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深空》一书的作者吴季研究员，在我负责

嫦娥工程 I期的时候，是我们探测器有效载荷的总指

挥。他率团队所做的工作对于中国探月和月球科学

研究都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在他离开领导岗位后，我又看到他连着写了两

部关于月球的科幻小说《月球旅店》和《月球峰会》。

在书中我不仅仅读到了生动的故事，也看到了他对

中国未来月球开发的深入思考。

这本《走进深空》是我读到的、吴季创作的另一

本好书。他在向读者提供关于太阳系的基本知识

的同时，也将自己对人类未来深空探测和开发的

设想融入其中。的确，人类探索深空，最终的目标

是开发和利用深空资源。但是如果不具备关于深

空的基本科学知识，不明白如何跨越那遥远的距

离 和 克 服 各 种 引 力 ，空 谈 离 开 地 球 摇 篮 是 没 用

的。此外，人类在真正从技术上攻克了那些难题

之后，还要面临相关的法律和政治问题。如果没

有一个境界更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地球

上的地缘政治和纷争说不定也会带到其他星球

去。因此，人类未来走进深空必然是科学、技术和

人文同时高度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的

阶段。我们正在从跟踪、学习逐渐转向创新和引

领。创新和引领的力量首先来自科学的认知，而不

是无知的蛮干。科学的认知除了基于人类的知识积

累以外，还需要我们面向自然回答那些尚未解答的

重大科学问题，同时也要置身其中，敢于提出前人没

有提出过的科学问题。而要想做到技术创新，引领

深空探测航天技术的发展，我们就必须对困难有深

入的认知和理解，最好的办法也是置身其中，感受其

困难，发现最佳的技术解决方案。本书的最大特点，

就是尽可能地把读者带到太阳系之中，给读者最大

限度的身临其境的感觉。

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人类是一定可以走出地球

摇篮的。在这个过程中，也一定不会少了中国人的

身影。我们目前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正处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别人的未来我们无法预测，但是

中国人的未来却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因此，我们

应该做好准备，从科学认知、技术能力上，甚至站在

未来人类发展的角度，在观念、思想以及国际合作相

关的各个方面都做好准备。希望这本书，能够在这

些方面起到一个启蒙的作用。

（作者系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首次探月工程总
指挥、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文为《走进深空》序言，标
题为编辑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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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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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游 记》是 家 喻 户 晓 的 名 著 小

说，其内容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

投 影 ，书 中 也 不 乏 对 丝 绸 之 路 的 描

绘。第八十四回，师徒四人途经灭法

国，听闻国王只差四个名额即可圆满

实现屠戮万僧的心愿，只得化装成商

人。这是《西游记》中对丝绸之路贸易

着墨最浓的情节，让我们得以了解明

朝贸易的许多方面，如商人的称谓、商

旅中的财物保管、大宗货物的价格与

交易方式等，这其中还涉及到了丝绸

之路上的重要贸易——贩马。

丝路贸易中的重要领域

在丝绸之路上，除丝绸外，还有茶

叶、瓷器等不少货物持续且大量地在中

国与其他地域间流动，让不同文化之间

的联系紧密稳固起来，才让古代中国成

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块重要拼图。

马匹与上面各类物资类似，但方向

相反，它是历史上从域外大量输入中国

的商品。我们有时会见到“绢马贸易”

