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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相比丝绸之路，中国的香料贸易之路似
乎并不被人们熟知。这条路线从东南亚起沿
印度海岸线经埃及到达欧洲。特别是到了中
世纪，香料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交易品了。

香料有广泛的用途，可以用于巫术仪式、
咒语、净化、防腐、化妆、香水、治疗，也可用于
烹饪、食物贮存和调味，甚至还可以成为毒
药。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食物储存，有一
种说法认为，古代在没有冷藏技术的情况下，
防止食物变质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而东南
亚地区的炎热潮湿气候使得那里的居民最先
发展了用香料作为食物贮存的手段。久而久
之，东南亚人就养成了喜欢咖喱粉的习惯。

大规模香料贸易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上
半叶，这时出现了一位美国富二代弗雷德里
克·图德（1783～1864）。图德于 1783 年 9 月出
生于波士顿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有一次父
亲带他去加勒比旅游，他发现那里的气候比
较热，而居民对此似乎束手无策。联想到在波
士顿地区冬天大片的湖冰，当地居民把冰切
割下来用于食物保鲜，他突发异想：何不把北
部的冰切割出来，卖到炎热地区呢？这个想法
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图德大胆地付诸行动。他
买了一条船就带着弟弟和妹夫开始实施了。
起初结果很不理想，他负债累累。但他仍没有
放弃，又建造了冰库并改进了运输中的储存
方法，以降低冰块的融化速度，终于在 15 年
后成功了。他后来被人们称为“波士顿冰王”。
这时，已经没有人再用香料储存食物，人们只
是延续了对香料的喜爱。

图德的生意做得很大，一度成为全球性的
贸易。但这个方法有一个缺陷：完全依赖于自然
冰。如果人工制造出冰块，那他的生意就会出现
危机。当然，一旦人造冰真的出现时，人们对这
个新事物一定有抵触：人造的冰是否安全？因
此，这项新技术只能用于非饮食行业。

随着对人造冰了解的深入和人造冰造价
降低，人们开始接受人造冰。市场上出现专门

为各家送冰的生意。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家
用冰柜。它从形状上看很像现在的冰箱，但它
不具备制冷的机制，只是尽量让柜子内的冰
不要融化太快。当人们收到送来的冰块后，就
把冰放在专门的冰柜里，用于食物防腐。

而真正让他的造冰王国破灭的是在上世
纪 20 年代出现并在 30 年代普及的用氟利昂
制冷的电冰箱。从此，人们只要把新鲜食物放
进冰箱而无需担心食物迅速腐烂。在之后的
几十年里，电冰箱不断地改进，冰室和储物室
分离、自动化霜、自动制冰等。现在发展到微
处理机帮助优化管理和互联网连接。

冰箱的出现拉动了急冻食品技术的发
展。急冻食品除了可以大幅度减低食物腐坏
和化学反应的速度，更因为食物内的水结成
冰，能阻止微生物滋生，从而得以大幅延长食
品之最佳食用日期。

这项技术也为宇航员提供了选择多种食物
的可能。但对于载人航天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冷
冻技术在火箭推进技术上的应用。1926 年美国
火箭学家罗伯特·戈达德（1882～1945）第一次
发射了一枚由液体燃料推进的火箭。这项技术
被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1912～1977）极大
地发展。美苏都对液体燃料推进火箭做了大量
的研究。

事实证明，液体火箭发动机作为最成熟
的火箭推进系统之一，具有较高的性能和许
多独特的优点，目前被广泛应用于运载火箭、
航天器以及导弹。显然，没有先进的冷冻技
术，液体燃料就不可能。而固体燃料推进火箭
发动机主要是用在中小型火箭发动机上。可
以说，没有液体燃料推进的火箭发动机，就没
有今天的载人航天。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人类为了保存食物，想到了完全不同的思想
方法，即从一开始的制作并贩卖香料来延长
食物的保存期，到采收和贩卖自然冰来使食
物降温，到人造冰和冰柜的出现，再到电冰箱

