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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静之自称韩剧粉丝

日前，在某论坛上，被称为“中国第一编剧”
的邹静之坦言自己是个韩剧粉丝。

他认为，韩剧中那些帅哥、美女、“暖男”、“大
叔”其实只是吸引观众眼球的表象，“韩流”这么
受欢迎，其深层次原因，在于韩国影视作品对传
统文化不遗余力地展示和宣扬。

邹静之认为，中国的影视创作者应该在挖掘
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像《牡
丹亭》中杜丽娘还魂、《西游记》中的筋斗云等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想象力无与伦比。”他说，宣扬传
统文化是一个特别好的事，他呼吁多给想象力空
间，多给伟大的五千年文明史空间。

点评：看来说自己是韩剧粉丝，也没那么丢
脸。韩剧之所以受欢迎肯定是有其原因的，内行
看门道，国内编剧也应该像邹静之这样，谦虚地
寻找别人的优点。

未删节版《教父》出版

《教父》中文版自 1982 年开始，被多家出版
社引入中国。事实上，32 年来，中国读者看到的
都是删节版《教父》。4 月 7 日，最新的“《教父》三
部曲”出版，该系列一字未删，完整还原《教父》原
著。

旧版本都删节了多少内容？以 1997 年周汉
林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为例，全文被删
段落高达 33 处，保守估计，被删除中文字数超过
5000 字。

据《教父》三部曲责任编辑透露，几个旧版本
的《教父》删除了很多露骨描写，在表述上也不够
劲辣，很多词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没有还原出
原著的味道，而直白的措辞是《教父》的标签。

点评：30 多年才得见全貌，不容易。不知道
当年读《教父》的小伙伴们，现在还有兴趣重读
吗？

“文言神翻译”引热议

近日，一股“最炫文言风”的活动在某社交网
站兴起。“富贾，可为吾友乎”“吾与友皆愕然”。初
一看这样文绉绉的两句话，有点不知所云，但“翻
译”过来便一笑皆知：“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我
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文言神翻译”的风潮首先开始于把网络流
行语译成古文，比如，“女汉子”被翻译为“安能辨
我是雄雌”，“膝为矢所伤”其实就是之前常常被
大家拿来开玩笑的“膝盖中了一箭”。

这股被叫作“最炫文言风”的网络热潮发酵
至今，已在新浪微博累积了将近 30 万条的讨论。
这波“文言新用”的最大特点，是把当下的很多网
络热词直接翻译成了文言文，迅速引起年轻网民
的兴趣。

点评：首先大家要明白这是一场文言游戏，
不要往高大上那边靠，即古典文化回归之类的。
当然，能激发大家对古文的兴趣或者学习，就再
好不过了。

杜拉斯诞辰 100 周年

今年是杜拉斯诞辰 100 周年，法国开展了很
多纪念杜拉斯的活动，有专门的网站，书籍再版，
戏剧也重新演出。

1914 年 4 月 4 日，玛格丽特·达娜蒂约出生
于越南西贡。当数学教师的父亲把全家安置在湄
公河畔，在女儿 4 岁时离开了人世。不会微笑的
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哥哥过着窘迫而阴郁的生活。

玛格丽特 16 岁那年，在湄公河的渡轮上遇
见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富有男人，成了她第一个也
是终生难忘的情人。直到她 70 岁发表小说《情
人》，这段情感往事才为人所知。中国读者了解杜
拉斯，大多是从这部小说开始的。

点评：上世纪 80 年代到本世纪初，杜拉斯的
书在国内受到热捧，大家用自己的笔极力叙述对
杜拉斯的喜爱。相比于那时，谈杜拉斯的少了，不
过，对杜拉斯以及她文字的记忆不会抹去。

三联书店成北京首家24小时书店

4 月 18 日，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将正式成为北
京首家真正意义上 24 小时全天候开放的书店。

