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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协科技委:为科技出版服务 30年
本报讯 2011年是中国版协科技出

版工作委员会成立 30周年。“30年来，
科技出版业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
伐，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与跨越。”10月
25日，在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
会成立 30周年纪念大会上，第七届委
员会主任俸培宗对 30 年来的工作进
行了总结。
从 1981年科技委成立以来，全国

科技出版社已由 43 家发展到今天的
158家。科技图书年出书品种，由 1981
年的 5862 种，发展到 2010 年的
135361 种，占全国出书品种的 42%。
2010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前 5名中，
有 3名是科技出版社。

30年来，科技委在推进改革发展、
反映行业诉求、提升行业素质、发挥集

群优势、加强平台建设等方面，作出了
重要贡献。不少科技社将其称为“港
湾”、“靠山”、“科技出版人之家”。

科技委前任主任、老出版人周谊
认为，30年来科技委的优良传统，可以
朴素地概括为：坚定不移的服务理念。

2011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起
动之年。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俸培宗表
示目前科技委“距离一个真正的行业
协会组织应当履行的职能，还有不小
的差距”。
站在 30年新的起点面前，俸培宗

表示，今后应当在数字出版转型、科技
出版法务工作、进一步提升科技出版
队伍的素质等方面，为我国科技出版
业的深化改革和繁荣发展“服好务，当
好差”。 （洪蔚）

在河南周口淮阳县（古
称陈州）的许楼村，88 岁的
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房国富
坐在木马扎上，用一根“高粱
秆”，在黝黑的土胎上，画着
从老一辈传下来，又有着自
己风格的油彩，这一画就是
七十多年……
周围的村里也有许多人

在制作“泥泥狗”。乍看几乎都
一样，放在一起比较，房老的
作品却更显神韵，粗狂而灵
动。一根竹签挑两个孔，互相
交会即可吹出悠远明亮的声
音。在房老简陋的厢房里，窗
台上、地上、自己搭建的木台
上，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泥
泥狗”，“猫拉猴”、“双头狗”、“母子
猴”、“图腾柱”、“草帽虎”等造型各异，
品种繁多，令人叹为观止，目不暇接。

平时跟着房老做“泥泥狗”的家
人，只有儿子和儿媳，孙女做“泥泥狗”
的销售，唯一的孙子由于不喜欢而外
出打工。说到如何将手艺传承下去，老
人不经意地看了一下门外说，孙子回
来就好了！
“泥泥狗”是抽象的艺术，作品讲

究似像非像，反映的是人类混沌初开
远古时代的生殖崇拜和图腾。是研究

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活化石”、“活标
本”。早在 1983年，淮阳县文化馆、淮
阳县博物馆就对“泥泥狗”进行调查研
究，并开始挖掘和抢救。淮阳县已经把
伏羲文化产业（包括“泥泥狗”等）定为
朝阳产业，坚定不移地进行发展。
目前，除房国富外，“泥泥狗”的省

级非物质传承人还有许述章和许传科
两人。其中，年富力强的许述章，已将
“泥泥狗”带上了上海世博会的大舞
台，古老的“泥泥狗”光彩依旧，神韵不
老。 （谭永江）

“救急扶伤，一不
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
人所诬陷……所以，在
中国，尤其是在都市
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
地，或翻车摔伤的人，
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
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
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
少的。”这是大先生鲁
迅在《南腔北调集·经
验》中说过的话（见《鲁
迅全集》第四卷第 555
页）。这篇文章最初发
表在 1933 年的《申报
月刊》，鲁迅的话，讲在
昨天，还真是说给今天
的社会听的。

从 1933 年到现
在，都七八十年了，在
某些方面，社会的进步
还真是非常有限。这在
广东佛山“小悦悦被两
次碾轧”事件中，得以
充分的验证。虽说“极
少”，毕竟在 18 个见
死不救的“众躲躲”、
“旁绕绕”之外，还有一
个救人阿婆陈贤妹；仿
佛一场以 1 比 18 输
掉的球赛，那 1粒进
球为我们挽回了一点
面子。10 月 18 日下
午，真正配得上“贤”字
的拾荒者陈贤妹，赶到
医院看望小悦悦，她信守了承诺，将一
个装满钱的信封塞给了悦悦的母亲曲
女士。她说：“我只是做了一件很平常
很普通的事，不要拿钱。”……我的一
位博友说：“一个国家抛弃的良心，被
一个捡破烂的人捡到了！”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下最普

