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
办

2017年6月23日 星期五
总第 期 今日 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 邮发代号：1-82

新浪：http://weibo.com/kexuebao
腾讯：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

CHINA SCIENCE DAILY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扫二维码 医问医答扫二维码 科学周末

看点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国家标准发布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 20 日联合发布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这
是保障公共服务领域英文翻译和书写质量的基
础性标准。

标准规定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的普遍
性原则和要求；交通、旅游、文化、娱乐、体育、教
育、医疗卫生、邮政等 13 个服务领域英文译写的
原则、方法和要求，并为各领域常用的公共服务
信息提供了规范译文。

标准规定，公共服务领域应当针对实际需要
使用英文，不应过度使用英文，译写时应通俗易
懂，便于理解，避免使用生僻的词语和表达方法；
译写应用语文明，不得出现有损我国和他国形象
或有伤民族感情的词语，也不得使用带有歧视色
彩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译法。该标准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全国 338 个城市水环境质量将排名

环保部日前正式印发实施《城市地表水环境
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试行）》，这意味着水环境质
量排行榜将在不久的将来与公众见面。

环保部将对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水
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每年进行 4 次排名，即第一
季度、上半年、1—9 月及全年，分别于 4 月、7 月、
10 月及次年 1 月公布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好、较
差的 10 个城市及水质改善、恶化程度相对较大
的 10 个城市名单。

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包括两部分：一
是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反映的是城

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可作为评价城市地表
水环境质量优劣的依据。

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按照城市
水质指数(CWQI)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名
越靠前说明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越好。二
是城市地表水水质变化程度排名，反映各地水
污染治理的成效，排名基于城市水质指数变化
程度，排名越靠前说明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改
善程度越高。

我国将创建 100 个
稻渔综合种养“国标区”

从今年开始，农业部将用三年时间创建 100
个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力争将全国稻渔
综合种养面积达到 3000 万亩以上。

据了解，稻渔综合种养作为一种高效、生态
环保的新技术，在我国已推广 10 年，正被各地广
泛接受，这种技术的参与让稻田效益大幅提升。
湖北农业部门实地测产验收表明，稻渔综合种养
的效益是稻田单作的 3 至 10 倍。

目前农业部已启动相关工作，并公布了相关
标准，要求示范区周边无工业污染源，近 5 年
没有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近 3 年没有发生水稻和水产品重大质量安全
事件；种养区土壤环境质量要达到二类以上、
水质达到三类以上标准；比如平原地区需集中
连片，面积达到 3000 亩以上，水稻亩平不低于
500 公斤，沟坑面积不能超过总面积的 10％，
化肥、农药用量需比水稻单作减少 50％以上，
亩均利润要比水稻单作提高一倍以上，且亩均
增加利润不低于 2000 元等。

苏州纳米所入选国家第二批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6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第二
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17〕54 号），苏州纳米所作为江苏省唯一的科
研院所入选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作为院地共建的创新型研究机构，苏州纳米
所在建所之初即确立了“致力纳米科技创新，引
领新兴产业发展”的建所理念。经过 10 年的创新
发展，研究所基本形成了由新材料、纳米器件及
应用、纳米生物医学、纳米仿生等研究方向组成
应用基础研究体系，由纳米纤维与薄膜中心、
GaN 衬底开发中心等工程中心组成产业研究与
推广体系，由纳米加工平台、测试分析平台、纳米
生化平台等向社会全面开放的公共服务平台构
成的技术支撑体系，成为苏州纳米产业发展的技
术策源地。在院地双方的大力支持下，十年来，苏
州纳米所累计引进培育了 300 余家高新技术企
业，纳米技术公共平台服务企业超过 1000 余家，
培训人员达 1.4 万人次，为苏州纳米技术产业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获批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将进一步激发苏
州纳米所的创新创业活力，也为苏州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苏州纳米所高度重
视，已成立推进“双创”工作领导小组，完善组
织体系，加快双创各要素集聚，优化双创生态
系统，进一步聚焦苏州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借
力江苏、苏州产业资源、政策资源，聚集创新要
素，提升苏州产业层次，服务城市转型升级，打造