“茶马之路”等名称，可以说马匹与丝

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外销物资一体两

面，在丝路沿线集市各方间交换。

中国自青铜时代开始使用马匹，在

中央还设置了专门饲养管理马匹的机

构。然而当时仍急需建设精锐骑兵所

需的良种马，因此汉武帝才不惜代价从

中亚获得“西极天马”。汉朝以后中原

王朝和周边游牧政权之间逐渐出现用

绢、茶等换取良马的实物贸易，唐宋时

期朝廷每年购入马匹可达数万匹。

马贸易并非中国与周边民族之间特

有。骑马发源于广袤的欧亚草原，这里

的游牧民族与周边地域的互动都有可能

引发马的流动。马贸易又不仅限于欧亚

草原。如公元前15世纪古埃及出现骑兵

和战车后，把位于他们南部的库什，也就

是今天的苏丹一带作为良马产地。公元

前8世纪古埃及马大量输入近东，组成了

军事强国亚述的战车部队。

在此前后，斯基泰人逐步从欧亚草

原向黑海乃至多瑙河流域进发，他们的

精湛骑术给古希腊人留下深刻印象。后

来古希腊人在黑海周边建立殖民地，从

那里获得斯基泰人的马匹。可见马匹贸

易自近3000年前就已在世界不同地方先

后出现，成为跨国贸易中的重要一环。

相马技术的发展

正由于马始终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如

何发展识马、养马、护马知识来最大化利

用它们，就成为农耕地区的要务。古语

云：“伯乐不常有”，但从全球角度来说，善

于相马的伯乐却在各个文明里都有。

先秦时期马政已相当完善，《周礼》

称养马官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辨别适于奔

驰于不同道路的良马和只能役使出力的

驽马。不晚于汉代，人们已系统总结了

辨马经验，形成《相马经》一类著作。马

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全文

5200余字，从头、眼、四肢等部位的形貌

来鉴定国马、国宝、天下马和绝尘等不同

级别的骏马。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

保存的一部分《相马经》，还进一步把五

官和五脏相联系，发展出相马五脏法。

如果说春秋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养马

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期位于欧亚大

陆另一端的古希腊罗马也不遑多让。亚

里士多德、阿里安和老普林尼等人的动

物学论述，瓦罗、科鲁迈拉等人的农学著

作，以及佩拉格尼乌斯的兽医学著作中

都对马进行了详细描述。其内容既有蓄

养马所需的繁殖与饲养知识，又包含根

据牙齿来确定马年龄的方法——后者对

买卖时识破无良马贩的骗术尤为重要。

古印度最早的养马学著作《沙利霍

特拉全书》，约成书于公元前 3 世纪。

该书记载了马的解剖、生理、疾病与外

科手术等项目，此外还有辨认马年龄的

知识。从章节结构来看，该书与古希腊

著作或有内在联系。

古典时期的养马学知识，特别是关于

马匹的解剖生理学知识随着翻译运动而

为阿拉伯畜牧学所继承。阿拉伯王公贵

族受先知穆罕默德教诲影响，特别喜爱纯

种马，因此阿拉伯伯乐们主要从事的工作

就是辨别出马匹是否拥有高贵的出身。

他们可以检索各种名马的特征与世系，也

可根据马匹外在特征来判定其血统。

不同文化里流传的相马术显然是

马贸易对古代动物学持续刺激的产

物。在知识内容上，不同文化相马术不

乏重合之处，但在主旨和偏好上，它们

又随马在当地文化中具有的意蕴而存

在差异。如中国相马术为充实骑兵而

选拔善于奔跑的“千里马”；古希腊马多

作役畜，故重在年齿鉴别。

那么唐僧又怎么选马呢？唐朝的玄

奘传记说，他起初买了匹健壮的骏马，但

后来穿越沙漠时还是听从一位老者的话，

换了另一头已往返绝域数十次的老马。

这与《西游记》里的换马经历正好相反。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副研究员）

从《西游记》看丝路的马匹贸易

2月1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
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甘
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
辽上京遗址等5项重要考古成果。

右图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遗址南部一号建筑基址发
掘后全景

下图 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出土的商代瓮棺葬具
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5个重要考古遗迹被发现

