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闻《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 2 月 15 日开始施行，这

是我国首次由省级政府层面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其

中明确规定了社会力量可以通过认养方式参与不

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细细研读，其条款清晰、责

权分明，令人耳目一新。

有资料显示，作为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

之一，山西拥有 5.3 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放眼全

国，其数量更是蔚为可观。虽然其中绝大部分保

护等级较低，但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炎黄子孙繁衍

生息的产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

济、文化、科技及风俗等等，从而烙上了一脉相承

的中华文明印迹，其意义不言自明。长期以来，

如何保护好这些不可移动文物，一直是政府部门

的挠头事。撇开动乱年代的损毁不说，随着社会

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一些民居、桥梁、园林、戏

台、碉楼等古建筑正在我们面前逐渐消失。一方

面社会呼声愈益殷切，另一方面政府力量有限、

资金掣肘，对此大家莫衷一是，近年来关于文物

资产化的争论便可见一斑。其缘由好比暗夜里

一颗针掉在了地上，苦苦摸之索之，都在期冀触

手可得的舒心。

《办法》的出台，犹如一颗找到的“针”，将不可

移动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串接起来，通过政府法规的

形式，界定了民间力量参与古建筑的“红灯”与“绿

灯”。其创新的亮点，在于结合当下共享经济时代，

运用类似于众筹、创投的方法，树立资源共享的社

会理念，以期在进一步唤醒社会大众文化自觉的同

时，以社会资本撬动文物保护的“百年大计”。应该

说，《办法》有上限有底线，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

谓善莫大焉。

在拍手叫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文物

认养与植物、动物认养不同，既是对文物价值与价

格之间的辩证考量，更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与

坚守，容不得流于形式和百密一疏。事实上，近些

年广东、安徽等地部分市、县也进行过认养的尝试，

由于条款不清、执行不力等种种原因，结果或是认

养者赔了血本、铩羽而归，或是古建筑遍体鳞伤、面

目全非，留下的遗憾和教训令人扼腕。

古人云“笃行致知，明德崇法”“非知之艰，行之

惟艰”。从字面上理解，认养是一个动词，是认知

与养护的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在不可移动文物认

养的践行过程中，须从“坐而论道”转向“知行合

一”，政府相关部门要有令必行、有法必依，持之

以恒地做好保护与利用的各项事宜；认养者要依

理依法，用“金刚钻”揽“瓷器活”，厘清公益与商机

的良性循环……若此，则文物幸甚，文化幸甚，在浩

瀚的中华文明面前，我们才有资格揖手相祝。

文物认养，贵在“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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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春运的最大主题就是回家。有家可归，

有 家 待 归 ，有 家 盼 归 ，有 家 喜 归 。 这 难 道 不

是人间最大的幸福吗？！

雅 倩

凑巧，春运第一天去广州火车站接人。车站的广场上搭起

了十几座帆布大棚，旅客们可以按车次选择大棚进站。人不少，

但也没有到摩肩接踵的程度。旅客步履匆匆却不失急慌忙，打

工回家的旅客，多是结伴而行，大家有说有笑此呼彼应。还有带

着小孩的打工夫妻，孩子也是欢天喜地穿得花团锦簇……这还

是那惊魂的春运吗？

自从二十八年前朝胜调到广州工作，每年的春运都是一场

噩梦！相信稍加回忆还能记起那些画面——火车站广场上的人

山人海、令人窒息的挤压、嘶哑着嗓子的警察、累到站着都能睡

着的士兵……如今，春运的火车站竟然是这般的热热闹闹喜气

洋洋？！

等待客人的时候，我又发现在车站候车、下车的人们，和几

年前春运中打工人员衣着有了明显不同。以往从工厂匆匆挤车

回家的打工者，常常都是衣衫破旧，行李也是以编织袋为主的包

裹，提前几天就在车站广场上席地而卧、等票等车，人人都是灰

头土脸、满面憔悴。现在，旅客们各式各样的服饰、各领千秋的

衣帽，则看得人目不暇接。就算有人席地而坐，地面也是清洁干

净，很少有垃圾污物。

以往，火车站还有臭气熏天的厕所，现在上厕所尽管也需要

短促排队，但已没有过分的异味，清洁工的随时清洗扫洒，终于消

除了火车站厕所几十年污水横流臭气冲天的痼疾！有人说过，看

一个城市的文明，就看这个城市的厕所。我说，看一个时代的春

运，就看广州站的厕所！春运，真的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绿皮火车曾是春运的主体，当运力不够时，还要加开闷罐车

