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丘成桐为什么期待
在中国建巨型对撞机

巨型对撞机建成后，会吸引 1 万名左右的顶尖科
学家来中国工作，这些科学家就好像游牧民族一样，需
要寻找到有草的地方才能放牧，发展他们的事业。而巨
型对撞机全世界只有一台。

详见第6版

4 月中旬，《人民日报》评论版刊发文章
《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指出：“徽州”（今黄
山市）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接着发起“黄山市恢复老
名字徽州，你支持吗？”的网络投票。之后，陕
西官方媒体西部网紧接着通过官方微博发
起投票“西安要不要恢复长安”。

一时间，地名“复古”的讨论成为了舆论
热点，而这轮地名恢复的呼声高涨是有契机
的。3 月 22 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加强地名文化
保护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视频会议，
对地名文化保护和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这次会议的亮点之一，就
是指出了地名频繁更换的症结所在，强调地
名的文化传承。

然而，地名保护不能靠一味“复古”，盲
目恢复古地名同样是一种更名运动，保护地
名文化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徽州”的文化内涵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会长刘
保全说，地名首先是语言词汇的组成部分，
因此也是一种语言文化形态。地名是因地命
名的专有名称，所以，地名语词的文化内涵
最先是揭示了它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位置
和范围。同时，它的内涵还包括了音、形、义，
如果进一步挖掘，还可以揭示地名的语源：
地名语词来自什么语种和地名的命名缘由。

他举例道，从古代探究地名语源的著作
中可以看到，我国很多地域的命名是与人们
生活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如以地理方位
命名的“陕西”“河北”“洛阳”，以地形特征命
名的“井陉”“赤峰”“葫芦岛”，以山水命名的

“鞍山”“黑龙江”“涞水”……还有许多则取
决于历史的缘由，比如“广州”是三国吴黄武
五年从交州分置的，因交州治所名广信，故
取名广州。

“除此之外，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
历史进程、地理环境和乡土风情等构成的文
化内涵更加丰富。”刘保全说，这才是地名语
词形成和生存的环境、土壤，它们影响着该
地域地名群的形成、采词和演变的规律和特
征，可以造就一方地名文化景观。

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徽州”，就会发
现，它既具有地名文化的基本内涵，又有非
常丰富的文化外延。据《黄山年鉴》介绍，徽
州名称的由来，不仅因为绩溪有徽岭、徽溪，
根据“徽”字的本意“绳索”“捆绑”，还表达了
宋王朝企望对这片土地加强约束和统治。从
此，这一名称延续了近 800 年没有变更。

在刘保全看来，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历
史文化积淀中，这一名称已经成了具有广泛的
文化认同，亲和力非常强的文化符号。徽州一
带的文化基本都是以徽这个专名命名的，徽
学、徽商、徽剧、徽墨、徽菜、徽雕、徽派建筑、徽
派盆景等，且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而黄山是一处与原徽州仍有相当地理
距离的风景名胜，更无法承担起徽文化的载

体。他认为，改徽州为黄山市，等于切断了这
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脉络，尤其对热爱徽文化
的人而言是一种遗憾。当然，是否恢复徽州
这一名称，除了考虑文化传承的因素，也还
需要进行全面、综合的科学评估。

老地名为何被随意更改

然而，历史上因更改地名而留下的遗憾
时有发生。

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配合文字改
革，以及此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外，刘保全表
示，主要还是在城市化建设、资源开发和环
境整治中，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对地名文化
缺乏认知，从而使古老地名随意更改和废止
的现象屡禁不止。比如，河北省完县为金代
所置完州，以“山川完美、坚固”之意而得名，
但在 1993 年，只是因为外商认为“完”是“完
蛋”之意，不予以投资，才更名顺平县。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也指出，
还有为了开发旅游，将辖境内某一著名旅游
点的名称取代整个行政区域，其中最遭人诟
病的就是黄山市的命名。再者，有的地方之
间为争夺历史上的名人、名山、名水、名物资
源，而抢先改名，形成既成事实。

最让他感到荒唐的是，类似为避谐音
“落马”将“骆马湖”改为“上马湖”的行为，以
及城市中充斥的大量“威尼斯”“曼哈顿”这
样的“洋”地名。

而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副所长宋久成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名管
理法规滞后也是原因之一。

现行的《地名管理条例》于 1986 年颁布，
是计划经济背景下委员会管理体制的产物。

《地名管理条例》与当时的管理主体———中国
地名委员会相配套，在推进我国地名标准化
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30 年来，地名管
理工作的外部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内容和
工作机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的《条
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地名管理
工作中法律依据不足，管理手段单一，是出
现个别地方更名欠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刘保全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从 21 世纪初起，社会对传统文化缺乏自信
和自觉的局面开始转变，地方对地名文化保
护有了意识，主管部门的把关也更严格，再
加上专家论证的参与，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
相对减少。

宋久成也希望能从修订 《地名管理条
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地名管理提
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使地名管理工作始终
运行在法治轨道上。

“复古”也是一场更名运动

不容忽视的是，因为地名的历史和文化
价值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重视，有些地区在
保护和传承地名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复古”
倾向。

