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城市，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高楼大厦、
立体交通、霓虹闪烁、高等学府、高端医疗、优
质教育、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银行、
咖啡厅……

毫无疑问，在人类的各种生存形态中，城市
生活是一种高级形式。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而产生和发展，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

英国人1/8生活在伦敦，法国人1/6生活在
巴黎，日本人1/10生活在东京，美国人口密度
较大的区域则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士顿
等一批大型城市。截至2017年，法国的城市化
率是80%，美国82%，加拿大82%，英国83%，日
本94%。

我国城市化率还有一定差距：1949 年是
10.6%，1958年达到18.4%。经过20年的风风雨
雨，到1978年又下降到了17.9%。改革开放之后
有了较快发展，2017年达到58.5%。城市化道路
虽然走得曲折，但大方向是前进的。

关于城市，人们从地理学、经济学、政治
学、社会学等各个不同角度做出的阐述不尽相
同。粗略理解，城市就是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集
聚形成的大型居民区。它是由众多来自五湖四海
的陌生人组成的群落。而农村则基本上是一个相
对封闭、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

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产物，发轫于商品交换，
成长于工业发展，成熟于法治文明。在农耕条件
下，人类总体处于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状态，产
品交换规模比较小，方式也比较简单和初级。所
以那时候城市规模也很小。文艺复兴之后，资本
主义逐渐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创造财
富的能力急剧增强，商品交换方式越来越高级、
越来越复杂，规模也越来越大，股票、期货、版
权、保险……数以亿计的交易瞬间就可完成，客
观上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如果说郡县制代表了封
建制度的体制架构，那么城市化的助推器就是工
业文明。随着法治的逐步健全，城市越来越走向

健康和繁荣。
城市的功能属性，决定了城市拥有这样一些

基本特点：
——流动性。为什么大都市人口高度密集？

条件好，机会多，来去自由。我国改革开放序幕
一经拉开，便有千千万万农民涌进城市。直到今
天，仍有2亿农民工进城谋生。其中有些人像候
鸟，有规律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还有不少
人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寻找发展机会。当然，人
的流动是形式，背后是生产、资源、资本等各种
要素及思想文化的流动。

——开放性。城市向一切有能力、想奋斗的
人敞开胸怀。人们可以不断调整自己所从事的行
业或工作，去适应环境、适应社会，尝试着使自
己的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使个性得以彰显，
价值得以体现。农村则不然，人们被牢牢束缚在
土地上，春种秋收，年复一年。

（下转第六版）

1969年，美国东部时间7月20日
22时56分，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爬
下 9 级舷梯。当他用脚上的九号半靴
子，在月球表面踩下深深印记的同
时，说出了那句人类航天史上的名
言：“对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对人
类来说这是巨大的飞跃。”

随后他果然飞跃了——在全世界5
亿电视观众的围观之下，他和同伴奥尔
德林像羚羊一样蹦来蹦去，享受着仅有
地球六分之一重力带来的奇妙体验。

临走前，他们留下了一块不锈钢
板，上面刻着：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
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踏上月
球，我们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

加上驻守在环月指挥舱里的科林
斯，3 名阿波罗 11 号航天员完成了人
类首次登月壮举。

从1969年到1972年，美国共完成
6 次载人登月，将 12 名航天员送上月
球。但从此至今46年间，全世界再也
没有开展过载人登月活动。

为什么？人类何时能重返月球？
政治斗争促成阿波罗登月
航天专家庞之浩说，人类的月球

探测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1958年至1976年，由美苏空间

竞赛引发的首次探月高潮。这一阶
段，两国共发射上百个形态各异的月
球探测器。

可以说，美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阿
波罗计划，本质上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末，美苏太空竞赛
拉开了序幕。初期，苏联连续取得领
先：成功发射了世界首颗人造卫星、
首个月球探测器，并率先把航天员送
入太空……美国人深感这是极其严重
的政治问题，下定决心要赶超苏联，
显示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科技水平
和国力。

既然是赶超，意味着除了重复苏
联做过的事，还要做苏联没做到的
事。美国航天员奥尔德林向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研究员杨宇光讲述过一段往
事：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对航天不太
了解，他跑去访问 NASA，脑洞大开

地问：能不能登上火星？NASA 官员
吓了一跳，表示火星不可能，但有望
在70年代前后登上月球。

于是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向
世界宣布，美国要用10年时间，实施
雄伟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

“由此可见，美国实施载人登月计
划是一项政治性决定，主要为在全世
界重新确立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振
奋美国全民精神。”庞之浩说。

阿波罗计划给美国此前缓慢推进
的航天发展带来了强烈激励。该国各
界纷纷献计献策，只用了 8 年时间，
就把航天员送上了月球，并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政治上，它使美国在航天
许多方面确立了领先地位，获得极大
声誉；科学上，它使人类对月球及近
月空间有了首次直接的研究和认识；
技术上，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不仅

为后续航天计划奠定基础，而且许多
技术后来广泛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在
工程管理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宝贵大
型工程计划和管理经验。