“硅谷式”的一流双创服务体系，为“两聚一高”工
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周天整理）

最近，河南驻马店一名女子在斑马线上
被行车撞倒，后遭二次碾轧的新闻受到了许
多公众的关注。实际上，被称为“生命线”的
斑马线没能给行人一个安全的空间，在国内
一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据公安部交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
行人的交通事故 1.4 万起，造成 3898 人死
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
了总量的 90%。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机动
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
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但对很
多司机来说，这只是交规的考试内容而已。

归根结底，国内机动车司机主动避让行
人意识不足，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把行
人当做是和自己一样的交通对象对待，而不
认为行人在道路中其实是弱势群体。

而真正考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常常
是它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一
方面是要求司机文明礼让，可在现实中，这
种自觉的养成首先需要依靠制度设计。

既然行人在道路上是弱势一方，尤其是
在步行人数较多的地方，相关部门是否制订
了向行人倾斜的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目标
和计划。比如，增加人行横道的绿灯时长；扩
充按钮式信号灯；在没有红绿灯设置的斑马

线地点也有显眼的指示装置；在一些没有信
号灯的路口，给司机设置停止线，要求其必
须停下，先观察路口情况等等。在美国和日
本，“停一停”的指示设置，为交通事故的下
降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因此，对弱势群体做出特别保护不能仅
仅停留在倡议和笼统的规定上，而是必须在
制度和管理层面真正做到科学化、人性化和
精细化。

除此之外，像新加坡这样以严厉的处罚
制度闻名的社会，事实上也提供了解决文明
缺失问题最有效的一种方法———让每一个
不遵守规则的人付出最昂贵的代价。

它的前提是有严格细致的法律条文明
确规定处罚的规则，它不能只针对机动车司
机，还得包括行人的行为。在新加坡，行人闯
红灯同样属于违法行为，有从罚款、强制教
育到监禁等不同程度的处罚内容。

重罚之下必有成效，酒驾查处就是国内
最好的例子。目前，北京地区已经开展了路
口秩序环境综合治理，规定机动车遇人行横
道不避让行人，将罚款 200 元、记 3 分。类似
的举措在成都、杭州、深圳也已经纷纷施行。
如果我们还无法让人性都能产生尊重和保
护弱者的自觉，那么让那些道路“霸主”有足
够的畏惧，不敢轻易突破规则，就是对他们
最好的约束。

文明礼让 制度先行
■胡珉琦

周末聊吧

大数据 诗访古

大数据与文学，一个是理性工具，一个是感
性思维，看起来似乎不沾边。但如今，二者的联系
却日渐紧密起来，也由此引发了不少争议。

谁是最爱往外跑的诗人？

唐宋时期最爱往外跑的诗人是谁？答案可
能是苏轼。

打开“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点击苏轼的名
字，地图上立刻显示出密密麻麻的足迹，西到
雅安，东到蓬莱、青浦，北到定州，南到海南南
部的陵水。从青年时代开始，苏轼的脚步就一
直没停过，在他 58 岁那年甚至一口气走了 31
个地方，堪称中国古代一股“行走的力量”。

“苏轼一生的轨迹信息高达近万条，遍布
全国各地，是我们录入信息最多的一位唐宋诗
人。”“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建立者、中南民族
大学教授王兆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在今年 3 月上线，是
王兆鹏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宋文
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的一个研究成果。这个

电子地图的形成花费了五年的时间，100 多人
的团队参与其中，负责数据的整理编写，融合
了地理信息系统、测绘、计算机、文学等多个领
域的内容。

目前，这份地图已录入了 100 多位唐宋诗
人的行迹信息，范围北至蒙古乌兰巴托，南至
越南清化。点击任何一位诗人的名字，地图上
就会出现他一生的行走路线图，再点击任一地
点，这位诗人在此创作的诗歌作品就会展示出
来。如以地点或年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则会
看到某地在某个时间段共有多少位诗人来过、
留下了哪些作品。于是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
到，李白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
托克马克市），王维出生于晋中，12 岁的孟浩然
在襄阳居乡读书，45 岁的宋之问则从郑州来到
洛阳又到西安，写下了多首诗作。“这张地图的
最大亮点就是打通了时空维度。”王兆鹏说。

