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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作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低碳经济、低碳
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广受人们关注的话题，
而太阳能作为一种洁净无污染的可再生能
源，将在低碳时代扮演重要角色。

其实，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古人就懂
得如何把太阳能用于生活和生产中了。

3000多年前发明“阳燧取火”

3000 多年前，在世界上许多民族还处
在钻木、摩擦或击石取火的时代，我国西
周时代的先人就已发明了在日光下取火的
工具，名曰“阳燧”。《淮南子·天文训》
记载：阳燧，金也……日中时，以当日
下，以艾承之，有顷焦之，吹之则燃，得
火。《本草纲目》 卷主：“阳燧，火镜也。
以铜铸成，其面凹，摩热向日，以艾承
之，则得火。”从这些文献描述中可知，

阳燧是古代在日下取火的一种青铜工具，
为圆形凹面，中间放置艾绒一类的易燃
物，选在烈阳当空的时候，把凹面向阳照
之，利用聚焦原理，使阳光从不同角度反
射，汇聚于中心的艾绒上，当温度升高
时，艾绒被点着，然后用嘴吹艾绒，助其
燃烧，即可取得火种。

在周代还设有专门掌管阳燧的官，叫
司烜氏。《周礼·秋官司寇》 说：“司烜氏
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可见当时对阳燧
之重视。在陕西扶风县周原遗址的一座古
墓中，曾出土过一件圆形的青铜凹面镜，
形状与现在的圆形太阳能灶相仿，经文物
考古专家鉴定，这便是古人用以取火的

“阳燧”。周原博物馆照其原件翻模，铸造
了一件复制品，经试验，在强阳光下，最
快只需三五秒钟即可将易燃物引燃，从而
验证了 《周礼》 等史志对于阳燧的记载。
通俗地说，阳燧可以说是利用光学原理进
行取火的古代版“打火机”。从钻木取火
到阳燧引火，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蜕变和
进步。

用于农业、盐业的“日晒法”技术

古人不仅利用太阳能取火，还运用太
阳能帮助贮粮和晒盐。

唐代末期韩鄂在其编著的农学专著
《四时纂要》 中，记录了运用日晒法处理
粮种的技术。文中说，在六月夏粮收获
后，把大麦和小麦的种子摊在场院上，和
一种叫做苍耳的植物掺在一起，在太阳下
进行晾晒，等到天近傍晚时趁热将麦种收
储，可以保证麦种两年不被虫蛀。

我国先民很早就懂得利用海水制盐，
但唐宋以前的海盐制造，主要是通过煮、
煎来制取，即用灶锅燃火煮盐水的方法来
制盐。这种原始的煮盐方法费工时、耗燃
料、产量少。宋元时期出现了“晒曝成
盐”的晒盐方法。即在海边建造晒盐池，
把海水抽到盐田里利用阳光曝晒，风吹等
自然手段蒸发卤水，再经过一些工序后，
使食盐结晶出来。明朝永乐年间，我国开
始建盐田，改蒸煮为日晒，晒盐技术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与煮盐相比，利

用太阳能应用的“日晒制盐法”节省了大
量燃料和人力，使制盐工艺不断向前发展。

医疗健身重视“日光浴”疗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就懂得
日光对人身健康的益处，战国时期的典籍

《列子》 指出：人应当负日之暄也。即背
对着太阳，进行日光照晒。

古人还把太阳能应用于医疗，将日光
浴防治疾病的经验载入医籍中。据 《黄帝
内经》 和 《本草纲目》 记载，我们祖先在
公元前3～5世纪就掌握了日光疗法，强调

“无厌于日，必待日光。”鼓励人们多晒太
阳。隋代的医学著作 《诸病源候论》 写
道：“凡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儿于日
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血盈气刚，肌肉牢
密”。鼓励儿童多在好天晒太阳嬉戏，有
助于发育的气血充盈，肌肉强壮。

这一描述与现代医学强调儿童要常晒
太阳以防佝偻病的观点很近似。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
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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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即将过去，这是不寻常的一
年。北半球的夏季高温，环太平洋的火山爆
发，年底的疫情席卷，让灾难成为每个人都
需要去思考、去应对的问题。在这些危机面
前，科幻小说是否能为我们带来新的启发？

许多科幻小说和电影，都会以灾难作
为故事的背景，这些灾难或源于自然，或
源于宇宙，或源于科技的异化发展。在小
松左京的小说 《日本沉没》 中，就描写了
因为地壳运动，人类居住的陆地消失于海
中；电影 《未来水世界》 里，展现了南北
极冰川消融后，地球成为一片汪洋；刘慈
欣将灾难的尺度扩大到星球，在他的作品

《流浪地球》里，太阳衰老膨胀，地球面临
毁灭；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路》则直接
从被摧毁之后寸草不生的北美大陆开始，
甚至没有去说明这神秘灾难究竟是什么；
至于人们熟知的电影《黑客帝国》，就发生

在人类在与人工智能的战争失败后，人类
生活在被机器统治的虚拟世界之中。

在科幻作品里，与这些灾难接踵而至
的，通常是文明崩溃和世界重构，小说和
电影中的人物也由此开始勇敢地抗争和自
救。在博峰文化与全国少儿科幻联盟主办
的“科幻中地球面临的灾难与人类自救”
沙龙活动中，我和超侠、陈虹羽、邱伟等
几位科幻作家，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科幻故事之所以要反复描绘发
生在未来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作家和编剧
热衷于毁灭地球，而事实上，科幻作品对
灾难的深入想象，正是为了向人们提出预
警，提高读者的危机意识，从而为可能存
在的危机找寻解决方案。同时，这些作品
也能够启发大众，让人们开始重视气候变
化、环境保护、航天技术、机器伦理等议
题。在这次讨论之中，意大利科幻作家弗
朗西斯科·沃尔索也通过视频参加，他从自
己的经典创作理论“太阳朋克”切入，认
为当前地球面临的超级灾难，更可能会由
气候、战争和经济危机引发，尽管我们很

