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科普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

向科普工作者赠阅

《科学时报》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E-mail:office@sste.com

电话：021-64367970
传真：021-64702835

邮购地址：上海康健路 106号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700526

叶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曳
定价院260.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号
邮编：410007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
《沈善炯自述》

湖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neph.com

叶创新 2050院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曳
描绘中国至 2050年科技发展蓝图

渊中英文版共 18个领域冤
地址：北京东黄城城根北街 16号，100717
电话：（010）64034558 64000246 64030255

姻2011 年 2 月 24 日 星期四 ■第 549 期 ■编辑部电话：（010）82619191 转 8232 ■广告热线：（010）82614598

客服电话：0731－85486727

叶决策科学化译丛曳
叶要科学不要主义曳

地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号 （200030）

电话：021-61675190 传真：021-64073126

网址：www.jiaodapress.com.cn

□本报记者 李芸

三江源是指发源于我国青
藏高原青海南部地区的长江、黄
河和澜沧江这三条大河的源头。
这三条大河，尤其长江、黄河，是
炎黄子孙的母亲河，是联系十数
亿炎黄子孙的绵长纽带，也是华
夏光辉灿烂文明永续发展强大
的自然推动力。而澜沧江，作为
国际河流，它从我国青藏高原发
源后流经东南亚五国，是这一地
区繁荣富饶的源泉。
为什么三江源头集中在青

海，而不是在海拔更高的西藏？
为什么这里高寒缺氧却水量充
沛？在青海，究竟有多少条河流，
有多少个源头？在这里，我们究
竟还有什么没有发现，我们还能
发现什么？
《走近三江源》向我们揭示

了这些疑问。
2008年 9月至 10 月，青海

省人民政府组织了一次对长江、
黄河、澜沧江的源头考察。科考
由青海省测绘局牵头组织，中科
院地理遥感所、寒旱所、武汉大
学测绘学院、长江水利委员会、
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共 40多
人参加。考察队伍在高原历时
41天，行程约 7000公里。

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员陈
维达参与并记录了这次科考历
程。他把这次科考称作是对三江
源的一次“透视”与“凝视”。
“透视”显示了这次科考的

严谨与科学。本次科考增加了现
代化的手段和技术，在同一时间
单元内完成了对三条大江大河
共 17 个支流源头的测绘、19 处
支流交汇点河水流量的测量以
及对三江源头地区冰川、冻土、
气象、覆被等其他方面的综合考
察。考察中充分利用了 3G 技
术，特别是通过遥感影像定点各
支流源头坐标后直奔坐标点，进
行综合技术考察，使考察具有目
标确定、行进速度快、考察精度
高等特点。
“凝视”则带有对这片土地

深厚的情感。神秘、神奇的青藏
高原，祥瑞、丰沃的江河之源，承
载着一代又一代人无数的想象。
而这次近距离、长时间的探源之
旅既是对前人探险历史的重温，
也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之旅。正如
陈维 达在 考察 结 束时 所 说
的———在高原上行走一次，面对
空旷的大地、面向高远的天空，
你真的会思考尘世的是是非非，
会摒弃滚滚红尘的杂念，向善而
去恶，灵魂得到净化与升华。
《科学时报》：作为一名科考

队员，完成考察任务已是相当不
容易了，为什么还坚持每天记下
队伍的行程、考察内容和所见所
闻，作详细的考察笔记？你每天
的考察笔记是如何完成的？

陈维达：我喜欢读科考的书
籍。写考察笔记，我主要是受 19
世纪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
的影响，斯文·赫定开创了这样
一个先例：每次探险结束之后，
总要写出两种类型的作品，一种
是科学考察报告，一种是通俗的
探险游记。他的探险著作与他的
探险活动本身一样重要。他那些
详尽的考察笔记，不仅把读者带
入当时的科考场景，而且现在看
来对后人的科学研究也仍然有
很大的帮助。而本次三江源考察
是一次大型考察活动，时间长、
规模大。
对于很多人来说青藏高原

比较神秘且令人向往，所以我觉
得很有必要对这次考察包括我
的所见所闻进行详细的记录。
另外，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我并不是做自然科学的，我

