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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叫作《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的
历史剧在北京的西区剧场再次上演。

李鸿章、伊藤博文、出现在李鸿章梦境中的
曾国藩，全剧围绕这三位人物展开，重点演绎了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三次对话，时间分别是甲午
战争之前，《马关条约》签订前夕以及甲午战后。

李鸿章作为晚清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之
一，可谓盖棺而未定论，不过一个历史的进步
是，今天的中国人不再斥之为卖国贼，更多的
是同情和惋惜，同情其遭逢千年变局的不幸
际遇，惋惜其国士无双的杰出才能，就像百多
年前梁启超曾经说过的那样：“敬李鸿章之
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1874 年，日本首次侵犯台湾，当时国力尚
不足以与大清国抗衡的日本以失败告终，中国
的有识之士那时就看透了日本，有人在给朝廷
的上书中说：“日本近在肘腋，将永为中土之
患。”———不能不说，这句话至少预见了之后一
百年的历史。而这也是全剧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第一次对话的时代背景，令李鸿章扬扬自得的
无非是当时中国强大的海军，而这也是当时日
本最为忌惮的一股力量。李鸿章对于日本的全
盘西化政策颇有微词，认为大清国实行的“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才是最正确的。但伊藤博文
却认为，中国落后的制度导致中国必败于日
本。对于海军军费，李鸿章说大清国因为人多
花销也多，因此没有过多军费，而伊藤博文却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太
后担心李鸿章的北洋势力做大。

历史最终证明了伊藤博文的观点是正确
的，其实李鸿章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无

力改变而已。对于伊藤的话，笔者知道两个历
史细节，一个是醇亲王在 1891 年去世，失去了
这样一个有力的政治屏障，北洋水师的海军
军费也大幅缩减，终于在整体上落后于日本
的联合舰队。而在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也认
为被打残了的北洋水师是自己最后的政治资
本，所以采取了避战保船的策略，错失战机，
终于导致全军覆没。

第二次对话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惨淡的一
幕，根据今天留下来的记录，谈判中的双方形同
讨价还价的商人。根据张爱玲的说法，被日本浪
人打伤了的李鸿章还一直保留着那条沾着自己

鲜血的巾子，老太后知道后只说了一句话：“亏
他还想着这个。”李鸿章日后即便要在横滨换
船，也只是拖着老迈的身躯，冒着掉到海里的危
险，从一块跳板上换了船，兑现了自己永不再踏
上日本国土的誓言。

第三次对话是时过经年，当李鸿章再次面对
伊藤博文时，二人更多的是“朋友”而非敌人，他邀
请伊藤能够为中国的自强献计出力，伊藤终于毫
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中国人的思想太落后。”不论
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是否错误，也不管
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是否落后于日本，其实归根
结底是，李鸿章也好，清廷中的衮衮诸公也好，当
时的数万万中国人也好，他们头脑之中的思想，和
伊藤及其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治家相比，根本不在
一个段位上。曾国藩当年说：“用兵之道，在人而不
在器。”———其实何止是用兵之道。

民族兴衰都做明日黄花、家国荣辱皆为过
眼烟云，《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是一部殊堪玩
味的剧作，值得有识见的人细细品味。

叩问民族自强之道
———评历史剧《李鸿章对话伊藤博文》

么辰

明星字体成“练字神器”

求毛不易字帖，作为练字神器，近日在歌手
毛不易的粉丝群里很流行。“作为一个字控，非常
想要字帖”“我字好丑，无法在学生面前立足了”

“模仿毛老师字帖，感觉高考作文能多得两三
分”，粉丝通过微博表达自己的心声。

今年 1 月，毛不易宣布自己的手写字将纳入
字库，而网友们评价道，从毛不易晒出的字来看，
其字体有力道，也不乏清秀之风。

毛不易并非首位推出个人字体的明星，早在
2007 年 4 月，一款“方正静蕾简体”被方正称为我
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书法计算机字库产
品。这几年，郭敬明、井柏然、易烊千玺、赵丽颖、
唐嫣、张杰等近 20 位明星的手写字都成为字库
产品。井柏然经纪人透露，井柏然通过推出个人
字体获得的收益是 80 万元，后来悉数捐出。

