来修复、替代或重建受
损组织和器官的治疗方法。干细胞并非只是
通过将自身转化为其他细胞以构建身体所
需，然后在完成任务后默默消失。它们不仅
是其他细胞的前体，还会在未成熟、未分化的
状态进行自我复制，以便在血液系统需要重
建时随时响应需求。

在临床应用中，干细胞疗法已经被用于
治疗多种疾病。例如，在血液系统疾病中，造
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和某些遗传性血
液病的标准疗法。在组织修复方面，从心肌
梗死后的心脏重建，到骨关节损伤、皮肤烧伤
等组织再生，干细胞也展现出促进再生与修
复的潜力。

同时，干细胞在抗衰老领域也被寄予厚
望，人们期望通过促进细胞更新延缓衰老过
程，改善人体生理机能与健康水平。不过，它
的发展也需要科学验证和伦理监管的同步推
进，避免炒作与滥用等问题。

读+：细胞疗法作为新兴的治疗手段，有
哪些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细胞研究的深

入，我们会迎来怎样的新契机？
马向涛：细胞疗法作为一项颠覆性的医

学新兴技术，正在为多种难治性疾病带来前
所未有的希望。输血是第一种现代形式的细
胞疗法，为外科手术、贫血治疗、癌症化疗、创
伤医学、骨髓移植、安全分娩以及免疫学的未
来奠定了基础。体外受精也是一种细胞治
疗。它是人类使用最广泛的细胞疗法之一。
体外受精在过去的40多年间一直是一种生殖
选择，已有 800 万到 1000 万名婴儿通过这种
方法诞生。

目前，细胞疗法还在其他多个领域初显
成效，例如，CAR-T疗法在白血病和淋巴瘤
等血液系统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突破性成
果。在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自身免
疫疾病等慢性病和复杂病症的临床试验中，
细胞疗法也展现出令人期待的前景。更广泛
地，它在抗衰老与组织再生领域的探索，预示
着医学将不再只是“治已病”，而可能发展为

“治未病”，从根本层面提高人体的修复与适
应能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细胞疗法不仅将成
为攻克癌症与重大慢病的重要手段，更可能
引领整个人类医学从“被动救治”向“主动干
预”的范式转变，重塑我们对健康、生命乃至
医疗系统的整体认知。可以说，细胞研究正

引领一场深刻的医学变革，也在悄然重塑我
们对生命的未来想象。

读+：未来，人们的“细胞健康”能否成为
体检新标准？细胞将会取代药丸，让我们通
过修复细胞、补充细胞等手段变得更年轻、更
健康吗？

马向涛：“细胞健康”正在成为医学关注
的一个新维度，也有可能在未来体检中成为
一种重要的评估指标。通过分析细胞功能状
态、再生能力、炎症水平、衰老标志等，我们可
以更早、更精准地发现疾病风险，甚至在症状
出现之前就进行干预。相比传统体检主要依
赖影像结果或生化数据，这种见微知著的细
胞级别评估，可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自
身健康。

至于“细胞是否会取代药丸”，答案或许
不是“取代”，而是“融合”。《细胞传》里写到
一对姐妹的故事，姐姐南希·劳里是一位再
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这是一种骨髓功能衰竭
的疾病。南希的同卵双胞胎姐妹芭芭拉·劳
里却完全正常。1960年8月12日，医生提取
出芭芭拉骨髓中的深红色沉淀物，经过生理
盐水的稀释后，滴入南希的血流中。这些细
胞定植到南希的骨骼并逐渐开始产生正常
的血液。当南希出院时，她的骨髓几乎已经

完全重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希的血液是
属于她的孪生姐妹的。南希·劳里经历了医
学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骨髓移植。这是细胞
疗法在现实中成功应用的典型案例：其孪生
姐妹的细胞，而不是药丸，成为南希的“良
药”。

我们将不再仅依赖传统药物改变化学通
路，而是尝试用健康的细胞或者经过基因编
辑的功能细胞，直接修复病变组织、重建免疫
功能，甚至逆转衰老过程。干细胞疗法、免疫
细胞治疗等技术已为这一趋势提供了许多成
功案例。当然，这一切也并非朝夕改变。细
胞疗法的成本、安全性、伦理与监管问题仍在
不断探索中。我们也不能忽略生活方式、环
境暴露等对细胞健康的深远影响。

未来的医学前景，很可能是细胞干预与
药物治疗、AI预测等多种手段协同合作，共同
构成一个更立体、更精细的健康维护体系。

干细胞疗法与免疫细胞治疗等技术，正
尝试通过替换受损细胞或激活自身再生能
力，帮助我们恢复组织功能、延缓衰老甚至治
疗疾病。除了细胞干预手段，我们还需要合
理饮食、充足睡眠、适度运动与情绪平衡，而
这些良好的生活方式正是守护细胞健康的根
本——或者说，我们对于人体微宇宙的敬畏
比技术进步更值得珍惜。

《癌症传》《基因传》《细胞传》
[美] 悉达多·穆克吉 著
马向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悉达多·穆克吉与马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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