但刘保全坚持的观点是，“绝不能用一
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必须具体问题具体
对待。盲目恢复古地名同样是一种更名运
动，容易引起混乱。特别是大的地名，一定要
保持稳定。”

宋久成也表示，提倡和保护地名文化的
初衷，是引起全社会对地名文化的重视和珍
惜，实现地名的相对稳定，是否要恢复历史
时期地名时也应遵循一些原则。

一方面是资源吻合。比如因行政区划的
调整，出现两个行政区合并时，如果需要采
用历史时期的地名，尽可能做到历史地名与
当前行政区域相对吻合，尽量不要“大材小
用”，也不要“小材大用”。这样做，既有利于
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也可以减少和
避免不同地区对该地名的争议；同时，接近
源点。要使用的历史时期地名的文化源点，
与当前政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尽可能接近或
重合，避免争议。

从这个角度看，葛剑雄认为，将西安改
名长安并不合适。长安作为首都而存在的历
史到唐朝就已经结束了。今天西安市的行政
区划范围早已不是当年的长安城，而是要大
得多。而长安作为西安过去的一个县名，现
在的一个区名，并没有消失。如果再考虑到
一个大型省会城市更改名称所带来的高昂
成本，这项更名提议并不科学。

“事实上，西安本身不属于失败的命名，
长久以来，当地人对于该地名也已经逐渐认
同，并且在国内和国际都有了相当的认知
度，这样的地名也就没有必要再改回去了。”
刘保全说。

如何保护地名文化遗产

刘保全在采访中强调，地名保护的原则
其实是着重保护还没有被更改过的地名，这
是符合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原则
的———保护活着的。落实到《地名管理条例》，
就是“保持地名相对稳定”，对于“可改可不
改”“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一定不要更
改。实在需要更改的，必须经过充分的专家论
证，遵循地名命名的规则，慎之又慎。

作为由联合国决议产生的民族文化遗
产，国际上许多国家把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作为国家地名科研与地名工作的重要内
容，也给了国内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
工作很多借鉴。

比如，荷兰建立了历史地名数据库，以保
护和研究地名文化遗产；北欧一些国家大力
开展地名文化宣传、保护活动，登记公布优秀
传统地名、绘制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地图等。还
有一些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对地名文化进行保
护，如瑞典在修订《遗产保护法》时增加了保
护地名的内容，国家遗产保护委员会还专门
制作了《地名与遗产保护法：良好地名做法的
解释与应用》，向地方和地区部门宣传等。

因此，宋久成在采访中表示，首先要站
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认识和推进中
国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地名文化遗产
数据库，建立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制
度，健全地名文化评价标准体系，使地名文
化遗产得到分类、分级和分层保护；当前，结
合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深入做好地名文化
普查挖掘、宣传保护等工作，将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纳入国家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尤
为重要的是，要把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
名法制建设的范畴，为地名文化的保护、传
承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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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化兰：独立不倚卓尔不群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素有“女性诺贝尔

奖”之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给陈化兰撰写的颁奖
词中写道：她对禽流感病毒所做的杰出生物学研究，
使我们可以开发和应用有效疫苗。

详见第2版

对付天敌 蜜蜂有防御信号
科学家发现，在遇到天敌入侵时，蜜蜂有独特的防

御信号，一面提醒同伴，一面向敌人发出警告。

详见第4版

越来越多的疫苗走进生活
4 月 24~30 日是世界免疫周，世卫组织将今年的

主题定为：弥合免疫差距———人人终生获得免疫服务。
世界免疫周自开设以来，其目的就是促进疫苗使用，使
所有年龄组人群得到保护，防患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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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复古”，保护还是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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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漫谈

记得以前有句挖苦没钱帅哥的流行语
叫：“长得帅有用吗，能当卡刷吗？”

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人说这句话，颜值
当道的年代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颜值高，
确实能当卡刷。

所有人都不吝于表达自己对于美丽异
性的欣赏———男性喜欢肤白貌美腿长胸大，
女性喜欢帅气肌肉长腿“欧巴”。得益于女
性先天弱势的身份，不少网红甚至赤裸裸地
表达欲望，甚至诸如“睡 XXX”的热门话题
标签也是偶有出现。

所有妹子都在减肥、健身，流传于她们
之中的一句秘语是：“外表不够美，心灵再美
有神马用，男神并不会掀开你的肉体先看看
你的灵魂和内心。”

喜欢美好的事物是人类的本性。不久
前结束的大热韩剧《太阳的后裔》，剧情上
从中段开始就滑落向不可挽回的深渊，如
果没有宋仲基和宋慧乔的高颜值，以及二
人成功的人物设计，那估计收视率是妥妥
地掉下去。

相较之下，另外一部同时间段对打的
剧集《Signal》则是完全以烧脑剧情取胜。
颜值虽然也不低，但是没什么人气的男女
主演，讲述了现在的刑警朴海英和过去的
刑警李材韩通过老式对讲机，穿越时空进
行连接，并在过程中破获了一些长期未结
案件的故事。