点评：路归路，桥归桥，跨界需要得到该专业
人士的认可才行，明星字体也应在得到书法“认
证书”后，才能进入字库，否则推广再多也无益。

从退票到豆瓣刷分

电影《后来的我们》是五一小长假最火的影
片之一，至今票房超过 13 亿元。

可围绕这部影片的各种话题也不断。从预售
票房过亿元，到上映首日出现大量退票，近日更
是有水军团队在豆瓣为其刷分的传闻。

虽然片方对此极力否认，但是豆瓣刷分产业
链，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据调查，豆瓣刷分成本远比想象中的还要
低。有水军团队保证，对刷分业务“很有经验”，新
片上映时 5500 元包刷 6 分。

而与刷分相对应的，则是刷影评，毕竟“光有
分数没有评价，看上去太假，一定要配合着来”。
从几家团队给出的报价来看，短评的价位基本维
持在 20 元 / 条，也有卖家向记者表示，“量大的
话可以优惠成 18 元 / 条，长评 40 元 / 条”。

相比较而言，豆瓣刷分的效果和难度的确远
高于其他平台。

一位资深影评人表示，“新片一向刷分严重，
因此新片刚出来的分数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等过
几个月再去看，分数就比较靠谱了”。

点评：在当下，电影已是一门吸引越来越多
资本的生意。各种违反市场规范的行为花样百
出，对此，相关部门决不能姑息，要一查到底，找
到“幕后玩家”，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文化微议

“说客”“坐骑”，你读对了吗？

一篇题为《查词典竟看到“说(shu侪)客”、坐骑
(q侏)，我怕是上了个假学》的文章在网上热传。不
少网友查字典发现，许多读书时期的“规范读音”
现如今竟悄悄变成了“错误读音”；经常读错的字
音，现在已经成为了对的。大家纷纷表示有些“发
蒙”，不知道现在我们到底应该读哪个字音才算
正确。

2016 年国家语委对我国第三次普通话审音
后修订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公开征求意见。
该审音表对过去一些多音词的读法进行了读音
统一。比如，“说客”的“说”很多人可能会读

“shu佻”，但现在其实读“shu侪”；“粳米”的“粳”大部
分人会读“j侃ng”，但现在要读“g佶ng”；“血”过去一
般书面语读四声“xu侉”，这次统读后书面语、口语
均为三声“xu侑”；应届、应许的“应”过去读一声

“y侃ng”，现在统一为四声“y佻ng”……
但大家对统读读音的异议并未消除，不少人

直言“自己小时候学过的知识如今却被提示错
误，有一种荒唐的背叛感”。

点评：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和需求而变化，
这也是汉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文化载体
的表现吧。

《十万个为什么》将被搬上舞台

中国科普经典巨著《十万个为什么》问世半
个多世纪以来将被首次搬上舞台。从海洋世界到
恐龙时代，再到广阔的外太空，《十万个为什么》
的第一部舞台作品的主题将是“无限远”。

该舞台剧将由知名舞台剧导演刘方祺执导，
中国首部科幻舞台剧《三体》、东野圭吾奇幻温情
话剧《解忧杂货店》幕后原班人马打造。

据介绍，舞台剧创作团队将不仅率先探索把
国际最前沿的舞台科技运用到儿童剧创作中，创
造不同凡响的视听体验，还将秉承“开拓探索精
神”的科学观，力图创作出一部让孩子们受益终
生的舞台作品。

舞台剧将从原著中选取 26 个最常被孩子们
提出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巧妙的交互设计，让孩
子们真实感受到“为什么”的力量———一切人类
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发现，都是努力探索得来。

点评：《十万个为什么》改编成舞台剧，这本
身就极具想象力和挑战。作为影响几代人的科普
名著，肯定有观众基础，现在的科技手段是否能
帮助这部名著成为观众喜爱的优秀舞台剧，值得
期待。 （喜平）

漂洋过海寻标本

新证据来自一块 1985 年发现的蛾类昆虫
的翅膀化石———Archaeolepis mane。虽然发现
时间不短，但是因为当时研究手段受限，所以
科学家们除了知道它是全球最古老的蛾类化
石外，并没有找到更多信息。

三十年后的某天，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以下简称南古所）的研究人员将这块
标本小心翼翼地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
本盒中取出，放在显微镜下寻找着他们渴望找
到的蛛丝马迹。虽然在光学显微镜下，他们并
未有太多发现。但在扫描电镜下，化石的细微
结构无所遁形，研究人员一直寻找的蛾类翅膀
的鳞片结构赫然出现在眼前。得到鳞片化石表
面的三维光学结构后，研究人员通过数学模型
计算，和现代存活于世的蛾类翅膀鳞片对比，
还原了这块距今 1.95 亿年的英国化石的“结
构色”及其原貌。“它是金黄色，与现存澳大利
亚的小翅蛾的颜色接近。”王博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其实，Archaeolepis mane 不是他们查找线
索的唯一的化石，也不是唯一一个发现翅膀鳞
片的化石。在哈萨克斯坦和德国保存的两块化
石中，王博等人也有类似发现。其中，德国保存
的距今约 1.8 亿年的蛾类的“结构色”与英国
的化石颜色类似，也呈金黄色。

