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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未经深思熟虑就接
受 了 这 样 的 原 则 ： 为 了 安 全 ，
我们需要牺牲一部分隐私。所
以我们只能在安全和隐私之间
寻求某种平衡。本书作者明确
指 出 ， 这 样 的 原 则 是 错 误 的 ：

“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在安全和隐
私之间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权
衡，因为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
坚持两者一致。”

从 《数据与监控：信息安全
的隐形之战》一书开头介绍的有
关技术来看，如今我们已经处在
这样一种局面中：政府和公司都
已经毫无疑问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掌握我们的大量隐私。一个比较
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有坏人企图
施害于某个公民，则在“大数
据”时代坏人的施害成本已经大
为下降，现在的防线只能指望政
府的法制和公司的自律。

就这个话题，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
晓原和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
中心教授刘兵展开了对谈 （详见

中华读书报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联合策划的“南腔北调”对话
系列第165期）。

江晓原表示，这几年“大数
据”这个字眼早已脍炙人口，成
为非常时髦的话头。在许多人的
思维定式中，既然这已经是“大
势所趋”，我们当然就应该尽力
适应它，尽情享受它。

隐私这个东西，受到侵犯
会有什么后果呢？在许多情况
下，侵犯隐私其实没有什么立
竿见影的直接后果，只是对受
侵犯者的尊严的冒犯。所以如
果 悄 悄 地 侵 犯 某 个 人 的 隐 私 ，
但既没有被此人发现，也没有
被其他人知道，那就不会冒犯
此人的尊严，也就有可能不产
生直接的后果。今天的“大数
据”，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大面
积、大幅度地侵犯着公众的隐
私，但却没有引起公众足够的
注意。

对此，刘兵表示理解并指
出 ， 除 了 大 部 分 人 对 “ 大 数

据”趋之若鹜的追捧之外，还
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即
对 于 隐 私 和 隐 私 保 护 的 的 注
重。因为隐私得不到保护而带
来的新问题，也会越来越给人
们带来困扰甚至灾难，因而更
多地了解大数据给这方面带来
的 那 些 以 前 未 曾 深 思 的 问 题 ，
显然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都是
极为重要的。

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
个问题：如果说安全并不必然
意味着对隐私作出牺牲，那么
便利几乎可以说必然意味着对
隐私作出牺牲。我们与其准备
接 受 在 安 全 和 隐 私 之 间 的 权
衡，不如准备好接受在便利和
隐私之间的权衡。

正如在本书第 16 章中，作
者以“权衡”的说法部分地讨论
这个问题时指出：“当我们感到
害怕时，国会的监督将会更多地
屈服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权威
……不管恐怖主义威胁有多大，
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仍然不是大规

模监控，而是传统的警察和情报
工作。”换句话说，解决反恐问
题，并非只能以牺牲隐私作为代
价，如果带来恐怖主义的更深层
的问题不解决，牺牲隐私也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集体安全的名义 （比如
反恐） 要求个人牺牲隐私，往
往 演 变 成 另 一 种 恐 怖 主 义 行
为，公众将处于尚未被恐怖分
子的恐怖活动袭击于彼，却已
经先被政府的恐怖活动 （侵犯
隐 私） 侵 害 于 此 的 荒 谬 境 地 。
本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是发
人深省的。

不过，本书作者全力聚焦
于“安全与隐私”之间的矛盾
和问题，对于公众尚有若干选
择权的“便利与隐私”方面的
问题却着墨甚少。

无可否认，不少人会因为
某些便利而同意放弃隐私，一
方面，是因为受到商家为追求
利润而努力传播的追求物质性
便利的舆论影响，在这种意义

上，科技发展-大数据-便利，
与隐私被侵犯，恰恰又是另一
个 科 技 负 面 效 应 的 典 型 实 例 ；
另 一 方 面 ， 与 对 隐 私 的 理 解 、
重视程度，以及对隐私被侵犯
而带来的问题和风险的认识程
度相关。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只
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所带来的诸多代价之一。只不
过，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这
也许是直接地涉及最广泛人群
的代价。也许人类关于隐私的
伦理确实会因此而带来调整和
变化，不过也可以设想，这种
因为“大数据”而带来的几乎
所有的个人都无法抵抗的隐私
侵犯，以及可以设想的相应的
伦理倒退，最后会达到一个什
么样的程度呢？还有没有一个
不可逾越的底线呢？或者，这
个 最 终 的 底 线 是 在 什 么 地 方？
再过上几百年，那时的人们又
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天的这种发
展和伦理变化呢？