1982 年毕业后到黄河水利委员
会这样一个管理黄河的单位，从
事教育、宣传、行政管理工作。也
许是碰巧，也许是缘分，我与青
海、与黄河源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 1994年至今，我已经多次到
青海，并四上河源。而且我在高
原没有一般人那种很难受的反
应。可能正是因为我熟悉黄河源
的一些历史和现状，又能够保持
良好的身体状态，才作为黄委的
代表参加这次活动。我特别珍惜
这次机会，所以，在接到这次任
务后，就有了意愿，打算记录下
本次科考的星星点点。

考察笔记的许多篇章几乎
是在每天清晨完成的。高原上天
亮得比较晚，大概要 8点钟。我
习惯早起，所以一般早上 5点多
醒来后，便从睡袋中坐起，披上
衣服，把前一晚打好腹稿的文字
记录在笔记本电脑里，再合上电
脑在睡袋里眯一会，便和队友起
床开始一天的工作。考察结束
后，我又补充了一些资料，整理
了一路上所拍摄的照片，就成了
今天这本书———《走近三江源》。
《科学时报》：你多次去过青

海、考察黄河源，按理说，对于高
原的艰苦环境会有足够的心理
准备，但前言中你说：“这是一次
无可想象的艰辛历程。”说说你
们的生活状况吧。

陈维达：啃干饼、睡大铺、陷
沼泽、风雨交织，这就是考察队
的基本生活状况，我在书中有大
量篇幅描写了这样的生活场景。
我们的宿营地一般都设在海拔
4600～4800米的河谷中，那里基
本上没有人烟。宿营地大都设在
离源头较近的地方，以便为次日
的登顶节约时间和体力。

选定地点后，开始扎营，把
满卡车的东西卸下来。先是个人
行囊，接下来是野外炊具和食
品，然后是发电设备、帐篷等等。
在高原上，可以说连走路都是体
力活。每到一个宿营地，拾帐篷
是考察队员的第一项重体力劳
动。收拢后裹在一起的帐篷很
重，每四个人抬一顶顶篷，再抬
围子，往往已经累得大口喘粗
气，心跳得仿佛要从嘴里跑出
来。等帐篷大体支好，有人挖排
水沟压帐角，另一部分人马上就
开始做饭，懂电的同志开始扯线
拉灯，给测绘仪器和个人用品充
电；有的同志去河边干净处舀水
抬水，有的洗菜。

高原的白天阳光强烈，没有
太阳镜，连眼睛都难以张开，但
是，随着太阳西下，冷风便悄然
而来，更多的时候，几乎是每天，

是阴云一股股压得很低地自西
面山头不期而至，我们一边紧扎
帐篷，一边听着冰雹噼噼啪啪地
打在冲锋衣上，虽然不至于冷得
哆嗦，但是，那种四面围合的阴
雨，使得马上要面临的夜晚变得
阴森可怖。
每天晚上都觉得难以熬过，

但是每天清晨一缕晨光透入帐
篷，又感到一种幸福和自豪，因
为你又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自
己。
说到吃，大多数情况下，我

们没有中饭，压缩饼干、牛肉干、
面包、烧饼———嚼得喉咙冒烟
儿，就上一口已经凉透的开水，
就算午餐了；为了赶路，有时一
大早开拔，早饭也在车上解决。
但是在宿营地，我们会很仔

细地用石头围好防风的灶圈，
以汽油喷灯为灶火，用高压锅
烧开水、做饭。记得在黄河源麻
多乡的小河边，我们几人在河
边洗菜，朔风沿着河面吹过，我
们的手冻得通红，武汉大学教
授席青骥用瑞士军刀认真削掉
萝卜皮的坏斑，笑着说：“我们
要把大锅饭当做精致小炒来对
待。”那种乐观的精神和从容面
对冰雪的态度，是人生成就事
业不可或缺的内在力量。有了
这种力量，我想无论何时何地，
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像攀
爬冰川那样，一步步、手爬脚
蹬、目标明确、注意力集中，达
到希望的顶峰。
《科学时报》：现在科学技