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不是由陈贤妹
那样的所思所想构成的；甚至一些人
还在“质疑”陈贤妹救人是“博出名”，
让人哭笑不得。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
公司，不久前曾在一份全面分析当今
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报告中这样说
道：“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
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
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
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
血缘关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
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
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
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
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
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
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的最关键因素。”这话说得很无情，这
里的关键词：诚信、社会责任感、文化、
自私、冷酷，在“小悦悦”事件中得到充
分验证；“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
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这话更是入骨
三分。

10月 13日下午，在杭州西湖，一
位美国女游客救起一名轻生女子：有
位来自富阳的夏姓女子跳进西湖轻
生，美国女游客发现后立马脱衣跳入
水中，救人上岸，随即告别走人。她身
手利落，整个过程不过 10分钟，就像
武侠小说里的女侠。这一幕被游客用
照片记录了下来，在网路上引起强烈
反响。与女老外自然而然的救人相比，
对于我们这“18人见死不救”，你能用
“有许多旁观者之时，每位旁观者都等
候别人来出手相救”的“旁观者效应”
来解释吗？

如今人们在争议是否将“见死不
救”入刑。这里需要明白一个前提：在
制度环境未变、社会文化心理未改的
情况下，法律在此刻是难以真正派上
用场的，司法实践上也几乎不具有可
操作性。法律能约束行为，但无法提升
道德。法律压根就解决不了道德的问
题———比如刑法对官员贪污受贿的惩
治规定，哪里能提高官德水准、减少腐
败？

历史文化的积淀，总是抵不过现
实社会文化心理的强大。在“范跑
跑”时代，对地震来临之时老师丢下
学生自顾先跑，人们就已普遍大声
叫好大唱赞歌，说“跑得好”、“跑得
真”。“自顾不暇”、“明哲保身”，为师
都是如此，你能叫素不相识的路人
主动搭救受害女孩？何况，我们的教
育已经非常“缺德”，从小就是十分
残酷的分数竞争，你稍一“落后”，就
被归为“差生”，没给你戴“绿领巾”
算你运气好了。童心晶莹剔透，师心
锈迹斑斑；中国教育如此没落与险
恶，你想成长为一个正常的人，那内
心要无比强大才行。

网友说：“这就是国民素质，这
就是社会常态，这就是道德现
状———魔鬼已经成功地让每一个中
国人彼此冷漠麻木。”这话虽然偏
激，但当今社会的道德生态、人性水
准、文化心理，就在这个份上，我们
必须承认这一现实，然后才能找到
处方、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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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杨新美
6年前的一本科普书———《邮票上

的物理学史》，让很多读者认识了北京
大学物理学教授秦克诚。

秦克诚的集邮岁月兜兜转转走过
了 60多个春秋。从解放前长沙一个很
有名的集邮店，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关
村邮局，再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德国、
中国台湾……他的身影似乎一直在追
寻着那一枚枚小小的邮票。

60年集邮生涯：从泛到专

追溯秦克诚的集邮爱好始于何
时，就得回到解放前了。

据 2004 年《湖南集邮史》上刊载
的《湖南集邮史略》中介绍，“伴随着近
代湖南邮政的开办，一些人就自发地
收集邮票，集邮活动就开始在三湘大
地兴起。到了民国初年，由于政府大力
推行近代文化教育和进行教育改革，
长沙地区大兴近代教育，一些文化时
尚得以推广，集邮作为一种文化开始
在长沙的一些大学、中学中出现”。而
深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集邮作为
一种文化雅好，在由美国耶鲁大学民
间团体雅礼协会所创办的长沙雅礼中
学教师的大力倡导下得以传播，甚至
早在 1937 年雅礼中学便举办了一次
邮展，而这也是湖南省最早的邮展。
距离湖南省第一次邮展 10年后，

