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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悼念霍金

姻严加安

顽疾缠身陷阱渊，非凡毅力克熬煎。
时间有始无从逆，宇宙开端瞬爆燃。
黑洞涟漪飞量子，光阴荏苒止于玄。
成功励志名天下，著述留存后学研。

七绝
喜获登义学友赠书

《勇探三极》
姻颜基义

雪山冷月探崖人，三极惊高渡险身。
勇智非凡才与气，文章令我又青春。

注：该书传主高登义先生是我国攀登地
球三极险地第一人。

七律
忆周总理

姻余德浩

翔宇初心国是家，追求真理走天涯。
读书立下凌云志，浴血浇开革命花。
铁手奠基新世界，醒狮崛起大中华。
小康盛世如君愿，喜泪清风化彩霞。

七绝
咏蒹葭
姻白彤霞

寒塘漠漠伴栖鸦，掩映渔灯月笼沙。
漫道秋深悲逝水，生机一片在蒹葭。

鹧鸪天·同窗聚会（新韵）
姻刘纪亮

毕业同窗隐影踪，江湖闯荡各西东。
常思切切童心语，难忘惓惓发小情。
分手后，盼重逢，古稀相见泪珠盈。
惜别母校风华茂，聚会金霞夕照红。

浪淘沙·灯火
姻宋毅

灯火夜朦胧，缕缕清风。
珠帘丽影绣芙蓉。

心悸万般终不倦，学海诗丛。
花落惜残红，思绪无穷。

音尘聚散任西东。
晚照闲庭萧瑟美，信步从容。

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牛
姻刘子英

春华秋月催人老，凡事凝眸好。
每天快走势如风，舒畅心情妙在不言中。

健康体魄豪情在，只是容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牛？

年逾古稀锻炼未停留。

书话岁月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称，2017 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创新水
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我国科技创新持续发力，
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

此前，科技部原部长万钢也表示：“目前我国科
技创新水平正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进入三跑并
存、领跑并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在若干重要
领域开始成为全球创新引领者。”

这些评价是自我评价，既不失自信，也比较客
观。不过，评价科技成果和水平有多样化的标准，如何
应用这些标准进行评价既有角度和立场问题，也涉及
客观和理性问题，最终也关乎评价是否客观和令人信
服，因此评价科技成果和水平其实是一门大学问。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于
2017 年 8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剖析了中国近 10 年的
创新水平。这份名为《科技胖龙———中国创新力基准
报告》的文章指出，尽管过去 10 年中国的创新力正在
逐年增加，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分隔开来，但
是中国仍然与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有差距。

评价理由，其一，尽管中国在研发上投入了巨额
资金，但是 85%的资金都集中在开发上。2015 年中国
2090 亿元的研发资金只有 5%用于基础研究，10.8%
用于应用科学研究，84.2%的资金都投向了已有技术
的商业开发。

其二，中国的专利创新不多，效率不高。尽管在
2015 年，中国国内有高达 280 万个专利申请，但只有
21%批准的专利是创新专利，其他均为设计专利，后
者需要的审查远远不如创新专利。同时，2015 年，中
国专利创造的收入为 17.5 亿美元，但美国在 2012 年

（目前能得到的最新数据）专利创造的收入为 1152 亿
美元，差距甚远。

由于创新的效率不高，投资消化力、动能的不
足，作者称中国为“科技胖龙”。

这种对中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评价如同泼
冷水，甚至会让人联想到动机论和酸葡萄心理，因为
特朗普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其前任
奥巴马曾称中国是“战略伙伴”。尽管如此，还是要看
到中国飞跃发展之下的一些问题。

专利创新其实就是科研成果转化。向来就有一
种说法认为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这个说法来
源于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在
2013～2014 中国经济年会上的发言，称中国的科技
成果转化率仅为 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 40%的水
平。此外，也有引述称，“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科技
成果转化率只有 15%”。

