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进展

32025年 1月 2日 星期四
主编 /李芸 编辑 /许悦 校对 /何工劳、唐晓华 Tel：（010）62580616 E-mail押news＠stimes.cn综合

重在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

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迈入新阶段
■程浩

近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暨校
释、英译系列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集中
发布围绕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推出的系列成果。

此次发布的第十四辑整理报告，包含了 3篇
前所未见的先秦文献。其中以夏朝禹、启之间君
位传承为故事背景的《两中》，以及以周成王、周
昭王为中心人物的《成后》《昭后》，为我们重新认
识夏朝与西周的历史以及先秦时期思想观念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佐证材料。

比如《两中》明确提到，当夏禹去世之时，夏
朝的政治中心位于“有河”，及至 3年后夏启即
位，才迁徙至“有夏”。这就提示我们，当下对于夏
文化的探索，重心放在豫西的伊雒族群“有夏”的
同时，不应忽视晋南的河汾族群“有河”。

另外关于夏启获得君位的形式，简文有很长
篇幅的细致描写。不同于以往文献中各执一词的
“禅让”与“篡夺”两说，本篇提出夏启得位是基于
天神的共同推选，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这种
说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远古时代曾经实
行过的君位推选制，更可以看作是战国时期盛行
的“尚贤”思想的写照。

这些新发布的珍贵资料，以及此前已经公布
的《尹至》《尹诰》《厚父》《三不韦》等与夏代有关
的清华简篇目，通过学界的深入阐释，可以为实
证中国 5000多年文明史、回应部分学者对夏朝

的质疑提供坚实支撑。
2008年 7月，清华大学从境外抢救入藏了

一批战国时期竹简，学界称之为“清华简”。清华
简的内容多为早期的经史类典籍，其中除了可与
《尚书》等传世古书对照的篇目外，更多的则是
已失传 2000 年之久的前所未见的佚篇，对于
准确认识先秦古籍的原貌、重建中国早期历史
均有重要学术价值。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已有 10 余年，经由李学勤、黄德宽两位学者先
后领衔，整理团队夙夜不懈、接续努力，以及学
界共同研究、深入阐释，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
中华信史实物佐证。

清华简中有不少以历史记载为主要目的的
篇目，如《系年》《楚居》等，其中涉及先秦时期的
重大历史事件对证史、补史均有重要价值。例如
“文武受命”“周公居东”“平王东迁”“秦人起源”
等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在清华简
中都可以获得新的认识。把这些历史事件挖掘出
来并放在历史进程中详加论述，对于理解中国古
代文明的演进过程极具价值，也是“讲好中国故
事”的绝佳素材。

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往往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评价历史人物不仅对于研究历史
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大众津津乐道的
文化素材。清华简中发现了不少与商汤、伊

尹、武王、周公以及晋文公、郑庄公、武姜等著
名历史人物相关的史料。在这些竹书中，他们
语言丰富、形象鲜活，通过竹简材料可以丰富
传世文献记载，使人们对这些著名历史人物
有更加清晰完整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展现中
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清华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300年左右，而这
个时代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方以智所讲的“三子
会宗”的时代，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庄子
和屈原都活跃在这个时期。清华简中除了经史类
典籍等“公共知识”外，还有不少极具思想性的
文献，记载了古代先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所得出的治国之策、选贤之法、修身之道，
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其中
体现儒家思想的篇目最多，如记载鲁哀公与孔
子问对的《邦家之政》，以及宣扬德政、仁义的
《邦家处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心是谓
中》《虞夏殷周之治》等。

有一些篇目较多地体现了墨家思想，例如
“尚贤”，清华简中有一篇《良臣》列数历代贤能之
臣，《邦家处位》篇专论如何选贤度能；又如“尚
同”，《尹诰》开篇便强调“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
又如“非攻”，《天下之道》亦主张以天下之道取代
攻守之器；再如“节用”“节葬”，《邦家之政》《治邦
之道》等篇中也反复强调了此类观念。

清华简的内容虽以王道霸术为主，但也不乏
与社会文化史有关的重要资料。《算表》是目前世
界范围内发现最早的实用算具，不仅能够快速计
算 100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乘除，还能计算包含
分数 1/2的两位数乘法，甚至可以用于开方运
算。《筮法》是一篇讲述占筮理论和方法的专书，
在它的占算体系中，只有八经卦而不用六十四
卦，展现了与《周易》截然不同的占筮系统。两种
写定于战国时期的乐书《五音图》《乐风》，是目前
所见抄写时代最早的音乐文献，而且均带有一定
的理论色彩，对于研究先秦音乐史的价值是不可
估量的。