《数据与监控：信息安全的隐形之战》，[美]
布鲁斯·施奈尔著，李先奇、黎秋玲译，金城出
版社2018年1月第1版。

有关香港史地知识的出版物十分缺乏，尤其是关
于方物的记载近乎一片空白，不论是上世纪50年代还
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今日。因此叶灵凤先生的这本
《香港方物志》无可避免地填补了这空缺，经多次出
版后，印证了它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此书2017年最
新的简体中文版加入大量珍贵的实拍图与手绘图，并
补充了相关物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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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个可爱的地方，既有都
市的繁华也有乡郊的朴实宁静。不
过，除了繁华的一面外，很少有人
会留意这座城市素淡的一面，去考
察了解其中的风土物种。许多人或
许会奇怪，这个繁华市声所在之地
居然也会有这么些鸟兽虫鱼么？

《香港方物志》 便是这样一本描写
香港的山川风土和草木虫鱼的小
书，它是现代著名作家叶灵凤先生
发表在香港 《大公报》（副刊） 上
的专栏结集而成的书，第一版于
1958 年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叶先生这 112 篇千字上下的小
文中，写草木虫鱼，也写民风市
声，力求通俗畅达，却绝不苟且随
意。他会告诉你诸多绝对想不到的
事实：“香港的蝴蝶在世界自然科
学史上所占的地位，也许比香港商
业在世界商业史上所占的地位更重

要。”因为香港的蝴蝶已有著录的
达 142 种之多。不过几十年沧桑，
由于拓展郊区、滥伐树木，导致九
龙半岛上蝴蝶谷的美丽名存实亡。
但蝴蝶谷虽亡，香港的 140 多种蝴
蝶仍在，依然使香港保留着这一份
美丽。

借由书中生动细致的描述，可
以看到这位在香港居住多年的作家
是如何既从书本里，也从现实的观
察中，了解到周围许许多多有趣的
事物，然后写出这本至今唯一的

《香港方物志》。
令人惊讶的是，不同于很多借

物抒情式的中国传统咏物诗文，
《香港方物志》 里有大量科学性的
内容，譬如描述了海参遇到敌害会
吐出内脏来防御、杜鹃鸟会选择在
食料与自己相似的母鸟巢中产卵、
鲎 交 尾 产 卵 时 往 往 “ 相 负 而

行”…… 这些细节都符合记录物
种的科学事实，兼具科学性和趣味
性。在当时的时代，是极其难能可
贵的。

在 《香港方物志》 的描述里，
我们还可以追溯香港风物的历史。
在城市高度发展的今天，环境也在
发生剧变，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
风土民情。20 世纪50 年代香港尚
有华南虎，而今华南虎已难寻踪
迹，在整个华南地区都疑为灭绝。
由于冰箱、冰柜的出现，曾经的冰
厂也不复存在。此外，我们从书中
可以看到，在英国殖民香港的时
期，英国良好的自然博物传统也影
响着香港。水獭、吊钟花在当时都
受法令保护，不得随意捕猎、砍
伐。英国殖民香港 19 年后就有英
国的植物学家写出了完整的《香港
植物志》；在考古学、植物学、动

物学等各个领域均有专家开创香港
研究和保护的先河。这些影响延续
至今，使得香港在这些领域都有扎
实的基础研究资料。

不过，叶灵凤先生在《香港方
物志》的序言中也有提及，书里原
本应该附有若干插图，但因受当时
的摄影器材限制，书里只有一些黑
白照片。于是经过考证，我们为每
篇添加了注释，解释每篇描述的风
物详情，并提供了精美的图片辅以
说明，让书中的描述更为立体、直
观。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现在，在

“博物热”兴起的今日，时空隔的
作品以照片加手绘的方式再度呈
现，便增加了满满的新意。希望这
本全新的珍藏版《香港方物志》为
读者提供全新感觉的阅读体验，也
让叶灵凤先生这本佳作在这个“博
物热”兴起的年代再放光辉。

今年立春立得早，加之早几天的
天气又特别燠暖，新年才过，香港的
木棉树竟已经开花了。香港人素来相
信，只要木棉开了花，天气便不会再
冷。尤其是水上人家更相信这征候，
他们从前总是以铜锣湾避风塘附近渣
旬的那棵大木棉树为准，只要树上的
花一开，便将仅有的破棉胎卷起来，
拿上岸去实行“赶绵羊”了。本来，
香港的气候，在阳历二月，即农历的
新年头，照例会特别冷几天的，但木
棉既然开了花，就是冷也不会冷到怎
样了。香港的木棉，虽不及广州市和
西江一带那样的多，但从现在市区附
近所残存的株数看来，在从前一定也