术如此发达，可不可以利用卫星
遥感和航拍照片等来取代实地
的科学考察？实地科考的意义何
在？
陈维达：现代技术与实地考

察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手段。实地
考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也一直
在思考这些问题。以我们水文地
质组来说，水文组测量某一条河
流，只是在“这一个时刻”得到这
条河流的水量，这叫做“瞬间流

量”，对于一条养育了几千年中
华民族历史、哺育了华夏民族博
大精深文化的大河来说，这一瞬
间的流量确实不能代表更多，但
是，测量数据的留存，好比是一
次体检诊断，有如医生对一个人
的某个细管进行了一次检查，可
以为今后更加全面了解一个人
的健康留下“档案”。一个人某一
条血管出现问题，不足以影响他
的生命安全，但是，一条又一条
血管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健康乃
至生命安全。一条河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在起，为我
们知道的每一条小河建立健康
档案。

再说我们这次考察中最为
年轻的一支队伍———气象地理
组，他们每天工作十分勤奋，队
伍每一停顿或安营扎寨完毕，
立即登上附近高点，把气象仪
器树立起来，常常早出晚归，冒
着风霜雨雪冰雹，收集有关的
数据资料。和他们聊天中我得
知，在青藏高原虽然有常年观
测站，但由于以前国家经济条
件和恶劣的自然气候制约，观
测站布设极少，成本很高，所
以，我们国家掌握的青藏高原
的气象信息数据还很少，对于
科研和社会来说，远远不够。而
此次科考，能够获得大量信息，
特别难得。至于地质、冰川、测
绘等方面，所取得的海量数据
都为今后青藏高原的管理保护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科学时报：在《走近三江源》
中你回溯了古今中外对三大江
河源头的执著探索，也写到了
当代人对源头的争辩，即使在
今天，黄河的正源仍有着不同
意见，确定河流的源头有那么
困难吗？

陈维达：一般来说，国际上
通用的确定河源的标准，是采用
了我国古代寻找、确定河源的原
则，即“河源唯远”或者“河源唯
长”。许多学者专家认为确定江

河源应当遵循这一原则，而不应
再考虑其他因素。
但是，作为大江大河主管部

门的长江委员会和黄河水利委
员会，包括社会各方，有许多专
家并不完全同意这样一个原则
或者标准。他们认为，真正确
定河源时，无论古代还是国外，
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一原则，或
者说未把它作为唯一标准。有
学者认为，确定源头，其实主
要应该确定干流，确定了干流，
溯河而上就可以确定源头。另
外也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比
如长江源头确定在唐古拉山主
峰的姜古迪如冰川，那里山势
高峻、冰川壮丽、水量充足，
只有这里，才能代表万里长江
源头的宏大气魄。除了长江、
黄河之外，我们国家目前还有
许多河流也不是以唯远唯长为
标准的。如湟水、汉水，都是
如此。
其实确定哪条支流为河流

的正源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我
们现代人应当尊重科学、尊重
历史、尊重当地人的习惯认识。
无论我们对于确定江河源的观
点是怎样的，我想，我们都应该
尊重它、保护它，让它世世代代
成为我们人类以及地球上各类
生物共同拥有的美好家园。
《科学时报》：自古及今，我

国各民族探访河流源头的脚步
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想探源的目
的可能并不止是要确定正源吧？
对于你来说，为什么对青藏高原
如此着迷？

陈维达：为什么要探源，可
以从人类的好奇心出发，并且最
终归结到人类永远不懈的探索
精神上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华
民族对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探
源就没有停止过，在上古时代，
可想而知，他们的交通、食宿、通
讯等条件与今天是不能同日而
语的，但是，他们始终不懈地在
探索追寻着母亲河的源头，就像

我们今天在不懈地探索着宇宙
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文化的起
源一样，这种追求，今天不是第
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探源
的意义，不止是现实的，而且是
久远的，同时，也是精神的。
我是天生有一种探险情结

吧。青藏高原的山脉令人想起崇
高、想起宏伟、想起永恒。踏遍青
山，你会感悟生命的起源、天地
造物的无私、千宗归一的肃穆。
每次跋山涉水的艰辛和感悟，都
与快乐和深情相伴，这是滚滚红
尘所无法给予的。
《科学时报》：在书中你还用