但也有人不认同。首先，世界银行从来没有开展过
国家层面科技成果转化率统计和国际比较，也没有公
布过此类数据。其次，清华大学陈劲教授团队在 2015
年对全国 682 所高校进行专项问卷调查测算得出，“高
校近 5 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估值为 17.6%”。

不过，更多的专家和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科技
成果转化率”是多少、如何计算等现在还没有统一的
计算口径，也难以计算。还有人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率
这个评价指标意义不大，因为，“成果”和“转化”的标
准比较模糊，而且统计周期难以确定。

还有意见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率最权威的统计
部门应该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因为成果转化率就是知
识产权交易率。所以应当由知识产权局统计专利交易
数据，并估算转化率。

但不管怎样，基础研究的投入低是无法否认的
事实，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基础研究这个强大的基
石，后续的创新能力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的自然科学成果极少获得诺贝尔奖是另一
个证明，因为诺贝尔奖就是主要奖给基础研究的。

飞沿走笔

令人遐想的直布罗陀
姻金涛

评价科技成果的标准
姻张田勘

【这种对中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
评价如同泼冷水，甚至会让人联想到动机论
和酸葡萄心理。】

【《卢娜·贝纳莫尔》故事本身并不复
杂，为了烘托故事发生的背景，作家异乎寻
常地在短篇小说相对狭窄的空间，以大量
笔墨描写了直布罗陀的地理环境。】

《美国科学家》杂志 2018 年 3—4 月
号 发 表 DAVID B. ALLISON,GREGO-
RY PAVELA 和 IVAN ORANSKY 合写
的 文 章 ，

（《理性质疑与非理性质疑》）。
质疑的展开和演化过程往往可分为

四个阶段，四种类型：理性质疑；不正当
地选择一种质疑立场；对前述不当选择
的谴责；对理性质疑者的谴责。前三者较
为人熟知，最后一种迄今讨论较少。

首先是理性的、合理的质疑。质疑对
于知识进步的价值是人所共知的。例如，
正是对别人所做实验的严格性和证据力
的质疑，才导致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
推翻了微生物自然发生说。

第二种情况，有人不正当地选择一
种质疑立场。质疑可能被滥用到不合适
的地步，连一些不容置疑的东西都要质
疑。例如，有人居然不承认地球有 45 亿
年的历史，只承认地球历史有 6000 年；
有人质疑物种进化；有人不承认吸烟会
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有人质疑，至少部
分地由于人类活动，全球气候总体上正
在变暖，等等。

第三种情况，是对非理性质疑的正
当谴责。这种谴责总体上说是有利于科
学事业，也有利于社会的。不过，谴责者
经常搞人身批判，将非理性质疑者说成
是“无视事实者”、某某利益集团的“托”、
不正常的“边缘人”，等等。这种扣帽子的
做法也许是有效的论辩工具，但从长期
来看并非好事，因为你的手法和你的谴
责对象的手法如出一辙，你把自己降低
到他们那个层次去了。

最后，一个周期又转回来了。有些人
不适当地选择了其他人用以谴责非理性
质疑的手法，开始从根本上谴责理性质
疑本身。比如，秉持某些特定政治观点的
人也许声称一些质疑是没有道理的，而
其实那些质疑是很有道理的。有一种所
谓高德温法则（Godwin’s Law）的说法，
意思是：“在互联网论坛上的辩论旷日持
久的情况下，某人将观点的对立方类比

为希特勒的概率将接近 100%。”连理性
质疑都成为谴责对象，相当于高德温法
则在科学界的翻版。这种对理性质疑的
质疑和否定若得势，科学家就可能不愿
意去核实自己或其他人科研成果的可重
复性，那对科学事业是非常不利的。

科学怀疑应延伸到科学家自身的工
作致。有时候，科学家的这种自我规制可
能导最痛苦的结果———撤稿。发现错误
后主动撤稿的行为应该受到赞扬，但是，
撤稿现象可能成为另一些人的武器。他
们借此声称，所有科研工作都有深刻的
缺陷。一个科学家出于科学的严谨性主
动撤稿，有可能使自己所在的整个研究
领域都受到怀疑。

