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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

2009年国庆前，在一个科普界人士聚会的宴
席上，主持人兴奋而又神秘地宣示：“给大家一个惊
喜！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回来了，请他讲几句吧。”

这时，一位两鬓斑白、儒雅潇洒的古稀老人起
身向大家鞠了一躬，一口四川口音也随之“流”出：
“我是甘本祓，大家可能不记得我了。过去我也写过
一些科普读物，20多年前去了美国……”

掌声响起、老先生落座之时，我按捺不住激动
的心情，快步向坐在我对面的老前辈走去，说道：
“甘老师，我还记得您！我小时侯读过您写的书：《生
活在电波之中》、《今天的科学》……”

老人家睁大了眼睛，十分惊讶：“是吗？那时候
你在哪里？多大年纪？”我告诉他，当时我在柳州，念

小学五年级，11岁。《生活在电波之中》第一版距今
已有 30年整，也正好是我们俩之间的“岁差”！我
说，我还记得，《今天的科学》是分几辑出的，一个名
叫练军的同学得知我只有第一辑，就表示愿意把他
手头的第二辑送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中午放学
后，我在他家门外等着他拿书时的情形。

与甘老师重续“前缘”，我倍感亲切、温馨。几年
来，我们鸿雁传书、沟通频繁，成了忘年交。其间，经
我向担任“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编委会主任的
叶永烈先生推荐，甘老师的《生活在电波之中》新版
很快得以面世。他在新版“序曲”中写了这样一段
话：“感谢尹传红先生，是他告诉我少时曾是《生活
在电波之中》的小‘粉丝’，才鼓起了我续修该书的
热情。”而我，则把这看做是对自己当年所受教益的
一种自然“回报”，说来我该感谢、感激、感恩他老人家
才是啊！

甘老师告诉我，《生活在电波之中》第一版第一
次印刷 32万册，以后又多次印刷再版，累计印数超
过了 500万册。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发大财。创作
此书之前，他在大学里已教了 20年的电磁场理论
和微波技术课程，教材和专业著作也出了好几本，
但那时还没有真正涉足科普。

1979年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找上
门来，希望他为“少年百科丛书”写一本介绍电波的
书。他对我回忆说：“我想应该毫无问题，就答应了。
谁知一提起笔来，却是问题一大堆：怎么把抽象的
问题形象化，怎么把高深的理论通俗化，怎么把用
微积分、数学物理方程表达的问题，用语言来表述，
而又能保持概念正确。甚至，怎么开头，怎么连贯，
怎么结尾都是问题。”

为写这本书，让电波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事
物，活生生地出现在少年读者面前，甘老师当年反复

地想、反复地改，绞尽脑汁，下足了通俗化的工夫。比
如讲到电波的波形，他写了几段“给电波画像”：

我们可以根据电力线和磁力线的概念，给它画
个像。画出来的像是这样的：电力线套着磁力线，磁
力线再套电力线，这样一圈一圈地套下去，电波也
就越传越远了。

这样的力线图可真像一环套一环的铁链子。电
场和磁场则像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手挽着手
奔驰向前。

也有另一种画法，就是画一圈圈的同心圆。就
像把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了一圈圈水波那样。圈圈越
来越大，就表示电波传向了远方……

还有一种画法，就是沿着水平方向，画一根有
起有伏、起伏交替、连绵不断的线，就像绳子被抖动
的形状……

后来，《中学生》杂志专门把这一节内容抽出来
选登，《少年科普佳作选》也将它收入其中。如果
不努力探索，是达不到这样好的效果。那些年里，
甘老师写的许多科普书和科普文章，一直都秉承
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上世纪 80年代，他在《知
识就是力量》杂志连续发表《茫茫宇宙觅知音》、
《谁是电波报春人》等许多长篇系列文章，备受瞩
目，名动一时。

在甘老师看来，科普是教育的延伸，是科研的
牵线人；专业创作和科普创作，正是当年的他提高
学术水平、飞向更高境界的两只翅膀。他认为写科
普不能板起面孔“讲课”，应该用严肃的态度、生动
的语言、恰当的比喻、必要而准确的数据来揭示所
介绍的科技问题的精髓。这样才能使科普作品论之
有物、看之有趣、听之有理、思之有获。

如今，七十有六的甘本祓又焕发了科普的热情，
仍在辛勤地笔耕，今年将接连有数部科普新作问世。

未来 10年，中国的生态发展如何走上
良性循环轨道？日前，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科
学出版社出版的《201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报告》对此作出了详细的阐述。