为了响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的号召，在 10余年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清华
简的研究工作近年逐步转向了以价值挖掘与传
承传播为重的新阶段。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
播研究”以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
的支持下，我们陆续启动了清华简的校释、英译
等工作。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由清华大学教

授黄德宽与著名汉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
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共同领衔，具体工作
由青年学者担纲，根据最新研究进展对释文进
行全面校订和注释，并将艰涩难读的战国竹书

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向广大读者进行普
及推广。《校释》计划出版十八卷，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2024年已经推出了第一辑（一至四卷）
四种，并作为“商务印书馆 2024 年度学术类十
大好书”进行推介。

除了以通俗化的形式呈现竹简文本，进一步
扩大清华简的学术影响力外，我们还尝试推进清
华简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夏含夷团队合作编纂
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
（18卷）的第 1卷已于 2023年 4月由清华大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丛书的第 2、3、6卷也在 2024年与读者见
面。清华大学教授刘国忠撰写的《走近清华简（增
补版）》英文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与泰勒·弗朗
西斯出版集团联合出版，已在第 76届法兰克福
国际书展上发布。2025年 4月，清华简还将赴奥
地利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中文日的展
览。2025年的日本大阪世博会上，清华简《五纪》
篇将在中国馆专题展出。

先秦时期的相关发现，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无尽宝藏，是
推动中国史学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古文字研
究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智慧源泉。
我们最开始读清华简，都惊叹于它的经典化程
度之高，被其中与《诗》《书》《礼》《易》《春秋》
等传统五经有关的内容所吸引。随着整理工作
的不断深入，我们又流连于它的涵盖面之广，
天文、数术、医学、方技以及诸子思想无不兼容
并包。

清华简内容的丰富多元，正是先秦时期文化
兴盛、思想昌明的缩影，经过不断研究与深入挖
掘，一定会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
系中充分发挥其历史影响和重要作用。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长聘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新研究实现亿原子级
拉曼光谱量子力学模拟

本报讯（记者王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商红
慧、杨金龙团队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级
工程师刘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何晓等团队合作，实
现了亿原子级拉曼光谱量子力学模拟。该成果成功
入围 2024年“戈登贝尔奖”。
“戈登贝尔奖”是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

奖，由美国计算机协会颁发，旨在表彰世界范围内高
性能计算的杰出成就，尤其是高性能计算应用于科
学、工程和大规模数据分析领域的创新工作。

拉曼光谱是研究分子结构的重要工具，被广泛
应用于药物开发、疾病诊断等领域，然而拉曼光谱量
子模拟计算量巨大。此前的拉曼光谱量子模拟仅能
处理数千原子的小体系。

在上述研究中，联合团队在算法设计和工程技
术方面进行了多项创新，开发了一款 QF-RAMAN
程序，首次实现了包含 1亿多原子的新冠病毒刺突
蛋白在水溶液中的拉曼光谱量子模拟，与以往工作
相比实现了 4 至 5 个数量级的提升。此外，
QF-RAMAN程序设计了弹性任务卸载技术，通过
小规模运算的灵活聚合，大幅提高异构加速器的硬
件利用率。同时，该程序采用 OpenCL通用异构并行
计算框架，能在不同硬件架构的超级计算机上，借助
OpenCL编译工具链实现跨平台运行。在此基础上，
团队提出了适用于亿级原子体系的矩阵方程求解拉
曼光谱的新算法，有效解决了大规模量子力学拉曼
模拟中的关键技术难题。

该研究表明，量子力学模拟可以扩展到前所未
有的规模，为高性能计算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奠
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推动生物分子高阶量子力学
物理性质模拟研究进入新阶段，为理解复杂生物系
统开辟了新途径。

相关论文信息：

高分辨率
海洋大模型“琅琊”发布

本报讯（记者廖洋 通讯员王敏）2024年 12月
28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高分
辨率海洋大模型“琅琊”1.0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该
模型可一次性预报未来 1至 7天的温度、盐度、海流
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空间分辨率为 1/12°、时间
分辨率为 24小时，显著提升了全球海洋预报的准确
性与可靠性。

当天，2024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琅琊论坛在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召开。据介绍，“琅琊”海洋大模型是
面向海洋状态变量预报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
型，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近年来在人工智能与海
洋科学交叉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琅琊”一词出自《辞海》，意指质地细腻、晶莹剔

透如玉石般的珍贵宝物，象征着海洋大模型的珍贵。历
史上，论坛所在地南侧的琅琊台承担了观测星象、历象
日月星辰等预报职责。
研发团队表示，琅琊系列大模型将在实际应用