的出现。每项技术的出现都是一次技术革新，
而且每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使得旧技术退出历
史舞台。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而且掌握着某
种先进技术，那么你必须居安思危，继续革
新。否则一旦新的革命性技术出现，就可能面
临被淘汰的危险。

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把
这个现象称为“破坏性技术”。有时候也译作

“破坏性科技”“破坏性创新”，它是指将产品
或服务通过科技性的创新，并以低价特色针
对特殊目标消费族群，突破现有市场所能预
期的消费改变。另一个现象也发人深省，以某
一目的而实现的技术创新可能在另一个意想
不到的领域里开花结果。如果不是冷冻技术
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液体火箭发动机，就不可
能有今天的载人航天技术，那么，人类飞出地
球可能仍然是科学幻想。

而现在的冰箱制冷保温技术是不是就到
头了呢？我不这样认为。技术的发展是不会停
滞不前的。相信还会有全新的思想、全新的技
术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不能要求每
个人都成为“破坏性创新”的参与者，但至少
可以是“破坏性创新”的见证人。

（http：//blog.sciencenet.cn/u/jiangxun）

（本版主持：温新红）

网罗天下

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两个机器人的爱
情能不能打动人心，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那
里面的人类与机器人相比，简直是废物。

什么是废物呢？百度百科上说，废物是指
人类一切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对所有者已不
再具有使用价值而被废弃的物质。

这部影片之中，人类除了吃饭、睡觉和
娱乐，他们在无重力环境之中把自己长成
球状，使其动物的本能大打折扣，以至于行
动困难。机器人则承担着所有的生产和生
活的劳动工作。所以，在这部影片中，那种
长成了球状物的人，其实毫无价值，应该是
废物中的废物———除了没有价值，他们还
是能源动力、食物及资料的消耗者。不过，
影片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群废物凭什么控
制了机器人，而且还是高智能的机器人呢？
难道影片设计者的理念是：人类即使是废
品，也优越于机器？

几何学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证明世界上
存在各种形状。但没有矩形的露珠，没有正
方形的篮球、排球等，也没有矩形的闪闪发
光和不发光的星体。于是我们得出来一个原
理，运动中存在的万物更愿意保持能量最低
的状态，即它们的本性最大限度地保持能量
最低。

但是人也是动物。让他们成为能量最低
的球或椭圆，美好不美好呢？《机器人总动员》

中的人类，一个个都像是圆滚滚的巨婴，当他
们失去行动的本能时，他们心动的能力又能
如何？心动需要行动去鼓励，没有行动的鼓励
和支持，心动会逐渐消亡，希望会逐渐破灭，
欲望会逐渐丢失。结果，长成球状的人类，其
思维和心智也将会变成能量最低的球状物
吧？这在逻辑上是很通顺的。说白了，就是白
痴或者脑残。而这种低智、低能的球状物是怎
么生成的呢？影片也给出了一种暗示：他们依
赖高智能机器人活着。

由此可见，能量最低的球状结构，也许就
是人类的本性。当然这种本性有一个专业名
词：懒惰。所以，懒惰是符合自然界的基本规
律的一种客观现实和客观存在。那么，人类就
应该接受、顺应它，而不是挑战、挑衅它？因为
挑战和挑衅的后果常常是不可预知的，即使

挑战成功，人还是人，客观存在的本性是不可
消灭的，除非人不成为人。影片的结尾，一群
已经长成低能量球状物的人类回到地球，对
着他们费尽力气保护的一株绿植，憧憬着未
来在地球上真正的动物性人类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预言。其实这群球状
人类当初应该就是我们目前的样子：他们还拥
有不算非常少的绿植，还有能力是个动物性的
人，还有奔跑和步行的能力，还有基本的记忆、
推理、阅读和书写的能力，还有对爱情和友谊
的渴望，还有生机盎然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包
括了生理的心理的，体力的脑力的……