报告认为，虽然我国已经开展了 30多
年卓有成效的环境保护工作，但客观上仍然
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而影响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难点是政府直接
干预经济及官员的政绩观。因此，在新的经
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必须正确认识生态文明
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科学预判
未来的发展情景，并提出了未来 10年甚至
更长时间内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行路径、
优先领域和政策建议。

报告还利用更新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指
标体系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分别对
全国和各地区 1995 年以来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及 2000 年之后的资源环境绩效进行
了综合评估和分析。报告评估结果表明，
1995~2010 年，全国及 31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均得到不同程度的
增强。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
设速度排名显示，中国四大宏观地带（东、
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东部地区两
型社会建设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资
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8 倍。而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的两型社会建设水平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分别是
全国平均水平的 0.71~0.96倍。

与《201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同
时发布的还有《2013科学发展报告》和《2013
高技术发展报告》。

作为“我国唯一的年度科学总览”，
《2013科学发展报告》重点专题包括理清我
国科技发展的方向与着力点，介绍《关于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意见》起草的背景和意义、“高等学校创新能
力管理提升计划”的意义、内容及操作实施
情况，解析中国科学家具有代表性工作，同
时著名科学家就基础研究与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三江源区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核燃料循环技术等领域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2013高技术发展报告》则对量子通信、

新型疫苗、干细胞技术、创
新材料、清洁能源革命、高
性能望远镜、先进交通等领
域进行了综述和概览。

此“三大报告”是“中国
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系列报
告”，秉承“面向决策面向公
众走近科学”的宗旨，该系
列报告已连续出版 16 年
了。

据介绍，美国科学院、
英国皇家科学院、法国科学
院都有为国家、社会提供年
度科学发展报告的惯例。
1997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决
定发表名为《科学发展报
告》的年度系列报告，不断
综述世界科学进展与发展
趋势，评述科学前沿与重
大科学问题，报道我国科
学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
果，介绍科学在我国实施
“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
展”两大战略中所起的作
用，并向国家提出有关中
国科学发展战略和政策的
建议，特别是向全国人大
和全国政协会议提供科学
发展的背景材料，供高层
科学决策参考。

1998 年第一次出版的
《科学发展报告》就在全国
两会期间引起了极大的关
注。后来又有了《高技术发展报告》和《中
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组成了“中国科
学院科学与社会系列报告”。16 年来，该系
列报告发行约 50 万册，其阐述的社会科学
发展的观点推动了中国科学研究、科学普
及和科学决策的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科学
院和科学出版社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三
大报告”的发布有助于我们把握科学技术
的整体发展脉络，对未来进行前瞻性的思
考，提高决策过程的科学水平。同时，也有
助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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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生证引发的忧思
姻本报记者 刘畅

不管是人口还是版图，中华民族一直都曾是
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望族”。

1820年，中国人口曾占全球的 37%，经济总
量占全球 33%。而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
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 12%了，意味着中国人口
占全球比例在下降。去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012》显示，201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1.04，而
要保证世代更替中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
不减少，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
到 2.1。

计划生育一直是争议颇多的话题。一本在香
港地区出版了数年的书《大国空巢》，最近在中国
大陆拿到了“准生证”，于今年年初由直属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从 2000
年起便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的旅美
学者易富贤，在书中带领读者探究了人口现象这
一“不能说的秘密”。

畸形人口结构缘起哪般

将书名取为《大国空巢》，听起来让人感觉形
势紧迫，但易富贤告诉记者，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人口的下降，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占全球比

例将不断下降，国际战略地位也将下降。如果继
续保持 2010 年 1.18 的生育率，中国人口将在

2017 年开始负增长，到 2100 年只有 4.6 亿人
（只占全球 5%左右），到 2200 年只剩 6800 万
人。”谈到生育率，易富贤忧心忡忡。世界上最大
的民族在一百多年内将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民
族，在他看来，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灾难。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人口问题是人口结构

畸形。2010年中国 40~44岁人口为 1.25亿，20~24
岁人口为 1.27亿人，但 0~4岁人口只有 0.75亿人
了，且 0~4岁人口男女比高达 119100，今后将是
高度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形人口结构，今后的国家领
导人需要有杂技演员那样的平衡能力才行。”易富
贤认为，这必会导致不稳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
和政治结构。中国现在面临的人口危机，正是人口
结构畸形的缩影。

30多年前，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易富贤认
为“如果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中国
人口在 2010年也只有大约 15.3亿，不会如马寅
初所预测的那样在 2007年超过 26亿”。