为“24 小时书店”预热，三联韬奋书店于 4
月 8 日到 17 日试营业。三联韬奋书店还在豆瓣
网发布了一个名叫“读·一夜———三联韬奋书店
深夜书房体验交流”的活动。此举立刻引来百位
网友留言，有位网友留言称“下周五下班去夜读，
周六回家睡大觉”。

试营业活动期间，对于深夜到店读者有打
折、满赠、换购、返券等多项优惠措施。书店相关
负责人透露：“只要成本可以控制，只要我们不亏
损，就会一直开下去。”

点评：北京的书店能像台湾诚品书店在晚上
12 点后成为一道风景吗？无论如何，三联书店开
始了。其本就是北京文化地标，深夜书房再为它
加分。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华觉明认为，
除了“四大发明”，中国其他的发明创造也不应
该被忽视。

华觉明将发明界定为原创的、具有认知、适
应和改变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功能的技术
性手段与方法。根据发明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
自身所产生的影响，可将其分作四个级别：重大
发明、重要发明、发明和小发明。

“科学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对人类文明进程
有重大影响的发明，可厘定为重大发明，如汽车
就是重大发明。而气囊保护乘车人的安全，可视
为重要发明，雨刷为一般性的发明，车窗的电动
升降则是一种小发明。”华觉明进一步解释道。

在其列举出的 30 项重大发明中，稻作、丝、
十进位值制、漆、瓷、纸、印刷术、茶、火药、火箭、
指南针和杂交水稻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已是
既成事实，而汉字、中式烹调术和中医诊疗术的
重大价值与潜力则正在凸显。

对于这 30 项重大发明，也存在着一些不同
的意见。譬如豆腐一项，有学者就认为其称不上
重大发明，但也有学者觉得豆腐是一项了不起
的发明，使人们能充分利用植物蛋白，既健康又
环保。还有些学者提出，船尾舵、度量衡和管式
射击火器（火铳）也应列为重大发明。

对此，华觉明回应说：“这 30 项重大发明只
是我个人的建议，只是众说纷纭中的一说。这样
的论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经过反复研讨和
磨合，才有可能逐步趋同。学术问题要提倡百家
争鸣，并且要重视史实，这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
科学态度。”

以下是华觉明列出的 30 项重大发明中的部

分条目：
汉字：
汉字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一大发明。从陶

文、甲骨文、金文到汉隶、宋楷……汉字的创建和
演变，形、音、义之构成，都自成一格，与世界上其
他文字迥然不同。汉字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
展，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非常重要。如今，
汉字的先进性及其优异功能正为愈来愈多的人
们所认识。从原创性、重要性和功效来衡量，汉
字可以称为中国的第一大发明。

蚕桑丝织：
传说蚕桑丝织是由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

后人把她奉为蚕神。这一技艺的始创是在新石
器时代晚期，约与黄帝时代相当。作为蚕桑丝织
的母国，中国的丝织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著名
的丝绸之路对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起了巨大
的促进作用。

瓷器：
中国是瓷器的母国，China 之名即由此而

来。原始瓷早在商代便已出现，青瓷烧制技艺
至东汉起逐渐完备。之后，历唐宋至明清，各类
瓷器精彩纷呈，成为民众居家必用之物，且大
量外销产生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至今，宋代
官窑、元青花瓷等名窑仍为各大博物馆竞相珍
藏之物。

豆腐：
大豆原产我国。传说豆腐由汉淮南王刘安

发明，文献记载首见五代陶谷所著《清异录》。豆
腐和众多豆制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食品，
制作简便，口感极好，至迟于宋代已普及民间，并
逐步传布至世界各国。

在“四大发明”之外看中国
■本报见习记者张文静

文化微议

栏目主持：喜平

三联书店试营业当晚夜读的读者

中国人发明了什么？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都会脱口
而出：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实际上，中国人的原创
性重大发明远远不止于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尽可能正确
地了解历史。

中国人发明了什么
■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本报讯 为挖掘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的精神内涵，将祭奠活动赋予
新意，4 月 4 日上午，首都各行各业代表和学生们在中华世纪坛参加了“清
明祭先贤·放飞梦未来”的主题活动。