可是，当他们还拥有这些东西时，他们却
尽最大可能地放飞内心的妖魔，挑衅懒惰的
本性，溺水在智能化的汪洋中不可自拔。不可
否认，智能化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和质量的提
高。问题是，把智能化毫无节制地用在教育
上，挑衅懒惰的战线就铺展得太长了，就会导
致孩子懒于动手、懒于动脑、懒于记忆、懒于
推理、懒于练习、懒于模仿……他们的心智和
大脑就会逐步接近于“低能量球状物”。

悲观一点，就算人类都要长成球状物是
一种未来，起码，在教育领域内做些限制，可
以让人类走向“低能量球状物”的脚步慢一
点，再慢一点。尽量地让他们保持人类的动物
本性到成年或者到 22 岁，然后……

（http：//blog.sciencenet.cn/u/cyaninelotus）

“刷题”也能事半功倍
王永晖

我是上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人，那个时
候不知道“刷题”这个词，所以，当我这几年
接触到数学教育，听到这个词时，很想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但却没有得到太清晰的答
案，并且不同层次的数学教育工作者的说法
也存在差异。

这里贡献几点想法，试说明“刷题”是怎
么做的，如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刷题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不仅要把题做
会，还要把会做的题练熟，对于培养“数觉”很
有意义。因为只有“数觉”提高了，才会有优异
的考试成绩。

这种刷题表现为“计时练习”，把积攒下
来的经典题目凑成一张卷子做，每天十分钟，
几年下来数量就相当可观。需要强调的是，只
在高三每天做几张卷子的方式并不可取，不
在于突击，而在于长年的坚持，不在于多，而
在于真正到位。

当然，这里所说的“多”，还需要正确理
解，为了应付考试，不能够有的题会做，有的
题不会做，最后的学习结果是要应付所有可
能的题型。而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要年复
一年地认真学习，贵在坚持。

刷题的第二种表现形式，针对的是那些
不会做的题，看了答案，依然没有很好地掌
握。就像高中阶段，每人都会有个“错题本”一
样，针对大学生，我则取了另外的名字“忆
筛”，这种题，不止刷一遍，要刷好几遍，才能
真正搞懂。

但这看似简单的一件事，真正坚持的人
很少。以首师大毕业的师范生来说，据说他们
已经占据北京市中小学数学老师的一半，如
果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刷题，在大学或研
究生阶段又没有好好练习，当了老师又怎么
能指导学生刷题呢？

以高三总复习的卷子为例，老师需要知

道，并提醒学生把刷题的第一种形式和第二
种形式分开来做，如果混着弄，或者厚此而薄
彼，效果肯定不好。

刷题的第三种形式，可以称作“小组教练
法”，是忆筛在小组学习形式之下的变形，就
是两三个人一伙，互相给对方当教练，将大家
不会的题，分为三组，每组题由一个人负责看
答案，来当其他两人的教练，允许提问，教练
给予提示，然后再把题做出来，这种方式不同
于直接看答案，对于悟性的提高，很有益处。

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奥数培训，针对的
是数学难题，不过真正使用刷题第三种形式
的，估计极少。

忆筛，则相对更个人化一些，主要是自己给
自己当教练，用时间来做积淀。数学成熟度的提
高，离不开忆筛，华罗庚还将其叫做“复盘”，并
写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面，文字很优美。

（http：//blog.sciencenet.cn/u/arithwsun）

野外地质工作有苦也有乐
姻王奎峰

懒惰是人类本性？
姻葛素红

地质学是研究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
造、外部特征、各层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
历史的知识体系，并进一步拓展到研究人的
相互作用。地质学，对大众而言或许较为偏
门，但其实它是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并列
的自然科学五大基础学科之一。

笔者当初大学选择地质学专业时有点随
性而为，不甚了解，但真正跨入这个学科学习
起来，发现地质行业本身并不算枯燥，了解神
奇地球的组成、地形地貌的形成，欣赏祖国的
大好河山，登高望远，心旷神怡，这些却也是
别的专业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搞地质的一年少说也得两三个月在野
外，多则一年半载。长期野外的地质工作，时
常是太阳上山我们也上山了，太阳下山我们
也差不多下山了，山上天气一般多变，遇上暴
雨和冰雹那也不稀奇，顶着地质包一路狂奔，
原始人也不过如此。晚上闲着时，又得面对无
聊和空虚，万千情思化作一根孤烟在黑暗中
闪烁。地质这条路，有艰难，有泪水，也有汗
水，更多的是对家人的亏欠。

