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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南朝

中央电视台前些日子报道“海洋六号”海洋
地质调查船驶往太平洋作业的消息，使我想起
2012年 11月 17日到该船参观的情景。
“海洋六号”是属国土资源部下属的广州海

洋地质调查局管辖的，是用来进行海洋地质调查
的。这才使得我们在广州开完国土部中国水文地
质学术会议的代表十分有幸登上当时正值停岸
检修的该船进行参观。

好大的船啊！我是武汉人，在长江边上长大，
不仅从小就坐渡轮航行长江两岸，而且还坐过大
型客轮经过长江三峡。但一见到“海洋六号”，在
它的面前，那些客轮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南海
的东莞码头上，我想比较近距离拍下其全身雄
姿，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相机广角不够，只能拍
下船头。经介绍得知，该船总长 106米，宽为 17.4
米，算一算甲板面积达到 1844米。整个船有 5
层，我们在船上的 5层之间上上下下参观时就像
进入了迷宫。该船为 4335吨，最大排水量为 4650
吨。驾驶室在 4层，十分宽敞明亮，前面及两边都
是透明的玻璃，视野 180度还有余；面积应该有
100平方米以上。更让人吃惊的是船尾还有一个
直升机的平台。

好先进的仪器啊！船上从未见过的科学仪器
令我眼花缭乱，又惊又喜。那圆圆的白色大球就
是雷达；驾驶室的大罗盘和经纬仪好大好大；多
管取样装置为一个带有 10个以上的不同类型的
支管呈圆状排列；深海浅地层岩芯取样机，水下
声学定位系统；海底摄像系统，海底静力触探系
统；温度盐度深度测量系统等。最令我感兴趣的
是两个庞然大物：一是海狮号水下机器人，是所
有仪器中最昂贵的，达到 3000万元人民币，可以
下潜到 4000米；其构造主要就是两个手臂，由电
脑操作，其上的电线密如蛛丝；我们在其面前拍
照把手笔直上举也够不到其顶，目估其高应该有
3.5米，其宽 2.5米，工作时要用巨大的吊车把其
吊入大海之中！二是大型的门吊，安装在甲板上，
就像一扇钢铁大门，十分醒目和漂亮。该船提供
的工作平台和实验测试平台，能够进行海洋重

力、海洋磁力、单道地震、地
热流、海底地震等的测量，
海底视像等连续观测，物理
海洋调查和现场分析测试
等。在这些精良的仪器面前，
我为我们的祖国骄傲。不记
得何时，中国的海洋地质调
查还是空白，而现在我们拥
有“海洋六号”这样我国自主
设计并建造的国内一流、国
际先进水平的调查船在世界
的大洋上工作和作业。建造
这艘船的是我家乡的武昌船
舶重工业集团公司，因而更
觉亲切。参观时，我站在船
上，久久凝望那悬挂在船上
的五星红旗，在南海的蓝天
之下飘扬。海风阵阵吹来，更
觉我们的祖国就像一艘乘风
破浪的巨轮全速前行。

下船后，我们还驱车前往参观了广州海洋
地调局的展览室，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次“海
洋六号”过去采集到的“富钴结壳”矿。富钴结壳
是附着在海山基岩或围绕着岩石核心生长的海
底自生物，其壳层由铁锰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组
成，主要分布于水深 1000～3000 米的海山表
面，富含钴、镍、铂等金属元素，其中钴的平均含
量达到百分之 0.8%~1.2%，是多金属结核的 4
倍，较陆地原生钴矿高几十倍。据估计，全球大
洋富钴结壳的资源量为 210亿吨。展室中有一
块像十多斤大小西瓜的富钴结壳，看似很重，参
观者中的一瘦小的女研究生一只手就举起了，
富钴结壳很轻，但它在国家矿产中的战略地位
却很重。这次探查“富钴结壳”是“海洋六号”的
重要任务之一。

此文写作中，“海洋六号”正以每小时 22.2到
27.7千米（12节到 15节）的速度乘风破浪航行在
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祝“海洋六号”好运。

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在万历 26 年曾写
过一首《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五风十雨亦
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
江南申渐高”，讽刺明神宗巧立名目滥摊税，横
征暴敛，民众苦不堪言。