皮。那时长途公交也是主力，没有高速公路，没有进口或者合资

的豪华大巴，在风雪交加的道路上，坑坑洼洼地颠簸着，连续几

十个小时，到下车时腿麻木得甚至路都走不了！如今，飞机、高

速大巴、高铁、动车、特快……手持票钳、一张张剪票的验票方

式，也被智能闸机、刷证刷脸取代了。购票则是通过“12306”网

上购买，再到火车站的互联网取票机上，用身份证轻松一刷，就

可以拿到火车票。那个通宵排大队买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

于是，旅行者的表情变了，火车站的表情变了，城市的表情

变了，春运的表情变了，时代的表情变了……科学技术解放的不

仅是生产力，还有春运的尊严。

看着火车站出站口的人流，一双双寻找亲友的眼睛，一声声

盼望已久的呼唤，一张张亲友相会的笑脸，一对对牵手偎依的情

侣……我心中不由得涌起了许多感动和欢喜。这就是祥和，这

就是人气。从火车站出口大门涌出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平民

百姓，看到他们清澈的眼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民族温润的

光；看到他们喜悦的脸庞，你就能感受到这块土地淳朴的风……

火车站是个奇妙的地方，大概自从发明了火车开始，它就是

一个充满了故事的舞台，而千千万万的剧情，其实只有两个主

题，分别与相聚。上车挥手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相聚；下车执

手拥抱，又是一次分别的开始。聚散离合，就是人生。

几十年来让我感受不同的是，漫无目的的漂泊越来越少，充

满希望的追寻越来越多。从那急切登车的身姿，可以感受到对

前路的渴望；彷徨迷茫的流浪越来越少，等待欢迎的灯光越来越

多。从那自信从容的步伐，可以感受对去处的期许！

当然，春运的最大主题就是回家。有家可归，有家待归，有

家盼归，有家喜归。这难道不是人间最大的幸福吗？！如此关乎

亿万人幸福的大迁徙，难道不是天地山河间最大的祥瑞吗？！

聚，亿万青壮八方而来，建楼拔地而起，造城日新月异；散，春

节长假四散而归，村庄锣鼓喧天，亲人彻夜笑谈……亿万人的大

迁徙，居然可以如此的有条不紊，如此的集散自如，如此的精确运

筹，如此的喜庆和谐。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国家与民族之幸。

我们有着千年的苦难，更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只看几十年，

就想了解和评说这个民族，不行；再看百年，就说看懂了这个民

族，也不行；看千年之中华，只见头角。当中国的孩子呀呀学语

时，唾手可得的声韵和故事就有唐宋诗词，就有诸子百家，就有

离骚天问，就有河图洛书……这就是中国孩子独特的儿歌和童

话，这就是哺育中华民族的文明乳汁。

俱往矣，俱往矣。看不了如此久远，也不要紧。那就看看春

运中的火车站吧，这里，通往梦与远方。

“只要方法得当，没有什么不能讲给孩子”。量

子力学、相对论等很多成年人都不一定理解的物理

学理论，我们同样也是可以讲给孩子听的。

《给孩子讲相对论》，是物理学家李淼写给孩子

的关于相对论的普及读物。在这本书之前，他还出

版过同一系列的《给孩子讲量子力学》《给孩子讲宇

宙》以及《给孩子讲时间简史》。

该如何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伟大理论给孩子

讲明白？作者从 2017年美国的三位物理学家因探

测到引力波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讲起，分

别用了四章，讲述了引力波是怎么探测到的，光速

是怎么影响时空的，引力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相对

论都有什么用。看上去晦涩深奥的物理学理论，因