秦克诚成为雅礼中学的一名学生。自
然受到老师、同学们的影响，年仅 10
岁的秦克诚，开始无意识地集邮。而在
他的回忆中，那种乐趣就像“80后”们
儿时收集贴画一般，只是单纯的为了
集邮。

然而当时集邮并不是很容易的一
件事，因为国民党政府每年发行的邮
票并不多。于是当时收集到的几乎都
是在校执教老师的书信上盖了戳印的
邮票。秦克诚回忆说，为了收集邮票，
自己经常与几个同学一起到老师们家
中“淘”邮票。

解放后，由于和外界联系少，秦克
诚只能收集到国内发行的邮票，以及
为数不多的苏联邮票。而在“文革”期
间，集邮被认为是小资的行为，成了一
件很危险的事，即使如此，秦克诚依旧
时不时暗地里收集邮票。

1978年改革开放，成为秦克诚集
邮生涯的转折点。1979年，秦克诚成为
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一
员，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求学。到了美国
后，除了学习，集邮成了他业余生活中
最大的乐趣。“当时每个月补贴 300美
元，除去房租和饭钱，剩下不多的钱就
全用在买书、买邮票上。”他说，由于经
济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收集邮票，于
是从那时起，他将注意力集中在物理
学方面的邮票，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秦克诚的邮册中，大多都是“外

籍”邮票。这些邮票都是国外的邮友在
国外帮忙代购或是与之交换而来。“其
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以色列科学院院
士 S.Shtrikman 教授。”秦克诚说。
Shtrikman甚至曾经给他邮寄过一本自
己手抄物理学邮票发行目录的影印
本，而这为他集全物理学邮票提供了
莫大的帮助。
现在已安享退休生活的秦克诚，

依然集邮。他总是用电子邮件与国外
邮友保持联系，几乎每天都关注着物
理学集邮爱好者论坛，有时为了能将
一个系列集全，甚至还会在淘宝上撒
网淘邮票。

从独乐乐到众乐乐

149.5 万港元，这是 1980年版、面
值 6.4元整版猴票现今的拍卖价格。据
悉，目前面值 8分钱的单枚 1980版猴
票现在达 1.3万，而面值 3角 2分的四
方联现在价格在 5.5万～6万元左右。
当他人在为自己手中一整版猴票欣喜
若狂时，而秦克诚看着自己集邮册中
仅有的一张猴票，微微地笑了笑。他说
自己集邮不在乎其有多大升值空间，
能带来多大利润，所以一般一种邮票

只收藏一张。
集邮让秦克诚受益颇丰是无法用

金钱衡量的。他曾在《集邮与物理教学》
一文中写道：“集邮能培养有条理的习
惯。手中成千上万张邮票，如何分类、保
存、查找非常重要。因此，集邮者一般都
很有条理……集邮需要细致的观察力
和丰富的联想力。一张邮票需要细心观
察以发掘其内涵，需要联想来决定它与
一个专题有没有联系。观察大自然也需
要这两种能力。有的邮票设计有错误。
这就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判断。这也是
学习中应当具有的品质。”
古语云：“独乐乐，与人乐乐，孰

乐。”在集邮方面，秦克诚走出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道路，将集邮中的乐趣晕
染开来。“物理学相关的邮票上述说着
丰富的内容，一张小小邮票就能将著
名的物理学家及其主要业绩都清晰、
立体地反映出来，有的甚至用精练的
构图说明物理学的原理和效应。”秦克
诚说，如 1992年奥地利发行的纪念多
普勒效应发现 150周年的邮票，直观

地给出了多普勒原理发表的年代，并
对多普勒原理进行了直观反映；1979
年联邦德国发行的纪念诺贝尔奖得主
诞辰百年的邮票中，关于爱因斯坦的
光电效应理论的邮票，不同的颜色代
表不同频率的光，非常形象地表示出
电子的动能与光波频率之间的关系
……因此他将集邮爱好以科普和一本
书的形式扩散开来，将邮票惠及给自
己的，也同时惠及给他人。
“爱因斯坦为人风趣幽默。大家看