时年（1598）京畿大旱，明神宗依制初夜焚
香祈雨，因而露沾御袍。诗的后两句中的申渐高
是五代时吴国人。《南唐书》记载说，当时吴国关
税沉重，商人叫苦连天。有一次都城广陵大旱。
中书令徐知浩（后为南唐皇帝）问左右，为何郊
外雨独京城不雨？旁边伶人申渐高戏答，“雨畏
摊税，不敢入京耳！”机智反映民众疾苦。汤显祖
则借此辛辣讥讽明神宗，说雨也正是因为畏他
的滥税而不敢入都城的。

可是这终究是形容、取笑而已，我国历史上
并无真正的对雨抽税的事。可是，在今天，世界
上头号发达国家美国却真正发生了“降雨税”的
事。

因为美国切萨皮克湾受到上游来水严重污
染，马里兰州州环境署调查后结论称，控制污染
的最佳办法是阻止大量污染水进入该湾。但治
理费用仅第一期工程就要 148亿美元，因此州
政府才出此下策，对城市私人地面征收降雨税。
计划征收 12年，以筹满 148亿美元为止。由于
使用卫星测量面积技术，居民想漏税都困难。

其实，不仅人会给降雨收税，自然界自己也
会给降雨收“税”。最常见的是迎风地形上。由于

气流在迎风坡被迫抬升，抬升中气温降低，水汽
凝结，就会大雨滂沱。这样，迎风坡上的雨量就
会比周围平地上多得多，其差值就是迎风坡收
的“税”。因此当气流越过山脊在背风坡下降时，
由于交了重“税”而雨量极度减少，高大山脉背
风坡山麓甚至出现“焚风”现象和沙漠景观。例
如美国西海岸山脉，迎风西坡是茂密森林而背
风干旱东坡麓出现盐湖城沙漠。

我国地形性“降雨税”最典型之一是横断山
脉。山脉西侧缅甸密支那平原上年雨量 1600毫
米左右，高黎贡山迎风西坡上我国境内的垭口
甚至有 3000毫米记录，但山脉东侧金沙江河谷
中约北纬 28度的奔子栏竟只有 245毫米，不折
不扣的沙漠地区雨量。这是由于经过高黎贡山、
怒山和云岭三道高山迎风坡的“重税”叠加造成
的。这里与周围我国南方 1500~2000毫米左右
的年雨量相比，干湿对比十分鲜明，因而被称为
我国“西南干旱中心”。我 1981年应邀参加中国
科学院横断山区科考队，6月初，从金沙江河谷
西坡海拔 3000 米以上森林带下到谷底海拔
2025米的奔子栏时，但见两侧坡上（无树木）耐
旱的扭黄茅、野香茅、衰草等仍然一片火红，一
派干旱景象。

世界上自然“降雨税”收得最多的地方，要
算美国夏威夷群岛中的考爱岛。它迎风（东北信
风）东北坡上是世界上年雨量最多的地方：
11458毫米。但背风西南坡上只有 406毫米。夏

威夷岛西南坡上的帕哥更只有 227毫米。“降雨
税”使热带海岛中出现了陆地干旱沙漠地区的
雨量！

有趣的是，不仅自然界收降雨税，我们人类也
开始向自然界征收“降雨税”，即局地“人工增雨”
以抗旱。通过飞机、高炮等将“细颗粒”作为新的优
质凝结核撒播云中，大量“掠夺”云中云滴蒸发的
水汽，“劫贫济富”、另起炉灶形成大水滴而降雨或
增雨。以色列一项著名研究曾增雨 22%。这在干旱
地区和干旱季节中是可贵的雨水资源。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利用人工增雨技术，
在天气上游进行人工降水大量消耗水汽，以
使天气下游的大型集会，例如重大体育比赛
的开幕式、重大阅兵式等，安全无雨。这被称
为“人工消雨”。只不过人类现在掌握的能量
有限，与大自然天气过程相比只能“小打小
闹”，有限度成功罢了。例如，2003 年 5 月 30
日俄罗斯彼得堡市建城 300 周年，有 40 多个
国家元首参加庆祝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承
诺不会下雨，因为已经安排在天气上游进行
人工消雨。但因当时天气系统实在过强，“降
雨税”相对收的不够多，彼得堡届时仍有绵绵
细雨，普京总统还是打着雨伞来出席 18 时 30
分的欢迎活动和庆祝活动。