为今人的最新成就，一下子拉近了和我们的距离。

从相对论的提出，到引力波被探测到，整整用了

100 年的时间。在科技迅速发展的这些年中，是什

么原因使相对论出现后花了这么久才探测到引力

波？作者以此为引，讲述了引力波被发现的过程，

叙述中充满了趣味和故事性，同时穿插了不少卡通

插图、手绘讲解图以及科学家和实验室的照片，图

文结合，让孩子们读起来更容易理解。每章结尾还

加入了延伸阅读，总结了跟本章内容相关的延伸知

识点，同样也选取了不少颇具趣味性的内容。

“至关重要的不是掌握知识，而是帮孩子们开脑

洞、拓眼界，尽量用浅显的方式引起兴趣，让他们乐

于自行学习和探索。”作者说，他是带着这样的初衷

去写作这本书的。其实，正如作者所说，孩子不一定

要明白书中所有的内容，理解所有的理论，但通过阅

读，倘若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物理学或天文学的视

野，抑或哪怕书中的一处或几处能够引起孩子们的

好奇与兴趣，就已经达到了科学传播的目的。

并 非 所 有 人 长 大 都 会 从 事 科 学 研 究 ，或 者

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长大之后会从事专业的

物理或天文学工作。但在学校的物理、化学、生

物等课程之外，我们有义务为孩子提供一种更加

宽广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态度。有时，很多对科学

感兴趣的孩子往往因为在学校的理科学习中成

绩并不理想，就轻易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然而，

课本知识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更有趣的知识值得

孩子们去学习去探索。

让孩子们对科学永葆热情是很难的，也是很值

得去努力做的事情。作为成年人和家长，我们要多

么小心翼翼才能保护住孩子那颗天生就充满好奇

的心！我一直都对致力于大众科普的研究者敬佩

有加，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所学，用更加浅显易懂，贴

近生活的方式表达出来，让更多人有机会在专业书

籍之外，找到学习科学知识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

说，该书作者所做的努力无疑值得称赞。

孩子，你也可以读懂前沿物理学

1929 年，伟大的天文学家哈勃发表了一篇划

时代的论文，这篇论文给出了 24 个银河系外星系

的距离与运动速度，并得到了一个划时代的规律：

星系越远，退行的速度越大，二者基本成正比。这

个结果意味着宇宙自身在膨胀，标志着观测宇宙学

的诞生。很多人知道哈勃这个成果，但大多数人不

知道的是，在哈勃的这个重大成果背后，还站着另

外一个人：米尔顿·赫马森。

赫马森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 1891 年出生

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童年起就随父母移居加州。

1905 年，正在读八年级的赫马森到南加州的威尔

逊山参加了一次夏令营。被这座山迷住的他征得

父母的同意，休学一年，在威尔逊天文台的旅馆当

打铃工，并接待客人、喂养骡子。他乐此不疲，再也

不愿回学校了。

1908 年，17 岁的赫马森开始当驴夫，用驴车将

天文台建筑所需的建材运到威尔逊山。不久他与

天文台一位工程师的女儿海伦·多德相恋并结婚。

1917 年，赫马森的岳父告诉他，天文台有个看门人

打算辞职，他听从岳父的建议，补上了这个空缺。

第二年夏天，在他人指导下，他仅用了几个月时间

就学会了使用 25厘米望远镜拍摄变星。

赫马森的观测天赋很快引起了著名天文学家

沙普利的注意。沙普利是变星方面的世界顶尖专

家，曾测量银河系内的造父变星的距离，确定了银