野外是地质工作者的实验室。地质工作
者在野外通常是数公里或数十公里一条观测
路线穿越山脉，观察不同地质体形成的顺序，
查明岩石成因，揭示地壳形成演化历史，查明
有用矿产分布与成矿规律等。野外新矿体及
地质问题发现的喜悦自不必说，这些经历也
是其他专业、行业体验不到的。

说衣。长期的野外工作，衣着褴褛，衣服
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汗渍浸透衣裤，所以，痱
子和湿疹就成了陪伴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常
客。过去有过一个顺口溜：远看是个要饭的，
近看是个搞勘探的。

说食。包子、咸菜和馒头是我们的最佳
“伴侣”。由于地质线路问题，有时一条线路可
能比较远，需要翻山越岭，中午不可能再中途
折返，我们就在头一天准备好包子、馒头、咸
菜等作为午饭，在野外找个合适的地方席地
而坐。野外勘探喝水是个大问题，带太多影响
行程，太少不够喝，一般就喝点清澈的山泉
水，没有这条件的只能忍着，直到线路跑完。
当然，在野外也常有意外收获，一些野果和野
味算是地质工作者的一大福利了。有时能采
到蘑菇和黄花之类，回到驻地，用大锅把黄
花、木耳、蘑菇、羊肉炖在一起，大家喝着小
酒，看着晚霞，别有一番风味。

说住。有时在野外工作，因手机信号不
好，晚上与接应的车辆联系不上，或者是路线
太长无法折返，就只能借住在附近的村落或
者废弃房屋里。赶上钻探工作，一般和钻井

队伍住在帐篷里。
2012 年昌乐地热钻井施工，当时正值深

冬，天气严寒，大雪封山，钻探队伍中有个钻
机工人，由于长期住在野外帐篷里，屁股上的
冻疮一块一块的，手指都冻得开裂，看了触目
惊心。

说行。有一年，在淄博沂源县南流水地区
采集化探样品，当时正值春夏交接时节，已近
黄昏，看着天气还算明朗，我们决定按照几条
线路继续进行最后的一组化探取样，其中一
条线路稍微远了些。结果天色已黑，也联系不
上另外两位同事。

大山深处，手机没有信号，又没有配备对
讲机。我们尽可能地在近处四处呼喊和找寻，
大约晚上 10 点左右仍旧未见到同事归队，只
好回到进山的村口继续等待。

庆幸的是，两位队员已经回来了，原来天
黑之后找不到原路，他们工作点地处悬崖之
上，折路返回太危险，他们沿着山顶的小路下
山。这次事件让我们深感野外地质工作危险
的未知性，同时也提醒我们，野外工作中安全
是第一位的。

野外的生活有苦有甜，有喜有愁，风雨与
矿石同在，靓妹与美食无关；远观沧桑，近看凄
凉，遮天为被，铺地为床，劈山掘井，占山为王；
秀丽山川尽收眼底，世间万物背进行囊；双休
是梦中的干粮，假期是过年的畅想；我们走进
的地方地老天荒，我们走出的地方充满希望。

不管怎样，既然从事了地质工作我们就
应该热爱它，奉献给它、地质人的人生同样精
彩，无怨无悔。

（http：//blog.sciencenet.cn/u/maplewkf）

我与永春、太极、少林两三事
姻李兆良

五六岁时，我对武术很有兴趣，经常模仿
武侠电影里的动作。父亲认得不少武术界的
人，首先是永春派。很多人知道咏春，却不晓
得永春。其实永春比咏春要早，起源于福建永
春，因而得名。咏春是后来一位女武师名叫咏
春，把拳术也改成咏春。