颇多的笔墨描写了沿江的风物
人情，可爱的藏族孩子、勤劳美
丽的藏族妇女以及藏族人民对
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对青藏高
原的生态环境也有一些思考，
为什么在科考笔记中会写到这
些内容？
陈维达：这次三江源行程，

既是实地探测、采集基本数据的
科考过程，也是一次饱阅青藏高
原雄浑壮丽风光、了解我国少数
民族风土人情的深刻体验。我很
想将这一体验与读者分享。随着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人们生活
逐渐富裕，更多的人们从追求温
饱到了追求精神上的崇高，我们
国家的“驴族”越来越多，祖国的
山山水水已经到处都留下驴族
的足迹，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写
这本书，也想从另一个侧面，为
驴族增加一些地理坐标和思想
体验吧。
在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

我们欣喜地看到可可西里的野
生动物真正成为了人类的朋友。
三两只或者几十只成群的野驴
见惯不惊地在路边栖息、饮水、
遛弯儿，连我们下车拍照，它
们也似乎视而不见。这是全民
生态保护意识得到强化的一种
体现。
在考察中我结识了一位 26

岁的寄校校长，兰州西南民族大
学毕业，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上
学，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冒着冰封
雪冻把附近跑遍了，去劝说家长
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还有一
位藏族青年一年四季在草原上
为残疾孩子奔波。我还看到萨呼
腾镇因为盛产冬虫夏草十分富
裕，藏民们用挖虫草挣来的钱在
城里盖房子，各式各样的车，豪
华越野、奥拓满城都是。藏族年
轻人骑着摩托、摩托上用 MP3
接驳着音响。我想，这些都是藏
民族走向现代化生活路途中的
缩影，便也将这些片断写入书中
了。
但我们也看到随着工业化

的发展，柴达木盆地里建起了年
产量达 100 万吨 PVC 的化工
厂，厂区里高耸的烟囱以及烟囱
不间断冒出的浓烟，在几十里外
都能看到。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
着工业化的威胁。我在书中也大
声呼吁：切莫为了一时的 GDP，
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后患。希望
通过这本书，能使更多的人得到
思考，人心向善。

书界动态

探源：回应那远山远水的呼唤

本报讯近日，一部从美国国家地理引进的《动物大
迁徙》由海豚出版社出版。该书描述了地球上最壮美的
故事，是一部关于动物生存的史诗。
《动物大迁徙》是根据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特别节目

“大迁徙”改编的图书，“大迁徙”节目组 50个团队分布
到地球的各个角落，用了 3年的时间，旅行超过 67万
公里，拍摄时间超过 800天，直升机航拍超过 200小
时，在零下 29摄氏度至 50摄氏度的环境里超强度工
作，终于完成了这部惊人之作，。
《动物大迁徙》用大量的精美图片，从南极到北极，

从沙漠到海洋，为人们展示了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们
史诗般壮美的大迁徙旅程。小到蚂蚁、蝴蝶，大到鲸鱼、
大象，无论是在天空、大地还是海洋，所有你能想到的

迁徙场景，都尽收其中，堪称一次空前的视觉和心灵的
盛宴。

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惊人之作，正如“大迁徙”节目
制作人戴维·汉林所说：“对所有相关人士而言，是一段
长达三年的冒险旅程。就团队和个人来说，它勉强称得
上一场迁徙，是挑战我们、损耗我们、最终给了我们丰富
旅程的一场冒险。三年的摄制，我们号召了世上最棒的
野生动物电影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技术，也把他们推到
了新的极限。”
该书也是海豚出版社推出美国国家地理“面对面”、

“想想看”、“跳出来”等系列图书之后，在 2011年重磅推
出的首部美国国家地理系列作品。目前该电视节目已由
重庆卫视引进，翻译为“生灵的远征”播出。 （麻晓东）

美国国家地理《动物大迁徙》中文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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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宝贝首次主编
《大方》即将登场