河系的形状，发现太阳位于银河系的边缘，而不是

银河系的中心。沙普利称赞赫马森为自己见过的

最佳观测者并向当时的威尔逊天文台台长海耳强

烈推荐赫马森。海耳被沙普利说服了，于 1919 年

破格将只有小学学历的赫马森聘为正式职员，并在

1922 年将他提升为助理天文学家。这样的破格任

职前所未有。

赫马森没有辜负沙普利和海耳的期望，他发现

了一些特殊恒星和其他众多天体，而他最擅长的还

是拍摄暗淡星系的光谱。光谱，指的是物体的光在

各种颜色上的强度。要获得天体的光谱，需要用棱

镜或者光栅将天体发出的光分解为各种颜色，然后

使各种颜色的光落在照相机底片上。如果发光的天

体在靠向地球，天体光谱的位置朝着蓝色的方向移

动，这就是蓝移；如果发出光的天体在远离地球，天

体光谱的位置朝着红色的方向移动，这就是红移。

早在 1912 年到 1922 年间，美国天文学家斯里

弗就用天体红移测出了 41 个星系的运动速度，其

中速度最大的达到每秒 1800 千米。但是，这些星

系的精确距离却是未知的。1928 年，著名天文学

家哈勃得知一些观测者和理论家在研究星系的距

离与速度的关系，他决定在这个方向努力一把。

哈勃擅长测量造父变星的距离，不过仅仅知道

星系的距离还不够，还要知道星系的速度，而速度

要通过光谱来确定。他自然而然想到了测量光谱

的第一高手赫马森。

赫马森继承了斯里弗的看家本领，虽然二者可

能一辈子都没见过面。他所使用的望远镜比斯里

弗使用的 61 厘米望远镜强大得多，所以他先挑选

了一个斯里弗没法测出光谱的星系来观测，得到的

光谱表明这个星系以每秒钟 3000千米的速度远离

地球。然后赫马森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一口气测

量了几十个星系的光谱。哈勃则测量了其中一些

星系中的造父变星的距离。最后，共有 24 个星系

的距离和速度都被确定出来。需要说明的是，这

24 个星系中，有 20 个星系的速度已经由斯里弗在

此前测出，所以赫马森的部分工作重复了斯里弗的

工作，也算是检验了斯里弗结果的正确性。

根据这 24 个星系的距离与速度，哈勃于 1929

年 3 月发表了一篇论文，给出了被后世称为“哈勃

定律”的结果：星系的退行速度与距离成正比。遗

憾的是，哈勃既没有在论文中提到斯里弗的贡献，

也没有让赫马森成为论文的共同作者。不得不说，

哈勃的做法很不厚道。

赫马森并不计较这些，他与哈勃继续合作，一

个测距离，一个测速度。将距离拓展到 1 亿光年，

将速度拓展到每秒 2万千米。他们发现，在这么大

的距离与速度范围内，“星系的退行速度与距离成

正比”的结论依然正确。这一次，哈勃与赫马森一

起发表了相关论文。此后，赫马森一直坚持向更远

的方向前进，直到 1957 年退休，退休 4 年后还发现

了一颗周期长达 2940年的彗星。因为赫马森对天

文学的重大贡献，著名的科普节目《卡尔·萨根的宇

宙》在第 10 集《永恒的边缘》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与

成就。

作为一个杰出的观测天文学家，赫马森似乎总

是以配角的方式登场——先是作为沙普利的杰出

助手，1921 年沙普利前往哈佛大学天文台之后，他

又成为哈勃的最佳搭档。但是，有一次他差点成为

闪亮的主角：1930 年，汤博发现冥王星，尼科尔森

与梅奥尔检查了赫马森在此前 11年为搜寻冥王星

而拍的底片，在他于 3 个夜晚拍下的 4 张底片中找

到了冥王星的图像。它恰好位于那些底片的边缘，

且因为底片缺陷而显得比较模糊，赫马森就这样错

过了发现冥王星的荣耀。

从驴夫到天文学家从驴夫到天文学家，，他与冥王星擦肩而过他与冥王星擦肩而过
科学史话

王善钦

字里行间

米尔顿·赫马森
(189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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