场景中不断迭代，2.0版本将引入对台风、降水、海
浪、海冰等海洋现象的预报，进一步提升对海洋灾害
等复杂海洋现象的预报能力，为海洋环境安全保障、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海洋资源开发及海洋防灾减灾
等提供更强支撑。

论坛上，“羲和”“伏羲”“风乌”“波塞冬”等多个
大模型研发团队分享了各自的最新成果，并围绕海
洋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进行了深入讨论。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套铜铌复
合腔高稳定超导加速单元通过各项
测试。这标志着我国面向高可靠应
用的铜铌复合超导腔技术研究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成果将有力提
升我国在超导加速器领域的技术水
平，为基于射频超导加速器的大科
学装置建设提供高性价比、高可靠
性的技术方案。

图为铜铌复合腔高稳定超导加
速单元腔串集成。

本报记者叶满山报道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供图

一路“追雨”未果，却意外发现防洪“样板”
■本报记者 王昊昊 通讯员 王振亚

暴雨山洪来临，别人都避之不及，杨波却
是追赶暴雨山洪的逆行者。
“我们都是追着暴雨洪水跑。”杨波不是救

援人员，而是一位科研人员。作为河流防洪等
领域的研究者，杨波需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暴
雨洪水来临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便寻找极端
天气情境下提高河流防洪能力的更优策略。

杨波向《中国科学报》展示了诸多他逆行
的照片。2024年 7月在甘肃、青海等地的经历，
让这个“追雨人”灵感突现，提出一种新的生态
防洪体系。随后，他用 4个多月时间在《科学》
的 Letters（学术快报）版块发表文章。

通常，Letters文章篇幅较短，主要围绕一
个特定的主题进行讨论，便于读者快速了解研
究的主要发现和意义。
“我们忽略了小型湿地在河流防洪中的重

要作用。”该文章中，杨波等提出应系统地规划
和构建覆盖全流域、基于小型湿地群落的生态
防洪体系，为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可持续的河
流防洪管理提供了新方案。

研究电的怎么“转战”洪水了？

在长沙学院官网搜索杨波，关于他的介
绍是，该校教授、电气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
大电网安全稳定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
用工作。

2024 年 9 月，杨波团队在《自然》发表文
章，揭示过度储能给电力系统安全带来的潜在
威胁，颠覆了人们对储能技术的传统认知。因
此他关于洪水的文章在《科学》发表后，不少朋
友都疑惑地表示：一直研究电气的杨波怎么
“转战”洪水了？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水打交道，水电站发
电调度、流域水风光储一体化开发等都必须掌
握水的规律。”杨波表示，水电工程的运行与气
象服务密不可分，水电要发挥最大潜能，首要
的就是关注气象，解决防洪问题。

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杨波以该水电站为例解释说，三峡水电站有发
电、航运、灌溉等 10多种功能，但其最重要的
功能之一是防洪。研究者要根据气象信息预测
水电站的入库洪水量做好防洪调控，同时测定
其发电量等。

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暴雨洪
涝干旱等灾害的突发性、极端性、反常性越来
越明显。

我国是世界上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
流域面积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 5 万多条。
“这警示我们，任何一个流域、一条河流，都有
可能发生极端洪涝灾害。”在持续关注洪水的
过程中，杨波开始思考为什么洪水难防以及有
没有更好的防洪模式。

2023年，水利部印发《中小河流治理建设管
理办法》，明确了对我国流域面积 200平方公里
至 3000平方公里的 11169条中小河流治理目
标、治理标准等，包括堤防加固、护岸、渠化工程、
疏浚等提升流域整体防洪减灾能力的措施。

这些年，杨波的足迹遍布湖北、河南、青
海、甘肃等地，先后实地考察了黄河、长江等
我国大小河流以及三峡、葛洲坝等水电站和
当地的大小湿地。他还曾赴南美洲考察亚马
孙河、巴拉那河、伊瓜苏河、伊泰普水电站，
了解当地防洪管理方法。直到 2024 年 7 月，
探索研究防洪新思路多年的他，在一次考察中
豁然开朗。

没等到洪水，却收获了灵感

2024年 7月 22 日至 24日，甘肃省出现
1961年以来最强区域性暴雨。在此期间，青海

省迎来该年度入汛以来最强降水。
杨波此前到过西北地区的几个城市，但没对

当地的河流等进行系统考察。关注到未来一周甘
肃、青海等地将出现大暴雨，他决定和团队用一
周时间实地考察，观察暴雨后的洪水演变过程。
“我们当然不希望暴雨、洪灾发生，但大暴雨导致
洪灾的试验和测试环境是可遇不可求的。”
“西北地区大部分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土质松软，生态环境脆弱，一旦有强降雨，引发
山洪的可能性更大，山洪暴发速度也更快。”
2024年 7月 15日，杨波带着两位团队成员赶
到兰州。然而，他们在兰州等待了两天，大暴雨
没有出现。
“兰州没有下雨，我们便沿着黄河沿线