这是一本英文手抄书，连封面

共 61 页，每页 55 行，每行约 50 个单

词，每页共 2750 个字母，全书共计

167700 个字母。除字母以外，书中

还包括条形统计图表、建筑平面图

等元素，与原版相比无一省略，全数

抄录。

整本手抄书字迹工整，无明显涂

改痕迹，犹如机器打印出来的样本。

实际上，这本手抄书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何镜堂在

没有桌子、没有尺子的情况下，仅用3

天的时间一笔一划完成的。

3天写就完美手抄本

时间回到 1964 年，何镜堂正在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攻读研究

生，并开始着手准备毕业论文，论文

的主题与医疗建筑有关。那个时

代，中国还没有互联网，更无法从网

络上获取资料，所有能获得的资料

都是纸质的。如果想查找资料，省

内的图书馆又查不到，那大概就只

有北京的图书馆才能满足需要。为

了 全 面 地 收 集 资 料 ，何 镜 堂 跨 越

1874 公里，从广州坐了 12 个小时的

火车来到北京。

在北京的图书馆何镜堂真的借

到了一本相关的英文资料，可惜这

本书只能借阅 3 天。3 天的时间太

短了，若只是用 3天的时间潦草地翻

看资料，远远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

若只是摘录部分内容，又无法窥其

全貌，回去以后难免有所遗憾。思

来想去，为了能够深入钻研这本来

之不易的参考书，何镜堂决定亲手

复制这本英文书。

当时何镜堂就住在西单附近的

一个狭小的招待所里，房间里连桌

子都没有。为了在 3 天内完美地复

刻这本英文书，他专门买了透明纸

进行抄录。尽管手头没有尺子，但

是凭借多年的画图经验，何镜堂徒

手画出了标准的条形统计图表以及

建筑平面图等一系列的复杂元素。

而他当年用来抄写这本书的笔竟然

是需要蘸取墨水才能进行书写的尖

头钢笔。

3 天，167700 个字母，平均每天

完成 55900个字母，这其中需要的耐

心和专注对于如今习惯使用电脑打

字的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设计多个知名作品

何镜堂在这本英文手抄书上的

辛苦付出，缘于他对所学建筑专业

深深的热爱。

1938 年 4 月，何镜堂出生于广

东省东莞市，因为从小喜欢数理化

和绘画，他在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

建筑专业。何镜堂认为建筑师既

是工程师，也是艺术家，只不过他

的艺术梦想直到 45 岁的时候才正

式开启。

1983 年 5 月 4 日，何镜堂从北京

回到自己的母校华南理工大学设计

研究院工作，到广东的第三天，他就

积极参与到深圳科学馆的投标工作

中。一连闭关 20 天后，何镜堂与夫

人完成了建筑设计的模型，并在大

会上一举中标。深圳科学馆不仅是

何镜堂个人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

改革开放时期的代表性建筑。

45 岁之前，何镜堂从未有过建

筑作品，而他主持设计的首个作品

深圳科学馆一经亮相便受到各方

的好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的。对建筑设计持之以恒的热情，

在专业上刻苦的钻研精神，加之长

年累月的积累和沉淀，让何镜堂大

放异彩。

此后，何镜堂真正开始了他的

建筑设计之旅，他主持设计了西汉

南越王墓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钱学森纪念馆等标志性建筑。其中

最为人熟知的还是上海世博会中国

馆的设计，该方案从全球 344个应征

方案中脱颖而出，集中体现了全球

华人的智慧，成功诠释了中国文化

的时代精神。

除了文化博览建筑，何镜堂在

校园规划设计上也得心应手，他主

持了澳门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

学、重庆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郑州

大学、上海大学等近 200个大学校园

（区）的规划设计工作，并坚持在建

筑创作中将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

结合在一起，创造属于一个地区、一