我们如何做到既谴责非理性的质
疑，也谴责那些对表达了理性怀疑的科
学家大加挞伐的行为呢？关键是“理性”
二字，我们一定要抵制搞人身批判的冲
动，只专注于科学证据。如果证据是全面
的、可重复的、前后一致的，那么，拿出证
据就足够了。

如果公众和一些科学家不尊重知
识，不尊重重复性很好的研究结果，我们
可能就会觉得，这种非理性的质疑简直
就是公然罔顾事实，简直是不可理喻。但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应该将质
疑自身看作罪恶。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
校 James Weatherall 及 其 同 事 最 近 在
ArXiv 预印本文库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
指出，人身批判式论证对思维模式的影
响甚大，这种论证方式与基于对经验证
据的批评之论证方式同等程度地影响着
思维模式。所以，自觉抵制人身批判是不
容易的。有时候，科研人员会觉得，为了
自己信仰的崇高科学事业，考虑到人身
批判有较好的效果，那就搞人身批判吧。
如果这样，对立面肯定会加倍地“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还是对科学事
业不利。

19 世纪的法国科学巨人亨利·庞加
莱说过：“怀疑一切和相信一切是两桩同
等方便的解决方案，因为二者都是让我
们不动脑筋。”在中国，以上四类质疑行
为也是广泛存在的。要想建设创新型国
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我们就应该让越
来越多的人养成理性质疑的习惯，而坚
决拒斥人身批判。

坚持理性质疑
反对人身批判

姻武夷山

【关键是“理性”二字，我们一
定要抵制搞人身批判的冲动，只专
注于科学证据。】

1978 年 3 月 18 日，作为数学教师，我
正在重庆六中长寿分校乡下带学生劳动，
参加春耕，突然听到从田间的电线杆子上
悬挂的话匣子里传出了浓重的四川乡音：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我们
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的
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那是邓小平
的声音！那铿锵的话语如同阵阵春雷，震
撼了我的心灵, 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之
火。我预感到过去那些年来对知识分子的
不公正的待遇将一去不复返了，我幻想着
将会有更加光明美好的前途。

我满怀激动的心情继续听下去，才听
明白原来是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
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第一次。

接下来的十几天，我天天收听科学大
会的消息，特别是听到表彰了重大的科技
成果、先进的科技团队和个人，尤其是邓
小平接见了陈景润，真使我感到热血沸
腾。白天干农活已经很累了，晚上躺在床
上竟然还睁大双眼，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几天后，我收到妻子的来信。她是我
的中学同学，很了解我，她在信中就告诉
我说北京在开全国科学大会了，很重要
哟！又告诉我继 1977 年恢复高考，1978 年
又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她鼓励我报考
研究生，说我一定考得上。但我想，我是
1966 年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学
业荒废了十几年，根本考不上的，心里充
满了纠结，真是度日如年。

全国科学大会开了好长好长时间，整
整两个星期。3 月 31 日，大会闭幕了。郭
沫若的书面闭幕词最后说：“春分刚刚过
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
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
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
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诗一般
的语言在我的内心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我
决定要搏一搏，报考研究生。

我立即奔向码头买了一张船票，连夜
从长寿逆长江而上回到了重庆。

第二天，我就到重庆市招生办公室报
了名。当时把招生专业名录一大本翻了又
翻，看到中科院数学所、北大数学系，我根
本不敢报，于是报了这样三个志愿：四川
大学数学系、云南大学数学系、内蒙古大
学数学系。回来同妻子讲了，她瞪大了眼
睛：“川大在成都，你考上了我跟你去；云
南大学在昆明，是春城，我也跟你去；内蒙
古我不去，离婚！”