不过，我们总还是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
开始干预老天爷的本职工作，为老百姓、为国家
“替天行道”啦！

“替天行道”调雨量
姻林之光

东晋末年，门阀政治还很有市场，刘裕虽然
凭着杰出的军事才能，掌握了朝中军政大权，但
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出身寒门，没有受过
良好的教育，其言行举止很难入士族门阀的法
眼。史书记载，刘裕刚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差点
儿被父亲刘翘遗弃，是吃姨母的奶水活下来的。
由于家里穷，他没机会读书，“仅识文字，以卖履
为业，好樗蒲（注：掷骰子赌博），为乡闾所贱”。
（《资治通鉴》第 111、113卷）

据专家研究，在当时，洛阳话、书法、清谈玄
理、音乐、赋诗作文是一个人进入社会名流的五
大“敲门砖”，而这五个方面刘裕却无一擅长。比
如音乐，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 405年），刘裕执
政不久，长史殷仲文建议朝廷应备雅乐，刘裕很
不以为然，说：“日不暇给，且所不解。”（《南史·
宋本纪上第一》）意思是说，工作太忙没时间弄
这个，况且也听不懂，可见他对高雅文化是缺乏
欣赏趣味的。也因此，在社会名流的眼里，刘裕
是个“名微位薄，轻狡无行”之人，极少有人愿意
和他相与过从。

很显然，在士族门阀制度仍然根深蒂固的
东晋末年，只有军事才能却缺乏文化素养的刘
裕要想在朝中立足甚至取东晋而代之，无疑是
很难服众的。怎么办？只能靠幕僚从旁协助，集
众人之智慧于一身。刘穆之就是他最为倚重的
助手，他不仅帮助刘裕把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
让刘裕能够专心军务，内征外讨，还能针对刘裕
自身素质之缺陷，提出恰如其分的包装手法，以
提升其光辉形象。
《宋书·刘穆之传》说：“高祖举止施为，穆之

皆下节度。”就是说，刘裕每出席重大活动，或者
发表重要讲话，乃至日常的一言一行，都需要他
来出谋划策，帮忙把关，或者提出指导性意见。
比如书法。行军打仗、处理朝政，发布告示公文
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恰恰是刘裕最为苦恼的弱
项之一，他的字写得太难看了。刘穆之常常提醒
他：“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意
思是说，字写得难看虽然是小事，可那些告示什
么的要贴到四面八方，对您的形象而言可不是
小事，您得想辙！

刘裕当然明白这个理儿，可天资有限，加之
军政繁忙，人也到了中年，实在没时间也没基础
在书法上有所建树了。怎么办？搁现在，当领导
的连讲话稿都有秘书代劳，几个破字，找个懂书

法的代笔得了。可人家刘裕没这么想，大概这样
做也行不通，谁还不知道他的那两把刷子呢？最
后还是刘穆之给出了个主意：把字往大里写！放
开写，一个字一尺见方都没关系，因为“大既足
有所包，且其势亦美”。就是说，字大有气势，还
能藏拙。刘裕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一张纸不过
六七个字就写满了。

应该说，这是个绝佳的主意，既符合刘裕的
军旅身份，能彰显其英武豪迈的性格特征，又符
合“又好又快”的原则，让日理万机的刘裕不至
于心有旁骛。试想，如果要刘裕闭门不出苦练书
法，等到练出王羲之的笔法来，天下恐怕早就不
姓刘了。

透过刘裕“纵笔为大字”这件小事，我们可
以窥见其面对门阀士族时深刻的文化自卑。
谁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权势虽大，斗大的字
认不了一升，表面上大家对你恭恭敬敬的，没
准儿一转身就在心里呸你呢。《南史·郑鲜之
传》里记载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刘裕掌
握军政大权后，为收买人心，喜欢和名士们神
侃，大家都顺着他，不敢当面驳他，可郑鲜之
不管这套，每次都咄咄逼人，把刘裕说得“辞
穷理屈”。有时候，刘裕觉得面子上实在挂不
住，羞臊得脸色都变了，却又不便发作，只好
装作大度地说：“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大
家都对我很宽容，唯独郑鲜之能直言不讳，我
因此很感谢他。