“因为蛾类翅膀鳞片的结构色非常复杂，所

以是现代生物学和仿生学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
但学界对其起源和演化过程了解很少。我们就考
虑是否能从化石中观察到纳米级的超微结构。”
南古所研究员王博在谈及研究初衷时说。

曾经有国外学者研究过约 4700 万年前的
蛾类标本，并复原了该化石的结构色。但这次，
王博等人则将年代向前推进了 1.3 亿多年。

不仅翅膀鳞片结构复杂，而且昆虫也是地
球上物种数量最多的生物。在光的照射下，光
线照射在虫体表面的微观结构上产生折射、衍
射及干扰，这些光进入人类的眼睛就让人看到
了颜色丰富的“结构色”。有些昆虫翅膀的鳞片
内部是中空的，被称为镂空型，有些鳞片则被
填实，属于融合型。曾经，科学家认为镂空型的
鳞片是最原始的，但在此次研究中，王博等人
却发现融合型的鳞片才是最原始的。

“因为在最原始的蛾子以及最原始蛾子的
近亲飘翅目当中，它都是融合型的鳞片。”王博
说。这项研究还证实了纳米级的光学结构可以
保存在中生代的琥珀、压痕以及印模化石标本
中，为复原远古动物和植物的结构色打开了新
的窗口。

2 亿年前的“色诱”

结构色的成功复原，也让王博等人意识
到，蛾类在很早之前就演化出了颜色，可能用
于吸引异性之类的生物交流。这样的推测让他

们畅想了一场发生在 2 亿年前的蛾类“艳遇”
———在 2 亿年前的侏罗纪，一个夏日的午后，
在湖边树林里，骄阳穿过一棵棵耸入天际的松
柏树的繁枝，洒下一片暖暖的阳光，一只雄蛾
扇动着“土豪金”色的薄翼悠哉地闲逛。突然，
它被一只雌蛾吸引。两情相悦一番亲热后，雄
蛾抵不住体能的消耗，直直地掉下树枝，跌入
湖中。恰巧的是，它被湖底的淤泥包裹，身上的
金色薄翼成为化石，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直
到被现代的科学家发现。

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所幸的是这块残破
的化石中保留的细微结构终于被中国科学家
发现，让绚丽的“土豪金”重现。

“寻找化石的过程是很困难的。我们基本上
查看了全世界所有侏罗纪和白垩纪的蛾类化石，
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借阅的。有的标本太珍贵了，
无法出借，我们就去当地博物馆或者请国外合作
者帮忙查看。”王博介绍说，“因为蛾类最早的记
录是在侏罗纪最早期，到了白垩纪晚期，大部分
鳞片类型都出现了。因此白垩纪以后的标本对于
我们的课题意义不大，就没有查看。”

经过近 3 年的工作，王博与同事们在查看
了超过 500 块蛾类的标本后，发现了七八块保
存较好的鳞片结构化石。“我们发现一个有意
思的现象，就是尽管有的标本看起来很完整，
但细节结构没有被保存下来。有的标本看起来
很破碎，但在扫描电镜下，一些细节结构很清
晰。”王博回忆说。

研究在继续

被复原颜色的 Archaeolepis mane 金光灿
灿，与之前昆虫的颜色不同，这不是靠想象而
来，而是属于它自己的颜色。“现在，我们继续
利用相同的方法，复原其他昆虫和蜘蛛的颜
色，同时利用新的测试方法，尝试复原昆虫的
色素色，即化学色。”王博说。

色素色是昆虫着色的基本形式，这类体色
是由于虫体一定部位有某些化合物的存在造
成的，这些物质吸收长光波，而反射其他光波
形成各种颜色。比如黄色的类胡萝卜素常与蓝
色四吡咯色素结合，形成很多昆虫的绿色。“色
素色就相当于人类穿的衣服，是由化学物质组
成的。”王博解释说。但是与产生结构色的纳米
级结构不同，化学物质很容易在化石形成过程
中降解，而且一旦降解就几乎无法复原。