这张法国 2001 年发行的世纪回顾小
全张上的照片。这是爱因斯坦 72岁生
日时所拍摄的照片，原本摄影者让他
微笑，可他却伸出了舌头……”
“这张哥白尼的邮票是 1953 年我

国发行的，这也是我国邮票史上第一
次出现外国科学家。”
“这些是由马达加斯加、安哥拉、

蒙古等国发行的小全张，主要反映爱
因斯坦在不同时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
面，如演奏小提琴、炫耀自行车技和别
人为他画像。”

这是秦克诚的科普课堂。在他的
课堂上，时而因为邮票上凝聚着沉重
的物理学史而静寂，时而因为邮票背
后一则生动的故事而欢声笑语一片。
多年来，秦克诚在物理学方面的

科普工作有目共睹。他的物理学科普
课堂总是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而他从
1998年起在《大学物理》杂志上刊登了
6年多的专栏，更是受到读者们的欢迎
和称许。
在 2005年该专栏的文章由清华大

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这本《邮票上的
物理学史》。在书中秦克诚将一张张五
彩斑斓的邮票背后深藏的故事，通过
自己的笔书写了出来。该书在当年得
到杨振宁教授的称赞，2006年获得了
由海峡两岸科普图书参选的第三届吴
大猷科普著作奖金签奖。据悉，这本书
近期即将有英译本出版。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秦克诚正是

这样做的。在一套不到 60平方米的居
室里，一位老教授将终身的乐趣与人
分享，并努力惠及所有人……

学人雅趣

文化视点

徜徉方寸间的物理人生

阴张紫星
每一首动人的吟唱都会勾起一次

难忘的回忆，每一种质朴的怀旧总会
唤起一个群体的哀思。《钢的琴》是关
于小人物的光荣和梦想的故事，它用
高雅的语言述说着生活的琐事，以魔
幻的色彩追缅着逝去的荣耀，当“钢的
琴”出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幅
关于繁华隐忍谢幕的残卷，一首关于
激情燃烧岁月的挽歌。
所以，与其说《钢的琴》是一个讲

述“造琴”的小人物的励志故事，倒不
如说它是对于中国一个特定时代结束
的告别和怀念。透过一群卑微的底层
工人阶级的言行，你可以看到他们对
于中国社会民生跌宕起伏万象多端的
淡定和泰然处之，看到他们对于中国
政治经济风云变化狂飙突进的无奈和
自我解构。令人愉快并哀伤的是，影片
正面描写的并非这些，但是真正想要
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以小见大，见微知
著，这正是《钢的琴》所以闪亮的地方。

陈桂林，一个曾经的无上光荣的
工人阶级，一个失去组织依托的底层
劳动人民，一个依然有朴素梦想的技
术工人，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失去老
婆的男人，一个有一群“狐朋狗友”的
小人物，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最具代
表性的人物缩影。在他的身上，集中反
映了热情如火的重工业时代中国工人
的一些突出特点：技术过硬、踏实勤
劳、生活拮据、粗野豪放甚至世俗狡
黠。这些特点曾经在半个世纪中成为
国家经济建设的精神基石，也是这些
特点在改革浪潮席卷而来之时，让他
们一度感到茫然无助和无所适从。他
们很现实，几十年甘之如饴地围绕着
某个重工业据点，辛劳工作、娶妻生
子，繁衍后代；他们又很不现实，经常
回味着为时代所不容的过去，并做着
与自己实力不相称的春梦，这却也是
他们顽强生存的精神源泉。若时光倒
流数十年，他们或许是你的父亲，或许
是我的父亲，用一种蚍蜉撼树的执著
诠释着一个平凡而动人的字眼：生活。

显然，在时代变革的狂澜面前，陈
桂林等人又显得卑微和无助，他们靠
什么来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我
们看到了一群小有才艺的“工人阶级”
为谋生计组成的小乐队，在街头巷尾，
吹奏代表着昔日辉煌的歌；于是，我们
看到大刘在“妻管严”的窘境下经营着
自己的“杀猪产业”；于是，我们看到胖