本报讯 继韩寒、郭敬明之
后，畅销书作家安妮宝贝也创办
了自己的杂志。近日，记者从新
经典文化公司获悉，由安妮宝贝
首次担纲主编的杂志书《大方》
即将于近期上市，这是一本具有
全球视野的文艺 MOOK。
安妮宝贝这次主编的不是

通常意义上的作家“私读本”。杂
志定名为 《大方》，英文名
O-pen，以季刊的形式与读者见
面。
安妮宝贝表示，《大方》是一

本“暂时离开资讯、应景、热闹、
时效话题”的杂志书，“它挑选自
有风格的作者、文字、图片，有一
定距离感”，“它推崇一种平实
的、真诚的、清湛的、开放的思考
方式。”她同时表示，网络已渗入
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出
《大方》的目的，是要在这个喧嚣
的时代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
注阅读”的态度。《大方》的英文
刊名为何起名 O-pen，据编委之
一的香港作家马家辉介绍，英文
刊名 O-pen 有三种含义：“Oh!
Pen!”有一种惊叹的意味，是对用
笔书写的赞美；同时 Open有打
开、开启、欢迎、迎接的意思，透
过笔墨创作把美妙的想象和自
由的思想引进生命花园；最后落
到中文译名“大方”之意，视界高
远, 格局宽宏。
据悉，安妮宝贝主编的《大

方》杂志，组建了豪华编委“梦之
队”，横跨两岸三地，包括内地著
名学者止庵、香港作家马家辉、
台湾著名出版人叶美瑶、外国文
学专家胡朗等人。 （钟华）

日本畅销历史小说
《墨攻》引进出版

本报讯 曾由刘德华、范冰冰
演绎的电影《墨攻》的原著，近日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借由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中

国历史的热爱，日本小说家酒见
贤一在他的脑海里勾勒了这样
一幅画面，那就是集智慧、勇敢、
坚毅于一身的墨家子弟前仆后
继地征战在战国这个大舞台上。
在百家争鸣、思想异常活跃的春
秋战国时代，他们选择了墨家并
忠于自己的信仰，踏上了为之奋
斗的道路。
本书的名称《墨攻》乃是来

自世俗认定的墨家的“叵测居
心”，他们认为“墨守”虽然威震
十方，无人能敌，但是那并不是
墨家的最终目的，他们的目的
乃是以守为攻，他们的艰苦朴
素，锄强扶弱，为的也许不过就
是征服中国大地，而到了他们
有朝一日执掌政权的时候，“兼
爱”还会继续存在吗？最终机缘
成熟，“墨守”一定会转变为“墨
攻”吧。
墨家题材的故事，在中国并

非没有作家挖掘，那就是我们的
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短
篇小说《非攻》（见附录），讲述的
故事大致与《墨攻》的序篇一致。
系一段墨子阻止鲁班和楚王攻
打宋国的轶事。遗憾的是，这个
题材之后未见小说家们的继续
拓展，直到日本作家酒见贤一的
《墨攻》。

酒见贤一多年来专注于中
国历史文化领域，他不忍这个精
彩故事就这样埋没于历史的河
床和流沙中，遂杜撰了这场侵略
与反侵略战争。本书由网络知名
“草根译者”丁丁虫翻译。

为配合《墨攻》的出版，译文
出版社还将在豆瓣网上发起“读
酒见贤一，畅谈墨子与儒家之不
同”的读书活动。 （钟华）

《走近三江源———中国三江源头科学考察笔记》是一本拿起就不愿意放
下的书。真没想到科学考察笔记能写得那么精彩刺激，读起来有如一部冒险
小说。考察队 41 天的历程如画卷一般一页页在眼前翻过———车行天路、涉
水测流、雪夜探源、徒步沼泽、扎拆营房、风雪拖车……你的心情也随之而跌
宕起伏，考察队陷车时与他们一起焦虑，为风雪弥漫中的顽强步履而感动，
为困乏、寒冷、饥饿、缺氧中仍坚持科考的队员担忧，直到他们完成野外任
务、凯旋西宁后才长出一口气，满足而恋恋不舍地合上书本。

《走近三江源》，陈维达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年 1月出版，定价：39.00元

高原做饭 夜宿雪窝 涉水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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