上午 9 时 30 分，活动在徐悲鸿中学合唱团演唱的《与梦飞翔》的歌声
中拉开序幕。象征着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火种在香山小学 56 名来京务工
人员子弟学生中一一相传。来自北京交通大学詹天佑班、玉渊潭中学、羊坊
店中心小学等学校的千名师生现场朗诵《道德经》《论语》《清明》等中华文
化名篇名段，共同追溯中华文化先贤的思想，重温中华民族共有的文明。

参加活动的部队官兵和学生向中华先贤行脱帽礼和少先队队礼。中华
文化名人徐悲鸿的后代徐庆平、马寅初长孙马思泽、李四光亲属邹宗萍、海
淀区道德模范等各界代表发表节日寄语。

之后现场 2000 多人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将仪式推向高潮。2000 多
名各行各业代表和学生还列队向 40 个中华文化名人青铜雕像献花，并共
同放飞 2000 只和平鸽。

此次活动由中华世纪坛管理中心、中共北京海淀区委宣传部、北京
市海淀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詹天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等
单位主办。

作为首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世纪坛从 2010 年起已连续 5 年举
办“敬先贤”的群众参与文化活动。 （王俊宁）

本报讯 4 月 2 日，农历三月初三，数万名苗族、土家族、汉族同
胞，齐聚湖南泸溪梁家潭乡芭蕉坪村，参加民族传统佳节古历“三月
三”活动。数百名男女歌手从四面八方赶来歌场对歌、赛歌，并举行

“拦门酒”“团圆苗鼓”“千人跳香舞”等节目，山歌应和着青山绿水，
令人醉倒苗乡。

“三月三”是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苗、瑶、壮、土家等族群众心目
中的地位更是不亚于春节。在芭蕉坪村，这里的“三月三”又称“挑葱
节”，是从苗族古老的男女青年恋爱节日演化而来，据传每到三月三这
天，男男女女以挖野葱为名汇集在一起在山坡上相亲相爱，边挖野葱
边说话边唱苗歌，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在广州务工的苗族女孩张红燕告诉记者，为了过三月三，她和两
个姐姐一个弟弟都请假回来了，并报名参加了村里组织的跳香舞蹈
队。活动还吸引了不少从外地赶来的旅游和摄影爱好者，其中就有来
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师生们，他们边观赏游玩边
感受和记录着苗乡浓郁的文化，直呼“令人陶醉”。

泸溪县地处洞庭湖“四水”之一的沅水中上游，民俗文化底蕴深
厚，极具少数民族特色，其传统戏剧“辰河高腔”、民间传说“盘瓠与辛
女”、传统手工技艺“踏虎凿花”和“苗族数纱”，均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成舸 向晓玲）

清明祭先贤 文明薪火传 苗族三月三 万人醉苗乡

2014 年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下届东道主
韩国平昌的“8 分钟表演”备受关注。然而，让中
国观众大跌眼镜的是，平昌冬奥官方宣传片中竟
然出现了中国发明———活字印刷。一时间，网友
纷纷吐槽：“这是赤裸裸地剽窃中国！”

中韩之间的发明权之争早已不是新鲜事，即
使在国内，对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争论也时
常见诸网络和报端。有这样的说法，今天世界上
所用的都是黄色炸药，而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是黑
火药，两者完全不同。也有这样的说法，虽然宋朝
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昇的活字印刷
术，但既无实物传世，也未能推广。

中国人发明了什么？全面而准确地回答这一
问题，就是全面而准确地总结中华民族对人类文
明的重要贡献。3 月 30 日，中华文化促进会邀请
了华觉明、万辅彬、王力、王渝生等多位科技史专
家进行研讨，以期参考、吸收和梳理近一个世纪
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为编纂《中国人发
明了什么》一书作一场学术咨询。

“我们这样做是希望这本书编纂的过程本
身就能作为一次国民教育。”中华文化促进会常
务副主席王石说，“这对于人们认知历史、增强文
化自信、激发公民创造活力、推动创新型国家建
设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只有“四大发明”？