不少的。
香港的木棉树，往来市区最容易

见到的，是花园道口圣约翰教堂对面的
那几株，大约一共有四五棵，矗立道
旁，因为在军营外边，四周又没有其他
的杂树，所以特别容易望见。每年开花
的时节，如果天气好，映着日光，满树
的大红花高撑半天。

木棉古称史侯花，俗称红棉，又
因其树枝干高耸，常常高出附近其他
各树之上，所以又有英雄树之称。木
棉是先花后叶的，开花时枝上往往还
留着来年的旧叶。花朵的模样很像江
浙的辛夷木笔，但是并非紫色而是深
红的，六瓣向上，花蕊黄色，在那矫

健如龙的枝干上，缀着一朵朵的大红
花，样子非常古艳可爱。

木棉花落结子，子荚里有棉如柳
絮，我们平日枕头、坐垫里所用的木棉
花，就是这东西。木棉花尚有一点值得
一提的：它开在树上的时候花瓣向上，
花托、花蕊比花瓣重，因此从树上落下
的时候，在空中仍保持原状，这时六出
的花瓣却成了螺旋桨，一路旋转而下，
然后啪的一声堕到地上。

春日偷闲，站在树旁欣赏大红的
落花从半空旋转而下，实在也是浮生一
件乐事。木棉花可以入药，能消肿炎，
因此落下来的花，即刻就有人拾去了。

（节选自《香港方物志》）

木 棉 树 ， 英 雄 树

文化需要有合作。2015年我去阿富
汗，还没到阿富汗就叫我穿上了防弹
衣，活动举办完的当天要撤离阿富汗，
不能留宿。我就知道这些古国今天遭受
着非常险恶的境遇，很多文物古迹受
损。伊拉克文化部长痛述了他们国家古
国文明、文化遗产在战争中遭受的伤
害。

所以我们请了 8 个文明古国：中
国、埃及、印度、伊拉克，还有伊
朗、希腊、意大利和墨西哥，这些国
家的代表都在 《太和宣言》 上签了
字。太和的意思就是人与自然要和
谐、人与人要和谐、人的内心世界要
和谐了，我们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大家都赞成这个主张，于是签署了

《太和宣言》。2016 年 9 月，我们召开
了古国文明的第二次会议。

最后，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
们举办过的几个展览——

一个是午门的阿富汗的展览。为
了保护阿富汗从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
后一世纪这些珍贵的文物藏品，阿富
汗国家博物馆的员工付出了极大的甚
至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保护了国
宝。阿富汗大使来找我，希望故宫博
物院伸出援手，来展示他们的文化。

再有就是午门上面的“尚之以琼
华”，尚美巴黎，18 世纪的珍宝艺术
展，也有一些故宫的东西。展览吸引
了很多学生。

“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进去
以后就像掉到大海里一样，有涛声，
有海浪，展示了非常精美的海上丝绸
之路文物。

还有两个很好的展览，一个叫四
僧展，四个清初的和尚，弘仁、髡
残、八大山人、石涛，从来没在一起
展过，他们四个人谁也不认识谁。但
是他们是一个时代、一种倾向，各具

风格，非常好的一个展览，每天专门
来看展览的学生们很多。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展
览就是秘色瓷，“秘色重光”。30年前
法门寺出土了14件秘色瓷，有一个碑
上面明确说只有皇宫专用的瓷叫秘色
瓷，我们才知道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同
类东西叫秘色瓷。2015 年到 2017 年，
在浙江慈溪的上林湖的窑址发现了秘
色瓷的瓷片和匣钵等资料，我们就把
法门寺和浙江上林湖的文物，加上故
宫的文物，再加上如苏州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一起请到了故宫办了一个秘
色瓷展，这个机会很难得。

2017年，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开馆，因为鼓浪屿号称是外国建筑博
览会，我们加上了外国文物，当年 7
月，鼓浪屿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6年年底，与香港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建设香港故宫文化博

物馆。令我非常感动的是，香港给了
我们最好的一块地，维多利亚海湾三
面临海的最漂亮的一块地。我去香港
赛马会做了一场报告，结果赛马会同
意拿出35亿港币来建这个博物馆。所
以这座博物馆将给香港奉献出一个世
界级的博物馆，能够使香港的文化交
流更加活跃。

故宫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知
道我们文物藏品的数量了，而我们展
不出来。比如前面说了5.3万幅绘画、
7.5 万件书法、2.8 万件碑帖，我们的
书画馆每年搞两次大展。人们说按这
个进度得 913 年才能展一遍你们的东
西，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地扩大场地来
建新馆。国务院批准我们在海淀区建
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62万平方米的
土地、10万平方米的一期建筑，其中
6万多平方米是展厅。