虽然这一假设并不为大多数人认可，但易富
贤坚持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
他说，假如中国在 1980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在
2036年达到人口约 16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不
会如 1980年预测的在 2050年达到 40亿。“现在
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人口高峰也难以达到 14亿；即
便鼓励生育也难阻今后人口负增长。”

“二胎”无法弥补家庭之殇

失独家庭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目前还只有
上百万失独家庭，比例还非常低，如果能够妥善
处理，给这些家庭以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慰
藉，还是能够让他们安度晚年的。”易富贤说，
“但是今后却有近千万失独家庭的存在，对社会
的震撼力将非常巨大。其他家庭也大多只有独
生子女，这些独生子女照顾自己的父母都已经
是自顾不暇，更是无力照顾社会上的失独家
庭。”
由此看来，失独家庭数量的加速增长，不仅

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对人口政策提
出了重大挑战。
今年两会上，不止一位代表委员为开放二胎

呼吁过。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缓和人口问题不
错的过渡方案。
“其实国际国内都已经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

误的。”易富贤毫不避讳，“新加坡、韩国、伊朗、中
国台湾地区曾经提倡只生二胎，后面废止这项政
策，改为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持续低迷，难阻人
口锐减。”中国也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
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 800多万人
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生育率全部
低于 1.6。

领取“准生证”的曲折经历

准生证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标志性产物。同样
是“出生”的许可，《大国空巢》的“准生证”，来得
颇为不易。

说到《大国空巢》的出版，易富贤回忆，这些
年有十多家出版社联系自己想在中国大陆出版
该书，都因为拿不到“准生证”而不了了之。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结果出来后，2012

年 2月中国发展出版社与我联系，准备出版新版
《大国空巢》。”这家中央级出版社，大半年后终于
顺利地拿到了《大国空巢》的“准生证”。

对于这本内地版的《大国空巢》，“三审三校”
的过程着实让易富贤着了一把急。“其实内容都
是现成的，我将香港版《大国空巢》进行大幅浓
缩，并增加了 80%的新内容，包括改革内参的报
告和我 2010 年、2012 年两次回国 36 场演讲的
内容。”
易富贤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

与 20世纪 90年代初期的韩国、台湾地区相当，
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 1.7左右。现在泰
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2010年两
国生育率分别只有 1.58、1.67。“也就是说，中国
需要的是鼓励生育。人口基数大不是坚持计划生
育的理由。”

如今，我们的城市建设政绩工程、标志
工程大量涌现，标准化、同质化城市空间持
续扩展，“千城一面”现象不断加剧。在每年
平均几亿平方米进行城市建设的同时，许多
古城、旧城在改造的名义下被夷为平地。在
城市里树建筑，有时就像在黑板上写字，写
完了擦，擦完了再写，写写擦擦，而留下的更
多是遗憾。设想如果把建筑看做一种文化遗
产，当做文化城市的体现、中国文化的承载，
在建筑与文博的跨界思考下，我们的推土机
或许会更有敬畏情，我们的建筑也会更有责
任感和使命感。

近日，60余万字的蓝皮书《中国建筑文化
遗产年度报告（2002—2012）》在故宫博物院举
行首发式。该书便是一本在建筑界、设计界、文
博界等跨界对话下产生的图书，由建筑界、文
博界近百位专家学者共同编撰。其名誉主编、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提到“建筑文化遗产”，
他说作为一门学科，建筑文化遗产虽然还没有
纳入国家学科分类代码体系之中，但对国家文
化振兴的作用不可低估。建筑文化遗产的提
出，“不仅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能倡导学科
交叉融合的跨界之思，也能促进广义文物博物
馆理论的日益成熟”。

过去十年是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十年，
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科学发展的十年，对中
国建筑遗产发展历程进行盘点和梳理是一个
大命题。该书主编金磊用“学术书”、“口述书”、
“文献史料书”来概括书的特色。图书不仅从不

同角度探索了建筑遗产保护的意义，同时还通
过历史史实多侧面记录了建筑遗产保护与发
展“人与事”的轨迹，资料十分翔实，可以作为
工具书来用。

十年来，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在学术理
念、学科建设、综合管理、传播普及、田野调
研考察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
两大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的
NGO组织需要扶植、国家建筑遗产保护缺
乏国家制度及跨部委协调。“城市建设的大
发展，势必会让文化遗产屡遭破坏。如果不
从建筑遗产的强有力保护政策制定入手，伴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文化遗产的毁灭速
度或许会高于过去的新农村建设。”金磊说。