在中国，“四大发明”的说法流传甚广、妇孺
皆知。但鲜有人知道，“四大发明”的说法其实是
舶来品。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
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
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
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
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前
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
中写下的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
过的了。

但是，中国“三大发明”说法最早的提出者并
非马克思，而是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其在
1550 年就提出了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
的“三大发明”。1620 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
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印刷、火
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
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印刷离不开纸，早先的西方学者不知道造
纸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所以只提‘三大发明’。
后来知道了，‘三大发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四
大发明’。”《中国人发明了什么》一书的执行主
编、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华觉明说，“‘四

大发明’的提法是培根、马克思等西方学者就造
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对人类文明，特别是
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作的评价。这种说法对提
升我们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精神有积极意义，但也
使人产生了误解，以为这‘四大发明’就是中国古
代最重要、排名最靠前的发明，其实不然。”

华觉明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至少有 30 项
重大发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不仅仅
是四大发明。比如，汉字就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
一大发明。

“‘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外国人讲的，我们也
感到自豪。”科技史专家、中国科学技术馆原馆长
王渝生表示，“但是，中国人要把自己的事情搞清
楚，科学史界应该对科学史学科发展中重大的、
基础的、原则性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起起伏伏的中国创造力

华觉明总结出的 30 项重大发明，除了造纸
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外，还包
括粟作、稻作、蚕桑丝织、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筹
算、青铜冶铸术、茶的栽培和制备、豆腐等。

通过仔细比较和研究这 30 项发明，华觉明
发现，中国人的创造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起
伏的。比如，在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
高峰，每 80 年出现一项大发明；而在清代，皇权
专制统治濒临末日，268 年间再无重大发明；在
迄今 100 年左右时间内，只有一项重大发明，即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这是纵向的比较。若从横向比较，自 1609
年伽利略发明 20 倍望远镜起算，全世界几百年
间重大发明数以百计，而中国只有区区一项。”华
觉明说，“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事实，也是对
全体中国人的鞭策。”

华觉明认为，这种创造力的起伏与当时的社
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战国时代百
家争鸣、英才辈出，社会经济大变革、大发展。在
此基础上的两汉就成为了中国人发明创造的黄
金期，每 55 年就有一项重大发明。“而从 1911 年
以来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
内乱、外患不断，建国以后又有连续不断的政治
运动、饥荒，创新是受到压制的，思想也是不自由
的。这些社会条件限制了重大发明创造的产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姜振寰也认
为，建国以后 60 多年，中国原创性的发明比较
少，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运动、阶级斗争
取代了一切。改革开放之后，科研也有一些问题，
比较急功近利，追求眼前利益，而把长远的、需要
大量基础研究的事情看得比较淡薄，这样很难产
生影响世界的重大科学发明。

发明创造需要良好的文化生态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讨论“中国人发明了
什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对历史的梳理
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广西民族大学科学
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万辅彬举例说，比如在
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生态就对
发明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发明创造也是一样，
需要有很好的文化生态，我们应该有学术自由，
应该鼓励青年人去创新。”

“创新源自民智的开发、心灵的解放、志趣的
追求和功利的激励。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一定
的社会条件为前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教育健

全、科学昌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创新得到鼓
励，创新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发明创造才能源源
涌现。放眼世界，事情不正是这样明摆着的吗？”
华觉明反问道。

除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外，万辅彬也呼吁媒体能
多关注发明创造，多宣传中国人的创新成果和精
神，“那将对我们国家今后产生更多的创造有好处”。

对此，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孙立军说，《中国
人发明了什么》一书应该继续编纂下去，第二本
的名字就可以叫作《中国人将要发明什么》。“这
是带有想象力和科学幻想的，我们影视娱乐界也
能参与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孩子们了解到中
国人发明了什么以及将要发明什么。”

学生向中华先贤献花并行少先队队礼

苗族同胞唱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