地图上线后，火爆程度让王兆鹏大吃一
惊，他没想到这样一份文学地图引起了大众这
么多关注。“本来项目是年底结题，我们还没着
急，没想到一下子火了，上线第一天的点击量
超过了 100 万，两天就到了 220 万。大家一直
在问，为什么没有某某诗人，所以我们现在必
须要加班加点，尽快将所有诗人的信息传上
去。”王兆鹏说。

用大量数据来展现唐宋诗人的故事，不仅
有文学专业的教授在做。今年 3 月，一篇名为

《计算机告诉你，唐朝诗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样的？》的文章刷爆朋友圈，很快达到了 10 万
+ 的阅读量。这篇文章来自一位普通的程序员

“前进四先生”之手，发布于他的个人微信公众
号“前进日志”中。

在对四万多首唐诗进行了数据整理后，
“前进四先生”发现在唐朝，两位关系最好的诗
人不是李白和杜甫，也不是白居易和元稹，而
是陆龟蒙和皮日休。这两位诗人互相提到对方
的次数都在百次以上，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本
唱和诗集《松陵集》也是他俩的作品。从排名前
30 的引用关系来看，白居易绝对是唐朝诗人朋
友圈中的明星。

大数据与小阅读

用数据统计的方法来做文学研究，王兆鹏
早在 1992 年就开始了。“当时我是系里主管研
究生工作的副主任，偶然一次机会在杂志上看
到一篇定量分析研究生学位教育的文章，我就
想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能不能也用定量分析的
方法来做。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宋代词人历

史地位的分析》，就是用量化数据来描述词人
的地位，比如什么叫地位很高、比较高或一般。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王兆
鹏介绍说。

在国外，也有展现中国历代人物生平资料
的数据库，比如由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台湾

“中研院”合作开发的 CBDB 数据库，通过字
号、亲属关系、生卒年份等数据，展现人物的社
会关系网。

对于大数据手段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在华
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看来，使用电脑算法来分
析文本，不是让电脑复制人脑的功能，或者更大
规模地完成人脑擅长的任务。人脑和电脑在阅读
文本的时候所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读
出来的东西也可能截然不同。不过人脑和电脑在
阅读阐释文字的时候也往往可以互为体用、互补
短长，文学大数据分析和学者个人的“小阅读”之
间存在着许多交融和合作的可能。正因为如此，
借助电脑进行文本分析是近年来不断升温的

“数字人文”的一个重要分支。
几年前，王兆鹏利用数据分析进行过另一项

研究———唐诗宋词排行榜，曾招来过不少争议。
2011 年，王兆鹏出版了 《唐诗排行榜》一

书，运用统计学方法得出了唐诗前 100 名排行
榜，排在榜首的是崔颢的《黄鹤楼》，其次是王之
涣的《凉州词》、杜甫的《登高》、王之涣的《登鹳雀
楼》和张继《枫桥夜泊》等，被大众熟知的陈子昂
的《登幽州台歌》等诗作则名落孙山。2012 年，他
又出版了《宋词排行榜》，将《念奴娇·赤壁怀
古》列为宋词第一名。

“这是通过对历代选本、评点、论文、网络
链接总数等指标综合计算而来的。”王兆鹏说，
自己的数据采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作家数
据，包括生卒年月、创作起始时间、出生地、去
世地、活动地点和在社会上扮演的身份等；二
是作品数据，即作品的分类、版本、编年、系地
等；三是读者数据，包括普通型读者、专家型读
者和作家型读者三项。