这两部剧集都取得了成功，观众群取
向非常不同。也有不少人问过笔者为何还
不弃剧《太阳的后裔》，毕竟剧情已经跌入
深谷无法挽救，笔者的回答是“就是要看
颜啊，工作已经够烧脑的了，看看不动脑
子的美景、美人也是不错嘛，当然音乐也
是蛮好听的”。而喜爱《Signal》的观众群体
则更喜欢看剧的时候进行脑力劳动，跟着
剧情跌宕起伏。

相较之下，《太阳的后裔》有一种“大路
货”之感，《Signal》则是一种高级感。相较颜
值，智慧和知识的魅力也正在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关注和认可。毕竟，宋仲基高颜值、

多肌肉的同时，也是位不折
不扣的“学霸”。男神又帅
又聪明，应该没有哪个妹子
能抵挡得住吧。

说到这里，笔者很想
“安利”一个词汇，叫作“脑
性男”，当然也有“脑性女”。
这个词语来自韩国一档智
力问答类节目《大脑性感时
代———问题型男人》。6 个
身份各不相同的男人齐聚
一堂，回答不同国家不同领
域的题目，邀请不同的嘉
宾，有偶像、独立音乐人、演
员、主持人等，一起来进行
头脑风暴。制作团队决不
放水，一道题解个两三个小
时也是常事儿。

这样一档看上去完全
没有收视点的节目，竟然在
激烈的周日档激烈的综艺
竞争中活了下来，而且收视
率非常喜人。6 位固定班底
都表示始料未及，最初开始
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概两
三个月就会结束的节目。
而事实是这档节目不仅生
存得很好，已经过完了一
周岁生日，而且真正让大众
认识到了大脑的性感之美，
刮起了一股风潮：“脑性男”

“脑性女”成为热门词汇，一
大批聪明的演艺人开始变
得火红；颜值之外，大家开
始看重知识和智慧。

其中不乏颜值较低人
士，但魅力完全不输。智慧
之美，大脑之性感，反倒更加突出。

颜值当道的时代，只看颜值，显然已经
OUT，不够高级；记得要看大脑，聪慧的大
脑，才足够性感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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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农民工总量 2.77 亿人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2015 年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根据抽样调查结
果，2015 年农民工总量为 27747 万人，比上
年增加 352 万人，增长 1.3%。2011 年以来农
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

从农民工构成看，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

总量的 39.2%，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
分点。从输出地看，中部地区农民工增长速度
分别比东部、西部地区高 0.8 和 0.4 个百分点。

在农民工基本特征方面表现为：女性农
民工比例有所提高，青壮年农民工比重继续
下降，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近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
国粮食供求依然处于紧平衡状态，全国粮
食库存居历史最高点，其中 1/6 的粮食储
存在简易仓囤。

到今年 4 月底，2015 年度秋粮收购期结
束，预计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 4780 亿
斤，比上年多收购 720 亿斤；其中政策性粮食
收储 3100 亿斤，比上年多收购 820 亿斤。5

月下旬开始，夏粮收购就要全面展开，预计今
年夏粮收购总量将在 1600 亿斤以上。

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
二连增”，但我国的粮食需求也在同步增长。
任正晓说，这 12 年中有 10 年不能够实现当
年粮食产需平衡，出现了产需缺口，平均年
均产需缺口达到 198 亿斤。“这也表明了在
连续 12 年增产的条件下，我国粮食产需依
然处于紧平衡的状态。”

全国粮食库存历史最高

全国一季度个人房贷增 1万亿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季报显示，一

季度房地产类贷款增速突出。个人购房贷
款余额达 15.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5%，一
季度增加 1 万亿元，同比多增 4309 亿元。
个人房贷被指为房价暴涨的“推手”。

3 月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当月 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涨价的有 62

个，南京、厦门、杭州和合肥等地的同比涨幅
均接近或超过北京。一季度贷款量的增加
主要出自房地产行业。可以说，一季度贷款
的 1/3 流向了房地产，1/5 流向了个人购房
贷款。再加上首付贷等民间资本，一季度流
向个人住房信贷的资金有可能达 3 万亿元
左右。

征收拆迁类信访占比 20.8%居首
近日，国家信访局召开有关信访积案

化解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前一阶段全国
各地化解信访积案的情况。截至 4 月 25
日，各地共梳理排查的信访积案中，征收拆
迁占比 20.8%排在首位。

据介绍，今年年初国家信访局印发了
《关于开展化解信访积案集中攻坚的通
知》，各地按照要求上报了工作方案。截至 4

月 25 日，各地共梳理排查的信访积案中，省
级占 41.4%，市级占 23.7%，县级占 34.9%。
从信访形式看，来信占 19%，来访占 57.5%，
网上投诉占 23.5%。从问题分类看，数量较
多、排在前五位的是：征收拆迁、劳动社保、
农业农村、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问题，分别
占 20.8%、17.3%、13.5%、10%、2.3%。

栏目主持：李西米

地名保护不能靠一味“复古”，盲目恢复古地名同样是一种更名运动，保护地名文化不能用一种
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休刊启事
根据出版计划，本报于 5 月 2 日休刊。敬请

留意。祝广大读者五一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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