头为了二十元的赌债不顾尊严地躲避
着三个妇女的追缴；于是，我们看到季
哥俨然以老大的派头，在旧工厂里干
着一些并不阳光的勾当；于是，我们看
到“快手”依靠往日在工厂练就的手
艺，落寞地生活在昔日的阴影中；于
是，我们看到淑娴这个女性在男人的
世界里，以男人的方式开拓着属于自
己的生存空间，而豪放的背后却流露
着些许无奈。所有的荣耀，都源于他们
的工人阶级身份，所有的落寞，都因为
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身份在改革浪潮
中被彻底尘封。
陈桂林和妻子争夺对女儿的抚养

权除了天然的亲情使然，还有着他对
自己尊严和能力的捍卫，“陈桂林们”
对于“造琴”的执著不仅仅是出于友
情，还有着他们对于自己光荣传统的
追抚和对现实污染的抵抗。《钢的琴》
中的这群小人物，同样有着引以为傲
的过去，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残酷地
结束，但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地退出
舞台中央。过去的辉煌代表着他们的
力量，一种与生俱来的“根”的情结让
他们无法欣然接受现实命运的安排。
对于代表往昔产业辉煌的两根大烟
囱，他们都依依不舍，怎么能甘心在物
质享受和娱乐消费面前节节败退？于
是，陈桂林对于女儿小元的培养成为
他们关注的焦点，“造琴”成为一种心
照不宣的约定，成为唤醒他们心中沉
睡已久的激情的契机，成为他们捍卫
自己尊严，争夺表演舞台的一次奋争。
于是，一个关于婚姻解体和子女争夺
的寻常故事，变成一群失意的工人绽
放激情重振光荣的魔幻舞蹈。他们以
一种颠覆常态和逻辑的方式进行了一
次重归梦想的集体行动。
《钢的琴》其实是一出彻底的生活

悲剧，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失
落和无奈，所有的结果都不是最初的梦
想，包括那架本不该出现的“钢的琴”。但
是，用微笑和自嘲的方式讲述出来的不
幸，则处处透露着生活的禅机，本片就是
如此，所以它哀而不伤，笑而不谄。
或许，我们希望的是陈桂林造出了

“钢琴”，完成了对女儿的承诺，夺回了
抚养权，击败了妻子和假药大款所代
表的道德堕落，获得了最终的精神胜
利。这样的结局或许更令人愉悦和振
奋，但它往往不是生活的真实面，尽管
我们是如此地希望它成为现实。生活
的本来面目，有时就是处处透着一种
残酷和无奈，努力了未必能得到想要

的结果。可是，人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
些东西，它不以实际结果为考量标准，
它最珍贵和闪光的时候就是它被展示
的过程，它可以是人格的尊严，可以是
往昔的荣耀，甚至可以仅仅是倔强的
血性。“钢的琴”并没有完成“陈桂林
们”的所有的心愿，但是它告诉这个抛
弃了他们的新世界，他们有过光荣以
及他们为什么会有光荣。
造好了钢琴，放弃了女儿，目睹了

烟囱被炸掉，然后和另外一个女人结
婚，陈桂林又开始了另外一段生活。所
有该告别的终将说再见，所有挽留不
住的终将离去。影片以另外一种淡然
而光明的结局，告诉观众，这就是生
活，有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曾
经代表着社会中坚力量的陈桂林们依
然有办法也必须有办法生活下去。
导演张猛来自东北，他的上一部电影

《耳朵大有福》关注的同样是改革带来的
新旧交替时代里，城市小人物的挣扎和
呐喊。在他的两部作品中，都有着一种对
往日的深深眷恋，而眷恋之中往往有着
无声的批判。《钢的琴》有如一曲时代的
挽歌，于其中可以听到一种警示，或许，
对于这个物质上狂飙突进，精神上日渐
倾颓的社会，不无裨益。

《钢的琴》：一个时代的挽歌
光影赏识

杨新美/摄

片名：《钢的琴》片长: 107分钟
国家 /地区:中国大陆
上映日期: 2011年 7月
导演:张猛
编剧:张猛

“泥泥狗”
神韵不老

房国富和他的“泥泥狗”

2000年蒙古以世纪伟人为题发行了
爱因斯坦邮票。小全张中主要是爱因斯坦
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反映了爱因斯坦日常
生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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