咏春与永春都是南派拳种，使咏春的名
字响当当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叶问。因李小龙
是叶问的徒弟，更是让咏春名扬国际。

永春的主要人物是朱颂民，他的门下有
卫恩、邓翼（邓奕）。卫恩在香港油麻地开了大
德鸡栏，比较有钱，上世纪 50 年代，香港治安
不太稳，一批武林中人就投靠他，在他的铺里
当保镖为生。

父亲与卫恩非常熟。大概是 1950 年的一
天，父亲带我到大德鸡栏拜会这几位武术中
人。朱颂民的几位徒弟，不太在人前表现他们
的武术。邓翼尤其沉默寡言。后来我才知道他
的太太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兵杀害，他终身
不再娶。父亲说他从来不收徒弟，除了在鸡
栏担任相当于保镖的工作，很少露手。对我
却另眼相看，愿意收我为徒。

邓翼是天下第一棍，擅长六点半棍，源于
枪法，专门攻击对方下盘，让对方腿脚不能动
弹，同时利用腿的弹力，绞出棍花，把对方的
武器弹掉。这种棍的手握处比较粗，棍前端比
较细，长 240~260 厘米，硬木做的。我那时才
六七岁，棍比我高两倍多，根本扛不动，只好
等大一点再说。

鸡栏里满是木人桩、铜环等练武的工具。
铜环是套在臂上，往前伸，往左右伸，练臂力
用，每个铜环有一公斤。我每只臂膀能套上三
个，伸十来下，他们很是惊奇，这大概是邓翼
收我为徒弟的原因。其实当时我是硬挺着，回
去酸了好几天。木人桩最下面一根和我的个
头一般高，也是不能练。

想不到一次生病，中医把脉，发觉我的
脉门与常人不一样，是在腕骨的外面，中医

称为反关脉，因为没有腕骨的保护，很容易
受伤，不宜入武界，父亲很懊恼，也不再坚
持带我去习武了。后来的学业越来越重，更
加没有机会。

中学最后几年，功课繁重，因身体很弱，
父亲建议我去学太极。当时环中太极社师傅
梁敬予的武馆离我家 5 分钟路，就拜他为师
了。后来才知道这位梁师傅是杨派重要传人，
他师承陈微明、孙禄堂、杨澄甫。杨澄甫是杨
派开山祖杨露禅的孙子，也是杨派太极发扬
光大的主要人物。

本来学完整套 108 式杨家太极起码要一
年。这是师傅吃饭的本钱，学得太快，他们怎么
生活？可是我把他压在桌面玻璃下的拳谱偷偷
抄下来，早去晚归，琢磨师兄的动作，一些重复
的动作就不要他教了，每次都学新招式，一个
月不到便把整套学完，动作也正规。其实梁师
傅也知道我在偷师，只是眼开眼闭而已。不期，
3 个月后，师公突然去世，师傅很伤心，停教了
一阵子。我也功课太紧，无法再去了。就这 3 个
月学的太极，一练下来就是 50 年。

1969 年初，收到美国普渡大学给我的入
学通知。心情很愉快，也没有什么牵挂。父亲
刚刚碰到另一位武术中人———林少立，她是
位女师傅，名字反过来是立少林，一看就知道
是正宗少林中人。据父亲说她 16 岁就在广州
开馆授徒。其他武馆的人看她年纪小，又是女
流，轮流上门踢馆，被她打得落花流水、头肿
鼻青，立刻名扬羊城。

香港很多电影武打明星都是她的学生。
在她处学了一阵洪拳（南少林）、弹腿（谭腿）、
截拳（据说是李小龙的套路），因很快要出国，
学得匆忙，只记得一些，大多数都已经忘掉
了。她最擅长搏击中最有用的罗汉拳、蔡李佛
拳，无法学就离开香港了，颇为遗憾。

太极拳、书法、二胡、历史、诗词、翻译是
我在文化异域一种修炼，也是一座桥梁。

（http：//blog.sciencenet.cn/u/SLLee19）

破坏性创新：参与还是见证
姻蒋迅

“破坏性创新”示意图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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