进行了考察。”当时天气预报显示兰州周边
多地有暴雨，杨波团队便决定到武威和张掖
看看。

武威冰沟河是祁连山脉独特的地理奇迹，
因祁连山冰川融化形成的河流而得名。这是一
处以雪山、天池、瀑布、森林、草原、河流等自然
风光为主的生态旅游区。抵达武威后，杨波团
队赶往冰沟河。

当前我国的防洪手段主要采取护岸固堤
等技术手段，杨波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技术手段
和河流的周边生态结合起来，做到技术防洪和

生态防洪的有机结合。
眼前的冰沟河，让杨波灵感突现。“那就

是我苦寻的技术和生态防洪样板。”杨波说，
沿着冰沟河绕过几道弯，一片开阔的湿地映
入眼帘。
“河两岸是小山，两山之间形成一片湿地。

我当时构想，下暴雨时湿地应该会被淹没变成
小湖，而雨水退后又会变回湿地，这里也几乎
不用修水库和防洪设施来调节河流水量。如果
每条河流都有多个这样的湿地，那洪水来后，
这些湿地可以成为理想的泄洪区，技术防洪的
压力就会小很多。”杨波想在冰沟河验证他的
想法，观察暴雨后河流走势和水量等，可那几
天没有下暴雨。

除了考察冰沟河，杨波团队还到附近的村
庄考察。他们对小湿地规模大小、流域合理布
局、农村湿地形态及河流走势等和防洪管理之
间的有机衔接有了更新的认识。

随后，杨波团队又“追雨”来到张掖，考
察了流经当地的黑河，却依然没有遇上天气
预报中的暴雨。2024 年 7 月 21 日，青海发布
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提示该省的门源县、大
通县等地将有大雨、局地暴雨，他们又决定
赶往西宁市。

其实，预警发布后当地已不建议民众前往

预警区域了，但杨波一心想验证自己在冰沟河
的想法。
“从张掖到西宁约 340公里，一般开车 4

个多小时即可抵达。我们一早出发，一路上雨
时下时停，一些路被冲毁正紧急抢修，加上车
多路窄，我们用了足足 10个小时，直到天黑才
赶到。”杨波说，这趟行程中，他见到了更多类
似冰沟河的河流 -湿地布局，对生态防洪的构
想更有信心了。

既要“技术派”，又要打好“生态牌”

2024年 7月 25日，杨波正式结束西北考
察。“没有暴雨、洪水是好事。”虽然一路上他们
未能与暴雨相遇，但杨波因考察冰沟河而灵感
突现。回长沙后，他立即整理思绪，完成了文章
的写作。2024年 8月 4日投稿，不到 4个月就
正式发表。
“科研中的灵感确实很重要，但离不开此

前多年的研究积累。”文章中，杨波针对河流防
洪管理难题，提出系统地规划和构建覆盖全流
域的、基于小型湿地群落的生态防洪体系，并
与河流的堤防加固、导流工程、水库群调度等
技术干预措施协同，有效提升极端情境下河流
防御洪水的能力。

小湿地真能在防洪中发挥巨大作用吗？
“从原理上说，合理规划小湿地规模与布局
可以改变强降雨后水量的时空分布。若与传
统的技术干预措施协同工作，将会形成一个
流域的综合防洪体系，提升洪水应对能力，
达到‘1+1>2’的效果。”杨波说，湿地在调节
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该防洪方案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同
时，也为湿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未来，该如何利用生态防洪体系有效防

洪？对此，杨波表示，以前防洪是“技术派”，未
来则要在此基础上打好“生态牌”，既要做好技
术防洪措施、建好防洪基础设施，又要把生态
防洪和技术防洪深度结合起来。

湿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基础
设施，而农村则有池塘、沟渠、运河、水坝、小
溪流等湿地资源。杨波建议，农村应借助这
些资源创造小湿地与农村河流无缝衔接的
闭环。城市规划人工湿地时，地方政府应根
据本地年雨量和河流的洪水承载力，确保人
工湿地有效分布，将湿地和流经城市的河流
无缝衔接，形成河流 - 湿地集成生态系统，
增强暴雨期间河流的雨水承载能力，提高防
洪效率。
相关论文信息：

银冰沟河两岸的湿地。
杨波在冰沟河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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