我报内蒙古大学是
保底，我怕考不上川大、
云大，但我更怕离婚。老
婆说：“有本事你报考中
国科学院，考上了，我跟
你上北京！”我有些犹
豫，她鼓励我：“根据我
对你的了解，你幼学底
子不错，大学四年你是
读完了的，你记性又好，
好好再准备准备，我看
你肯定考得上中国科学
院的！”听了老婆这番
话，我信心满满，回到招
生办，去翻中科院的招
生专业目录。突然，“自
然科学史研究所数学史
专业”映入了我的眼帘，
考试 科目 又 是 高 等 数
学、古汉语、中国通史之
类，真把我高兴坏了！因
为我喜欢数学，也喜欢
文史。于是我把报名志
愿改成了数学史，买来
了王力的《古代汉语》和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啃
了起来。

结果考得还不错，
得到北京复试的通知。记得大概是 1978
年 7、8 月份，天气热得很，我到了北京，同
刘钝等一道接受了严敦杰老师、杜石然老
师的面试。严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二
十四史》你都读过了吧？”“中学语文学过

《史记》的《陈涉世家》……”我照实回答，
老实得可爱。结果我和刘钝都被严敦杰、
杜石然老师录取了，可谓师出同门。你看，
考上中国科学院，进入科技史这个领域，
偶然吧？但偶然中有必然！真是够有戏剧
性的。

当年我们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刻苦
攻读学位的场景，正如同门师弟刘钝在一
篇回忆文章中所说：“1978 年那批人被戏称
为‘黄埔一期’。大家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丰
富的社会阅历，同时深感‘书生老去，机会
方来’，周边也没什么勾魂的东西，因此非
常用功。一位同门师兄现已成为家喻户晓
的科普明星，当时每晚抱着一摞线装的《九
章算术细草图说》到教室抢座，在一班献身

‘四个现代化’的同侪中分外抢眼。大家在
‘科学的春天’所染绿的空气中拼命苦读，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夺回逝去的青春。”

后来，刘钝和我分别担任了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我们“黄埔
一期”的同窗白春礼还是我们的院长哩，
真牛！

在
科
学
春
天
的
日
子
里

姻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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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墙上一幅山水的国画或者油画，常常会拉
近人与自然的距离，使人面对画中的山水产生神游
天地的愉悦之感。在世界的艺术画廊中，以大自然景
色为题材的画作很多，它们以各自风格，展现雄奇的
山岳、飘逸的湖光、壮阔的草原、野性的大漠，乃至一
块收获的农田、花园一隅的花木。有趣的是，文学家
虽是以描写人为己任，塑造性格各异的人物、描写人
的内心世界、揭示矛盾纠葛的世相，通常是小说的主
题，然而对于人物生存其间的环境、对大自然之美，
作家也同样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在许多小说中，作家用他的笔，深情地、细腻地、
立体地、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小说的地理环境，塑造了
独特的地方氛围，营造了区别于其他地域的风物特
色，有的更是将浸淫于头脑的、难以磨灭的故乡的印
象，浓缩于小说的环境描写之中，使之成为人物活动
的舞台，进而形成了作品的特定符号。因此，有不少
作家的小说，因为摄取了最为迷人的自然景色，又融
入当时当地的人文特色，于是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
情画：沈从文笔下边城凤凰的水色山光，汪曾祺的苏
北水乡泽国，孙犁白洋淀的芦苇荡，贾平凹的商州古
城老镇，川端康成的雪国山乡……作家对乡土山川
景物的艺术再现，也如风景画一样，寄寓了追求自然
美的浓浓乡愁啊。

在我看过的小说中（我看得小说不多，看完留下
印象的更少），西班牙著名作家伊巴涅斯（1867—

1928）的《卢娜·贝纳莫尔》（《卢娜·贝纳莫尔———伊
巴涅斯短篇小说选》，黄育馥、文平译，重庆出版社
1992 年 4 月）是极富特色的。这个精彩的短篇很像法
国斯汤达的风格，写一个前往澳洲赴任的年轻西班
牙外交官阿吉雷，在途经直布罗陀时，与美丽的犹太
姑娘卢娜·贝纳莫尔不期而遇的爱情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两人相识相恋，最终又因民族、宗教的樊篱和
世俗偏见不得不黯然分手。