新书的首发式后，围绕文化城市与设计
遗产的跨界研究与传播还举办了一场论坛，
8位来自文博、建筑与创意设计的专家，包括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国建筑学会副理
事长徐宗威、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中国美
术学院教授杭间、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
建筑师胡越，LKK洛可可设计集团董事长贾
伟担任演讲嘉宾。讲演内容涉及世界遗产与
城市文化、文化城市与新型城镇化、从文化视
角看本土设计、中国设计的遗产、城市设计的
图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等。中国工
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马国馨在
总结陈词中说，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离不开
跨界与交叉，他更希望这样的跨界交流涉及
领域能更宽泛。

从文化遗产角度看建筑
姻本报记者 李芸

阅读分享

作为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国际诗人笔会
秘书长的张同吾，自 1983年起就在中国作家协会
创作研究部专门从事诗歌创作研究和诗歌评论的
工作。饱读诗书的他说要向读者推荐一部好诗集。

这部诗集名叫《7+2登山日记》。在书中，诗人骆
英以日记的形式、诗歌的体裁记录下短短几年间，他
登顶七大洲最高峰以及到达两极（“7+2”）的所见所
闻，并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艺术感染力极强。

躺在睡袋里写的诗

在张同吾看来，在“现在诗坛上整体作品参差
不齐，平庸之作占了大多数”的背景下，这是难得
一见的好作品。
“如果将诗歌当成一种生命形式，那么当人把

生命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使之登临精神的高地，从
那里俯看世界和人生，从那里重新审视自我，便会
创作出奇绝而壮美的诗篇。”初次看完这部诗集，
张同吾曾写下这样的赞美之词。
这种奇特选题本身就创作了一个奇迹，因为，

“一个诗人能像他这样完成‘7+2’太不容易了。所以
骆英用自己生命的体验开阔了诗歌的视野，这种身
临其境的感受和表达是常人很难有机会去完成的。
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启示：诗歌的内容要继续不断
开阔，内涵也要不断去丰富。”张同吾慨叹道。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诗歌或许显得有点不食
人间烟火，甚至一些诗歌无病呻吟。但《7+2登山日
记》不同，张同吾说自己在其中感受到了“浪漫与
奇特”，从来没有人在思维接近空白的绝顶处有如
此的诗情。
“在极昼的状态下，躺在睡袋里写诗，这经历

本身就是种浪漫与奇特。”张同吾解释道。
当站在世界之巅，望着皑皑白雪，作者在不经

意间用简单的词藻记录了最浪漫的场景———“此
刻 我站在世界之巅 /眼含热泪面向世界 /我等待
朝霞升起做证 /在群峰点亮时我向它们致敬……
举起手我以人类的名义抚摸天堂 /我在天空划出
金色的印痕 /我在顶峰刻印白色的玫瑰 /然后在
花蕊中久久跪定”。

世界之巅的情愫

更让人着迷的是，书中对于情感的流露和表
达是真实的，极具感染力。
“这和我读过的很多概念化、平庸化抒情的具

有爱国主义情愫的诗篇非常不同。书中，骆英的笔
墨细腻传神。”张同吾也就此为记者举了个例子。
在作者明明知道“登顶下撤的路线是魔鬼设

计的 / 它让你感到活着下来是一种幸运”的情况

下，他还是要《向上，向上》。他说：“我无法后退 /
因为我背着我的中国……我无法后退 / 这是我
的时代 我无法后退 /寒夜 我的中国在背包中
安睡 / 我是一个孩儿 我无法后退 /向上 我的
中国决不能滑坠 /我是一个民族的背夫 要坚定
谨慎 /向上 向上 /我的中国在背包中很温暖很
安宁。”
而当骆英以 1米 92的高大身躯，站在世界之

巅把五星红旗挺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当这段诗
被他在世界之巅，面对着直播镜头诵出时，这种“把
祖国比喻成背包，把爱国情怀自然地融入英雄气质
之中的创作”足以让人动容。
“我在读这 200多首诗歌的时候，能从中感受

到生命的顽强，也更敬畏生命与自然，它非常符合
现在倡导的科学人性化和人文理性化的做法。”张
同吾说。

张同吾：

登临高地 俯看人生
姻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张同吾 中国作家协会研
究员、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
国际诗人笔会秘书长。主要著
作有诗评诗论集《诗的审美与
技巧》、《诗潮思考录》、《诗的灿
烂与忧伤》、《沉思与梦想》、《诗
的本体与诗人素质》、《枣树的
意象和雨的精魂》、《青铜与星
光的守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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