“我们尝试着用一些难以被降解的特殊元
素去寻找线索。”王博说。他们最终选择了铜等
几种元素，“因为在人体中，铜元素的多少与人
类头发的颜色有密切关系”。

但这些元素经过时间的流逝，在昆虫体内
还存在多少，它们与最终呈现的颜色又有何关
系，依然是困扰王博等人的问题。“现在，我们
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初步的结果可以通过
铜元素复原昆虫身上的斑纹。接下来，我们还
将通过与现在的昆虫进行色素比对，再进一步
得到新的证据。”王博补充说。

打开标本馆

主笔

古代生物的颜色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个
谜，虽然它们的外形和体态可以通过化石中
发现的骨骼判断，但是它们的颜色却只能依
靠猜测。近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王博团队在欧亚大陆中生代蛾类标本中发现
了 2亿年前昆虫结构色的确切证据，这是已
知最早的昆虫颜色，为昆虫鳞片和颜色演化
提供了新证据。

化石复原图

英国标本德国标本上的鳞片细节

为了拯救当地濒危的珊瑚礁，最近，美国
夏威夷州正式颁布对特定防晒产品的禁令，这
也是美国第一个颁布该禁令的州。

这项新法令禁止销售含有氧苯酮和桂皮
酸盐两种化学物质的防晒产品，禁令覆盖面非
常广泛，禁止范围“包含且不限于乳液、膏体、
药膏、乳霜、固体涂抹棒、涂抹刷、涂抹走珠、气
体喷雾、非喷雾式泵体、自动或手动喷雾”。因
为研究人员发现，防晒产品中的这些化学成分
从人体被冲洗到海水中后，会导致珊瑚白化。

珊瑚礁十分脆弱，同时又至关重要。作为
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珊瑚礁提供了世界
上最高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珊瑚礁还为 5 亿多
人口提供食物、工作机会和娱乐设施，每年可
创造 3750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研究人员就对防晒霜
和其他以化学物质为原料的个人用品对环境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015 年，研究人员发现在
一些海岛地区，氧苯酮会显著过滤掉珊瑚的养
分。从那时起，一些热带地区的生态旅游景点
和私人度假村已经禁用类似的防晒产品了。

夏威夷州民主党议员 Mike Gabbard 在法
案中提出：“这些化学成分也会降低珊瑚弹性和
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并抑制新珊瑚的生长。”
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些化学成分出现在“超过
3500 种世界最畅销的防晒产品”中，据估算，有
40%～70%在售的防晒产品中都含有这些化学
成分。

目前夏威夷州的参众两院都投票通过了这
项禁令，其中 25 位州参议员全部投了赞同票。
等待夏威夷州长 David Ige 签字后，这项法案将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夏威夷颁布禁售防晒霜法令

西洋镜

剧场

意大利的标志性建筑比萨斜塔有 5 度的倾
斜度，为何还能在历经 4 次大地震之后依然屹
立不倒、完好无损？最近，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揭
开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几百年来，比萨斜塔一直能够屹立不倒，这
其中的奥秘让工程师和科学家困惑不已。比萨
斜塔高 58 米，按照推算，中度地震就可能导致
它严重受损甚至倒塌，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从
未发生过。

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个小组由 16 位工程师

组成，他们发现斜塔的特定高度、坚硬的建筑材料
和松软的地基土壤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比萨
斜塔不会在地震来临时与地面活动产生共振，从
而保持稳定。这种现象被叫作“土壤—结构”动态
相互作用效应，比萨斜塔是该效应的世界纪录保
持者。

“讽刺的是，那些导致比萨斜塔倾斜不稳、
面临倒塌危险的土壤，也正是使它避免地震损
害的有功之臣。”布里斯托尔大学地震与岩土工
程研究小组负责人 Mylonakis 说。

比萨斜塔于 1173 年开始修建，中间由于多
次战争修修停停，持续了大约 200 年才最终修
完。每年都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至此，感
叹比萨斜塔卓越的建筑成就。

同时，人们也为维护这一历史建筑而努力
着。上世纪 20 年代，人们就在斜塔地基中注入水
泥灌浆，试图加固塔身。1990 年，由于担心斜塔有
倒塌的危险，比萨斜塔还一度完全对游客封闭。这
是近 800 年来比萨斜塔首次对游客关闭，直到
2001 年比萨斜塔重新开放。如今，它仍然是意大
利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艾林整理）

研究揭示比萨斜塔不倒之谜

穿越亿年，看见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