扼守在直布罗陀海峡北岸的直布罗陀，是个战
略地位极其特殊的港口城市，面积不过区区 6 平方
公里。由于是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唯一通道，这个控
扼地中海咽喉的多山的台地，原属西班牙，后来被英
国占领，成为英军的海外领地（现已撤军）。隔海峡相
望，对岸是非洲的摩洛哥，往来很方便。正是这样的
地理因素和历史渊源，赋予了这个忙碌的港口城市
色彩斑斓的多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特色。

《卢娜·贝纳莫尔》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为了烘
托故事发生的背景，作家异乎寻常地在短篇小说相
对狭窄的空间，以大量笔墨描写了直布罗陀的地理
环境。在我看来，作家正是以地理环境的描写，间接
地透露了人世间的悲喜剧，往往逃不脱“上帝”的主
宰。这里所指的“上帝”，大体上包含着特定的地理环
境、历史的淀积、宗教信仰与不同民族间的纠葛，以
及现实的人际关系等因素的交织吧。古往今来，只不
过由于时空差异，表现形式有所区别而已。

“直布罗陀是个让人感到不协调和充满异国情
调的地方。一个不同人种和不同语言的混合体。……
站在峭壁一角，越过宽阔的蓝色直布罗陀湾远眺，海
岸上蜿蜒着玫瑰色的山脉，拉利内阿、圣罗克和阿尔
赫西拉斯的许多色彩鲜艳的居民点镶嵌其间———这
种鲜艳色彩便是安达卢西亚地区（属于西班牙南部的

区域）的城镇所特有的一种明快的白色。”“但是，坐落
在海湾周围的这片马蹄形的土地边缘的各个居民区，
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从塔里法角到直布罗陀大门，人
种是清一色的；人们说的是含有悦耳颤音的安达卢西
亚方言；宽边帽到处可见；妇女们披着齐胸的大面纱；
她们闪亮的头发上别着花朵。但是在海湾东部沿岸一
带的多山地区，山顶上却飘扬着英国旗帜。这里，不同
肤色的人混杂，语言五花八门，服饰各异：印度人、穆
斯林、英国人、希伯来人、西班牙走私者、身着红色外
衣的士兵、来自世界各国的船员等，都挤在这个要塞
的狭窄区域内，受着军事纪律的约束。他们注视着这
个国际性‘羊圈’的大门，随日出的信号开启，又在落
日的隆隆炮声中关闭。”这是一幅直布罗陀全貌的逼
真的鸟瞰，非常精确地刻画出它的特征。“这幅图画
由于其色彩和动势的混合而富有生气。”

《卢娜·贝纳莫尔》所提供的这个战略地位十分
险要的海港，比起一些地理书籍的介绍还要详细而
且具象。小说中描写热恋中的阿吉雷与犹太姑娘卢
娜·贝纳莫尔，双双来到偏僻的欧罗巴角的峭壁附
近，“这原始的峭壁具有一种原始的壮观。人是微不
足道的。在这里，大自然以其全部磅礴的气势，显示
出无限的威力”。接下来，作家对峭崖下面海浪冲击
岩岸卷起千堆雪，发出的震慑人心的怒吼，作了细致
的描写。“他俩默默无语，这里的寂静压倒了他们，使
他们由于一阵恐惧而依偎在一起。置身于这浩瀚的
空间之中，他们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无地自容，就像
埃及金字塔阴影下的两只蚂蚁。”

看到这里，你不难想象，这一对痴情男女的悲剧
结局，他们面对的世俗世界同样是具有“无限的威
力”啊！

令人遐想的直布罗陀……

【老婆说：“有本事你报考中
国科学院，考上了，我跟你上北
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