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

何镜堂的作品获国家级金奖 2

项、银奖 3 项、铜奖 4 项，省部级以上

奖项 30余项。这些卓越成就的背后

是何镜堂对建筑事业的热爱，对学

术的钻研，以及持久的专注和耐心，

不变的定力和意志力。

（作者单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
研究院）

手抄英文书的建筑“艺术家”
——记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何镜堂院士

何镜堂的手抄英文书手稿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

集工程”供图

近日，土耳其发生两次 7.8级地震，

震级大，破坏力强，导致千年古堡加济

安泰普古堡被毁。从建筑结构角度而

言，加济安泰普古堡属于砌体结构，主

要特点即以砖石作为建筑核心材料，砖

石之间通过砂浆黏结，因而当砂浆受到

地震破坏时，易诱发建筑整体破坏。相

比而言，木结构建筑以弹性性能良好的

木材为核心材料，且拥有平摆浮搁柱

根、榫卯节点、斗拱等多种抗震构造，因

而能够抵抗较为强烈的地震。故宫便

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故宫古建筑的立柱柱根并不插入

地下，而是平放在一块石头的顶面。该

石头称为柱顶石，而柱根与柱顶石的连

接做法称为平摆浮搁。一方面，木材在

封闭的环境中容易糟朽，立柱柱根若插

入地底下，很可能因为空气不流通而糟

朽。另一方面，这也是隔离地震的需

要。若柱根插入柱顶石内，在强大的地

震力作用下，柱根很容易折断并造成古

建筑破坏。而平摆浮搁的做法，使得在

发生地震时，柱根反复在柱顶石表面运

动，不仅不会折断，而且会产生“四两拨

千斤”的效果。另柱根侧面与柱顶石侧

面有一定间距，可以保证柱根始终在柱

顶石表面往复滑动，而不掉下来。

从地震工程学角度讲，平摆浮搁增

大了古建筑整体的自振周期，可产生隔

震效果。所谓自振周期，就是物体振动

一个来回所用的时间。一般现代建筑的

自振周期与地震波的自振周期接近，在

地震作用下的振动幅度要放大，产生类

似共振效应，因而容易受到破坏。而柱

根平摆浮搁的方式，使得古建筑在地震

作用下运动幅度变大，往返时间变长，自

振周期远大于现代建筑，因而有利于避

开地震波峰值的冲击，而产生隔震效果。

故宫古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梁

与柱采用榫卯形式连接。其中，梁端做

成榫头形式，柱顶做成卯口形式。榫头

插入卯口后，形成稳固的榫卯节点。

从力学角度来讲，榫卯节点属于半

刚接节点。所谓半刚接节点，即节点不

是完全固定，而是可以转动，但受到一

定限制，不能随意转动。这种限制力源

于榫头与卯口之间的挤压、咬合。半刚

接节点非常有利于古建筑抗震。因为

榫卯节点有限的转动能力，有利于减小

梁柱构架的晃动幅度。不仅如此，榫头

与卯口之间的相对滑移、旋转等运动，

可以耗散部分地震能量，减小结构整体

破坏。其机理在于，当地震能量作用于

古建筑时，可被转化为 3 个部分，即构

架变形的变形能，构架破坏的内能和构

架（榫卯、斗拱等构件）运动的动能；当

地震能量、构架变形能都不变时，榫卯

节点运动产生的动能越大，则构架的内

能越小，因而受到破坏的程度越小。

斗拱为我国古建筑特有的组成部分，

是位于柱顶之上、屋檐之下的，由斗形、弓

形的木构件层层叠加起来的组合木构件，

其外形犹如一个个倒立的三角形。

发生地震时，斗拱的各个构件之间

互相摩擦、挤压，并产生往复运动，犹如

一个运动的机构体系。从能量守恒角

度讲，地震波的能量传到斗拱位置时，

主要分成了 2 个部分的能量：斗拱的内

能及斗拱的动能。每个斗拱由上百个

小构件组成，它们犹如机器的零件一

样，在地震作用下不断产生各种运动，

耗散了大量的地震能量，从而使得斗拱

内能的比例很小，因而斗拱在地震作用

下几乎不会产生破坏。事实上，大量的

古建震害勘查结果表明，斗拱在地震作

用下一般保存完好。

故宫古建筑优秀的抗震构造，是我

国古代工匠卓越建筑智慧的体现。而

其中包含的古代科学机理，则值得我们

去研究与弘扬。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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