登月活动为何终止？贵！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形

势逐渐缓和。苏联退出了载人登月竞
争，美国也从狂热中冷却，停止了登
月活动。

除了失去政治动力，也因为载人
登月实在是很烧钱。

“当时有一种说法：每发射一艘用
于登月的土星五号重型火箭，相当于
烧掉一艘航空母舰。”杨宇光说。

庞之浩介绍，一枚土星五号火箭
造价高达 5 亿美元，一艘阿波罗登月
飞船比等重黄金贵十多倍。阿波罗计
划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为实
施该计划，NASA 每年预算占到美国
政府总预算的4.5%左右，平均每个美
国家庭要负担 400 多美元。这让美国
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除了伤财，阿波罗计划还很劳
民。高峰时期，参与该工程的有 2 万
家企业、200 多所大学和 80 多个科研
机构，总人数超过30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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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书香·文史、创新·消费、健康·情感、教育·
智慧等八大板块内容，内容涵盖科普所涉及的主要领
域。下一步《科普时报》将重点发力青少年科普（进校
园）、中老年科普（进社区）、重点行业科普、重大科技
成果科普等四个领域，竭力打造《科普时报》科普全媒
体平台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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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方便

载 人 登 月 停 滞 多 年 人 类 何 时 重 返 月 球
□□ 科普时报记者 付毅飞

通过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相融合，借助全息成像、人脸识别、动态捕捉等手段，运用
“声”“形”“意”美术呈现与动线设计，配以表演，打造一部动态沉浸式视觉观赏秀，营造
沉浸式体验的三维戏曲空间。

这是“十一”长假在北京园博园开幕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重头戏——戏曲科幻秀
《梦回·牡丹亭》，为现场观众带来的全新科技感的传统戏曲体验。

本次戏曲文化周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委
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教委、丰台区委区政府承办，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
主题，努力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首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亮丽
名片，振兴戏曲成果的展示平台，百姓体验戏曲文化的盛大节日。

图/文 科普时报特约摄影 刘阳

随着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
奖和化学奖等奖项的陆续揭晓，国人又开始了对
各位获奖者科研经历的大讨论。

这一次，近邻日本再揽获一项诺奖。日本京
都大学教授本庶佑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
学奖，使得近18年以来日本诺奖得主增至18人。
平均每年一项诺奖，日本对此似乎有如探囊取物
般简单。

而同为亚洲强国的我们，对诺奖的渴求则是
与日俱增，在羡慕嫉妒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自
问为什么？我国又该如何培养诺奖人才？

2005年因“烯烃复分解反应”研究而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的美国化学家罗伯特·格拉布在谈到中
国学者的学术创新时认为，中国学者目前的学术
成就和创新关联度还没有那么大，这主要源于他
们所接受的这样或那样的教育让他们过于循规蹈
矩。

学术上循规蹈矩的对立面无疑是叛逆和质疑。
本庶佑在被问到“希望对想做研究者的年轻

人说点什么”时表示，对成为研究者最重要的事
情是，什么都想知道，要有颗觉得所有事情都是
不可思议的心。对教科书写的东西不要相信。经
常保持怀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真正的到底是
怎样的，这样的心态很重要。

一直以来，好奇心加质疑精神，做基础研究
不功利，被认为是当代的科学精神，其实就是成
功科学家身上夜以继日努力，必然会受到幸运女
神的青睐。

2011年因“先天免疫系统激活”研究获得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免疫学家布鲁斯·博伊
特勒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周围
事物的好奇心，有时不要循规蹈矩地思考问题，
在科研和生活中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也不必大惊
小怪。

2014年因发现新型节能光源而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的三名日本出生的科学家则是从企业科研
起步，之后进入大学成为教授。

校企合作的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在欧美国家
的实施也不失为“叛逆人才”培养的一种模式。
而在国内，这些“学术叛逆”行为并不被提倡和
鼓励。

当然，离经叛道的意义不是偏离科研成才的
轨道，而是激发个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从诺奖
得主的经历可以看出，“叛逆”不失为人才培养的
途径。

那么，“叛逆人才”该如何培养呢？
本庶佑认为首先要质疑和挑战权威。
确实，书读得再多、学问再深，也不过是循

规蹈矩式的研究，很难做出创新研究。
当然，当前我国大中小学的评价考核机制也应该有相对的改

革。因为创新不是灵机一动，更不是灵光闪烁，而是由基础知识日
积月累铺垫而成，需要改革人才培养的常规机制，发现和挖掘“叛
逆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大中小学在面对“叛逆人才”之时，需
要防范各种没完没了的考试扼杀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

此外，我国高校要更加注意引入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机制。当
前高校普遍沿用传统的学科培养体系虽有改观，但依然是大学科研
的主体，而未来的创新人才往往是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硕果。

（科普时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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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巨大的飞跃。”首次踏上
月球的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说出了那句人类航天史上的名言。

从1969年到1972年，美国共完成6次载人登月，将12名航天员送上
月球。但从此至今46年间，全世界再也没有开展过载人登月活动。

为什么？人类何时能重返月球？

城 市 的城 市 的 魅 力 在 于 它 的 文 化魅 力 在 于 它 的 文 化
——城市文化纵横谈 （上）

编者按：中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
长、改革办副主任李建臣应邀作了《文化，城市之魂》的演讲，对现代城市的属性、城市文化的特点
及其构建等，作了深入的阐述。本报征得作者同意，今起分三次刊出演讲文稿，供读者朋友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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