刘裕此话听起来蛮有风度，实际上是一种
无奈的自嘲。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高门之士
对刘裕这样寒门庶族出身的人有着某种发自内
心的文化鄙视。可想而知，刘裕靠枪杆子纵横天
下，可面对根深蒂固、高高在上的士族门阀文
化，却有一种特别无力的感觉，所以他不能不接
受刘穆之的意见，尽可能地藏拙，就像一个财大
气粗的暴发户面对儒雅倜傥的贵族绅士一样，
蹩手蹩脚，底气全无。以至于刘穆之死了很久
后，刘裕还很怀念他，说：“穆之死，人轻易我。”
（《宋书·刘穆之传》）

这句话，从一个曾经“气吞万里如虎”（辛弃
疾赞美刘裕北伐的话）的帝王嘴里说出来，让人
听出了一种深深的悲凉。

从刘裕写大字说起
姻蒋家平

4月 11日美国马里兰州州长马丁·奥马利发表声明，该州从今年 7月 1日起将对
治下 10个大城市开征“降雨管理税”，“以增加州政府收入，治理切萨皮克湾水域”。

忘我劲行 宁静致远
———访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兴太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丁劲远

姻本报记者 徐立明
上海兴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太

公司）情系社区，服务环保，免费为社区安装环保
便民箱的举措得到了政府部门以及广大小区居
民的肯定与称赞。那么兴太公司为什么会有此举
措？这件事情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或原因？
这件事情的推动者到底是位怎样的神秘人物？带
着疑问和好奇，记者采访了兴太公司董事长丁劲
远。

发展“环保便民箱”

当记者问到他的创业史时，丁劲远微微一笑
颇有感慨地说：我今年都 54岁了，经商几十年
了，原来是做贸易的。摸爬滚打一路走来也经历
了很多，也积累了很多东西。从一名做贸易的商
人到今天投身环保事业，从“逐利”的生意人到今
天的回馈社会，是什么让他有如“弃医从文”般的
转变，全心全意投身到环保事业中呢？

丁劲远一席简朴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了许多，
“我们那时候生活在动乱的年代，小学就没能好
好读书，日子都过得非常艰苦。慢慢长大后，随着
新中国的发展，我们的日子也慢慢好过了，有了
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孩。现在国家更多地为我
们老百姓办事，随着我经商这么多年，日子也过
得越来越稳定、富足。我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就想
在有限的时间里为社会做点事情，你要知道没有
国家社会给你提供好的条件，你哪有机会获得这
样的发展，哪有现在这样好条件去读大学啊。我
啊，就想做份事业，给家人看看，做点实实在在的
事情给老百姓看看，为咱们社会发展尽点力”。

自小在上海长大的他，对小区有着特别的情
怀，自然对上海小区了解甚多。在上海世博会开
幕前，他曾到位于浦东三林的世博家园参观，看
到地面上有很多随意扔弃的广告纸片，于是便萌
发了发展“环保便民箱”事业的想法。多年的商场
打拼，加上一定的资金积累后，“我一直认为，作为
一个企业，赚钱固然重要，但赚钱后回馈社会，为
社会做点什么才更重要”。丁劲远带领公司员工，
不向政府、小区居民要一分钱，利用“环保便民箱”
的资源优势解决部分成本问题，例如在箱体表面
做一些合适的广告，就可解决一部分“环保便民
箱”的制作费用。真正做到了便民不扰民，实实在
在为百姓做实事，并安排了大量待业人员就业。
“环保便民箱”要在整个上海的小区推广普

及，谈何容易，世博会开幕前首批“环保便民箱”
能在世博家园顺利安装，与居委会领导的大力支
持和广大业主的配合是分不开的。每谈及此事，
丁劲远仍掩饰不住他的喜悦和感激之情，“这件
事给我们的工作打了一支强心剂，更加坚定了我
们的信心，真的要感谢世博家园的领导和那里的
小区居民们”。
但事情不会一帆风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