（连载完）

故宫“掌门人”谈遗产如何重塑生活（12）

古国文明照亮人类道路古国文明照亮人类道路
□□ 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展览

电子工业出版
社新近出版的 《太
空少年》 是一套写
给所有励志少年的
科幻冒险小说。未
来 时 空 的 太 阳 系
中，各大行星都已
成为宜居星球，太
空少年杰克因学习
太空车驾驶技术而
结识了其他4个小伙
伴。通过一个又一
个惊险刺激的太空
冒险，他们揭开一

个又一个谜团和阴谋，用智慧和勇气创造了无数奇
迹，拯救了我们充满爱与温暖的家园。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节奏紧凑，加上环环相扣的悬念设置，给小读
者们带来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书中没有呆板的说教与不切实际的描写，每一个
故事都有着其发生的特殊背景，每一次创新的完成都
有强有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每一次冒险挑战都有
孩子们的智慧与勇气作为主导。严谨的天文知识+脑洞
大开的幻想+励志勇敢的少年，带领孩子们带着好奇的
心和无尽的想象去探寻4040年的未来世界，用勇气和
智慧去周游未来的世界。

科学为孩子们的幻想插上灵动又坚实的翅膀，冒
险的大门即将开启！

（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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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和教育
家，而且还是杰出的翻译家和诗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
初，他曾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积极传播科学和民
主思想，其中一些译著风行海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
动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热
心于文学创作，工于诗，尤善制联。他的题联或气势非
凡，或文采风流，或比喻恰当，彰显其革命家、教育家和
诗人的独特本色。

1939 年，马君武第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1940 年
秋，马君武病逝，周恩来送给他的挽词是“一代宗师”。
马君武晚年居住桂林市风景秀丽的杉湖边，门前有他亲书
联语：

种树如培佳弟子
卜居恰对好湖山
全联以“种树”寓“树人”，面对树林犹如看到自己

培养的无数英才一样，感到无比自豪。此联通俗易懂，对
仗工整，深刻揭示了培育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寓
意深刻，意趣不凡，体现了一代革命家、教育家的博大胸
怀和崇高情操。

在广西合浦县的“东坡亭”上，有苏东坡石刻像和历
代文人题咏碑刻。其中，马君武先生的题联独具风采：

两朝政绩，一代文宗，人间威凤祥麟，浩气岂随春梦
去；

白浪珠江，绿珠南浦，海角蛮烟瘴雨，谪星曾感夜光
来。

苏轼在遭贬岭南期间，曾经两过广西，并且到过广西
多地。马君武当年来到苏轼游览过的地方，难免感慨万
千。上联赞扬苏轼是一代文坛巨匠、世间奇才。虽屡遭贬
谪，但他的显著政绩、他的浩然正气，万古长存；下联歌
颂苏轼的品德风范，如滔滔珠江，奔流不息，犹南浦明
珠，熠熠生光。全联文字精炼，对仗工整，声韵和谐，比
喻贴切而又生动，不愧为名家名作。

马君武幼年丧父，全靠寡母含辛茹苦抚育成人，成就
学业，所以他对母亲极尽孝道。其母去世时，马君武作挽
联云：

守寡三十年，以手杖教儿子读书，以工资给儿子吃饭；夜半且缝衣，且
课读，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至少辜负慈恩，大罪此生莫可赎；

离乡廿九载，以祈祷祝国家兴盛，以悲哀痛国家危亡；年来益思乡，益
念旧，天下滔滔未能归去。自有永生乐土，灵魂不死岂须招。

马君武先生此联将其母抚育儿子的艰苦往事，一一道来；把慈母去世后
自己的心中之痛与国家危急之痛汇聚一起，倾注了对其母的深厚感情和对国
家的赤子之心，可谓声泪俱下，读来十分感人。

广西桂平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自南朝梁时期在此设县以
来，即为一地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桂平市西山有李公祠、洗石庵、龙华
寺、乳泉亭等著名景点景区。

马君武为西山风景区题写过一副楹联：
桂林偏北，邕宁偏南，苍梧偏东，惟此地前列平原，后横峻岭，左黔右

郁，汇交廿四江流，灵气集中枢，人挺英才天设险；
洗石有庵，吏隐有洞，乳泉有亭，最妙处茶称老树，柳记半清，文阁慈

岩，掩映十八罗汉，徕峰尤绝顶，峦高层塔足凌云。
全联不仅对仗工整，洋洋洒洒，流畅奔放，一气呵成，而且抒情绘景，

层层递进，气势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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