两本书出版后，立刻有人质疑：“对古典文
学的艺术鉴赏也能列排行榜？”“甚至有人说，
是不是因为你是湖北人，所以把唐诗宋词第一
名都给了写湖北的？”王兆鹏说。但在他看来，
这两个排行榜是将现代科学手段引入到古典
文学作品的研究赏析中的尝试，是严肃的学术
研究。“而且，我评价的不是一首诗的好坏，而
是评价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安鸿志看来，“影响力”仍然是个模糊的
指标。“要给唐诗宋词做排名，目的不同，指标

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会截然不同。如果我
们要办的是跑步比赛，首先就要确定跑一万米
还是一百米，男子还是女子，个人还是接力，一
旦确立指标，比如男性 100 米个人短跑，那么
世界第一就是唯一解。可是对于唐诗宋词，会
有唯一解吗？同样是看影响力，如果指标是‘哪
首唐诗被现代人记住的最多’，那有可能是《静
夜思》；如果把指标设为‘哪些诗句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频率最高’，答案又可能会是‘粒粒皆辛
苦’。话说回来，没有唯一解就不能去研究吗？”
安鸿志说，“当然也不是，这项研究是有价值
的。但你要承认，指标不唯一，得出的结论也不
唯一，这才是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结论。”

正确利用大数据技术

在王兆鹏看来，哪首诗词排第一名倒也在
其次，这些诗词为何能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
熟知，这其中有何传播规律，更能引起他的兴
趣。“比如，除了诗本身之外，故事对作品的
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助推力。”王兆鹏解释说，

“崔颢的《黄鹤楼》在古代非常有名，为什么？一
个重要原因是李白很欣赏。李白到黄鹤楼后想
写一首诗，后来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便搁
笔未写。这在宋代还成了一句俗语‘莫因崔颢
不题诗’。所以历代唐诗选本，没有不选《黄鹤
楼》的。王之涣的《凉州词》也有‘旗亭画壁’的
故事流传至今。”

此外，这些唐诗宋词大数据还能告诉我们
一些其他的信息。“一般认为，北宋王朝的毁灭
代表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真正分野。但
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诗坛重心的
南移始于晚唐五代，完成于北宋。唐宋诗歌版
图南移的时间和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并
不完全一致，这打破了我们一些固有观点。”王

兆鹏说。
通过数据整理，王兆鹏还统计出，唐宋诗

人创作的优秀作品大多是在落后地区完成的，
在失意受贬谪的地区更可能诞生名篇。“而且优
秀作品的作者大多不是本地人。比如黄州、惠州
打名片爱说苏轼，可苏轼是四川人；写黄鹤楼那
么多名篇，可没有一个人是湖北人写的。”

王兆鹏正在做着更多探索。他计划将更多
历史信息融入到现有的电子地图中去，比如某
年哪些人中了进士、哪些人做了官、他们之间
有何相互影响等。“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我们观
察文学、思考文学的方式。以前由于纸本的局
限，我们每次只能看一位人物或一个时期。现
在利用信息技术，我们可以把大大小小的人物
同时放在一个舞台上，就像把树与树之间隔着
的围墙打破后展现出一片森林一样，把历史的
一个个横截面完整地呈现出来。”

“大数据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
种工具，给我们带来的进步是难以想象的。从
研究者的角度来说，以前我们要到图书馆去查
阅很多资料，现在只要坐在屋子里，摆上一台
电脑，连接上网络，海量的资料就送到了眼
前。”安鸿志说，“大数据资料既可影印，又可编
辑，我们可以从中查询关键词，提取信息，进而
进行修改、识别、对比。大数据技术是时代的象
征，各行各业都要适应这个潮流，在文史哲研
究领域当然也是如此。”

安鸿志同时也强调，大数据技术是客观
的，但一旦有人使用它达到某种目的、得出某
种结论时，就有了主观性，涉及到方法、目的以
及表达等问题。“在这个时代，谁往大数据库中

‘增砖添瓦’都是一种贡献，但对得出的结论要
慎重。你也可以对某位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提出
质疑，但不能将其归罪于大数据技术。这两件
事情要分清。”

蒋志海制图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