解和支持。兴太公司在嘉定某些小区也免费安装
了很多“环保便民箱”，却在个别小区遭到了相关
人员的刁难甚至提出利益要求。“其实工作最难
的地方就是不被理解和支持，但令我们欣慰的是
那毕竟是极少数。”
“我们的‘环保便民箱’已经在上海推广到了

近十个区域，我们未来的规划是希望整个上海的
小区在三年之内全面覆盖，如果时间和能力允
许，我们希望能继续推广普及到外省及全国。”丁
劲远高兴地告诉记者。

为节能作积极贡献

如果环保事业是丁劲远回馈社会的一个善
举的话，那么节能项目同样是丁劲远关注的事

项。当他得知有中央空调节能装置这个项目时，
他费尽周折，联系到相关人员，对该项目进行可
行性勘察，之后又带领公司人员，对该项目的工
作原理、技术要求、预期效果等方面都进行全面
了解直至掌握。
丁劲远带领研发团队对多孔吸入流体增压

装置，进行反复试验。多孔吸入流体增压装置由
空腔导管、隔水板、增压调节板构成，在空腔导管
中设置有隔水板，增压调节板设置在隔水析前
端，其两侧向内的倾斜角与泵涡轮口处向内的倾
斜角相对应。流体经过增压装置后，水泵入水由
原来的单通道进水变为多通道进入，同时通过增
压调节板的阻挡作用，克服了水泵涡轮口处的涡
流现象，吸入的水可以一部分排出，极大地提高
水泵的整体功率从而提高了水泵的扬程。
其工作原理：中央空调的冷冻循环系统、冷

却水循环系统、集中供热的一、二次网循环系
统，生活热水二次换热的循环系统等，都离不开
循环泵，传统循环泵的配置参数是按系统所供
冷或热面积计算配置的，循环泵的参数是：电机
功率、扬程、流量、口径，其中流量与供冷、热面
积成正比，扬程主要是克服循环系统管网的阻

力，在保持循环泵流量、口径不变的前提下，扬
程越高，其所配电机的功率就越大，反之则越
小，循环泵所配大功率的电机所消耗的电能很
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电力供应越来越紧
张，而大功率电机所耗的电能又给用户带来高
额的设备运行成本。
而此增压装置的结构很紧凑，它主要由吸水

室、增压室、喷射室三部分组成，当系统回水带压
流体在循环泵的作用下进入增压装置后，它将利
用循环出品的瞬间高压在装置内产生超低负压，
产生的负压在循环泵动态流体作用下能够极大
地提高循环泵的吸程，增加的部分吸程能够替代
循环泵的部分扬程而克服系统的阻力，在保持循
环系统常规设计的循环泵流量、口径不变的情况
下，一旦循环泵的扬程降低，则循环泵所配的电
机功率将大幅下降，从而达到了节约用电、降低
能耗的目的。

传播中国书画艺术

记者了解到丁劲远不仅经营了上海兴太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身于环保事业，还身兼中国
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分院院长一职，同
时也在为中国文化传播事业默默地奉献着。“我
没能生于一个好好读书的时代，但却很喜欢书画
之类的文化艺术。”去年，丁劲远就与嘉定嘉华社
区共建书画院，并且在圣诞节举办了联谊活动，
活动邀请到了海内外著名书画家光临社区，为中
国书画艺术进社区，做了有力的宣传。
丁劲远的事业从开始并不被家人和朋友所

理解，到现在得到家人的支持，丁劲远很是感慨。
当问到如何看待处理事业、公司、家庭的关系时，
他说这三者并不矛盾。“孝顺父母、爱护家人这是
为人的首要。认真经营公司，经常与员工沟通，要
关心员工的生活，让员工好好工作。用心做事业。
能做点事，我挺开心的。对得起家人，对得起社
会，这就够了。”
“环保不是一个地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

情，环保事业，需要更多人参与。‘环保’和‘文化
艺术传播’是我们大家的事。”这几句话被丁劲远
反复说道。
润物细无声。在投身环保的事业中，丁劲远

默默地工作、无私地奉献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广泛
认同和市民的大力支持。我们深信，丁劲远和他
的兴太公司定会在节能环保和文化传播的道路
上走得更顺畅、更远……

丁劲远

丁劲远（左四）邀请书画家进社区办展览

气象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