难预测究竟哪一种灾难会到来，但是解决
方案是相同的，那就是教育——通过教育
提升人的学识和素养，让人类在任何灾难
面前，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能力。

科幻也可以成为一种方法，来分析和
讨论即将到来的危机。例如，在对气候变
化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会描述令人恐惧的
自然灾难：洪水、风暴、高温、热浪……
但却很少去尝试用积极的叙事，来描绘世
界可能是什么样的，去说明人们当下的努
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未来。今年，受
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与想象力中
心邀请，我与来自墨西哥、尼日利亚和美
国的几位作家，共同参与了“积极的气候
变化应对”主题创作。通过书写科幻小
说，去想象积极的气候未来，从而进一步
去激发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

基于这个命题，我在创作短篇小说
《择城》的过程中，就结合自己的城市规划
专业背景，尝试探讨在海平面上升后，那
些被洪水包围的城市该如何完善城市安全
规划，进而通过可实现的科技推进城市的

韧性发展。在微观层面，我们可以尝试对
既有建筑进行更新改造，通过架空或密封
建筑的低层空间，防止内部空间被淹没；
在中观层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居住区
的功能，将农业、工业和市政设施融入居
住区内部，从而提升灾难到来时组团的韧
性；而在宏观层面，如果我们选择去新建
一座城市，则可以尝试全新的规划思路和
建造技术，例如围绕海上油井，建设漂浮
城市。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可以全程辅助
我们去改造和建设城市，并帮助城市居民
在灾难到来时有序逃生。

与专业论文和科普作品相比，科幻给
了创作者更大的想象空间，也让我们在可
能到来的灾难面前，具有更多的能动性。
同时，科幻作品的文学性和趣味性，也能
够启发更多的读者，运用多元的视角去思
考人类的未来。

（作者系科幻作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
规划师） 电影《未来水世界》剧照

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舒克
贝塔2动画故事书》（全26册） 甫一上市
就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该图书改编自

“童话大王”郑渊洁的《舒克贝塔传》和
热播的同名动画片 《舒克贝塔 2》。在郑
渊洁的作品中，舒克和贝塔是两只老鼠，
一个会驾驶飞机，一个能开坦克，两者乐
于助人，有强烈的正义感，凭借着聪明的
才智在森林与城市中闯荡，如两个仗剑走
江湖的侠客，与困难对抗，与恶人斗争，
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的传奇故事，深受广大
读者的喜爱。动画片在遵循原著中的角色
设定和故事情节的基础上，以动画的形式
再现了原著的精彩。动画故事书则结合了
原著和动画片的特长，让读者既能继续品
味“童话大王”的语言之美，又可以静静
地欣赏动画片的画面之美，在精美的文与
图中重温郑渊洁的侠义江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鼠大多是让人
讨厌甚至憎恨的动物，如 《诗经》 中的

“硕鼠”、成语中的“獐头鼠目”等，都鲜
明地反映了人们对老鼠的厌恶之情。不过
在某些时候，人们对“老鼠”的态度也并
非尽是厌恶，如丰子恺画中偷吃灯油的

“老鼠”形象就让人觉得十分可爱。美国米
高梅电影公司制作的动画片《猫和老鼠》
传入中国后，“老鼠”的可爱形象被广大青
少年观众认可。而在郑渊洁笔下，将两只
名为舒克和贝塔的小老鼠设定为平民英雄
的形象。他们虽然出身贫贱，却胸有侠
气，坚守正义，同情弱小，敢于担当，勇

于同恶势力作斗争。舒克驾着飞机，贝塔
开着坦克，在作者建构的童话世界中“闯
荡江湖”。

舒克和贝塔具有“侠”的优秀品格。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舒克、贝塔为了改
变老鼠家族“臭名昭著”的名声，在好友
皮皮鲁的帮助下筹建了航空公司，让神偷
马力、臭球、帕帕、贝贝等许多老鼠加
入，通过劳动换取食物，打破了老鼠世代

偷东西的生活习惯。
舒克、贝塔勇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

一个无恶不作的老鼠海盗带领手下抢占了
机场，并利用机场不断作恶。为了赶走海
盗，舒克和贝塔同海盗团伙们进行了一场
场艰苦而又卓绝的斗争，并在最后的决战
中击毁了海盗的巨无霸战机，成功夺回了
机场。

舒克、贝塔有仁者之心，常常以德报
怨。大黑猫墨墨看到舒克、贝塔与皮皮鲁
关系亲密，以为他们抢了小主人的宠爱，
遂将他们塞进纸箱里一顿乱扔，甚至还打
算将装着舒克和贝塔的箱子从阳台上扔下
去，导致舒克和贝塔差点闷死在箱子里。
但舒克和贝塔为了不让大黑猫被赶出家
门，并未告诉皮皮鲁是何者所为。

作品不仅描写了舒克、贝塔侠义英勇
的一面，对他们的动摇、冲动等平凡普通
的一面同样不吝笔墨。作者将常有侠义之
行的舒克、贝塔塑造成不完美的英雄，使
得他们显得有血有肉，非常贴近生活，这
也使得读者能在作品人物身上轻而易举地
找到共鸣，引起共情。

此外，作品中故事情节还如武侠小说
般悬念迭生，扣人心弦。被困在箱子里的
舒克、贝塔在即将被大黑猫墨墨推下阳台
的危机关头，皮皮鲁及时出现。中了海盗
的诡计后，舒克和马力等一个个接连被
抓，他们后面的命运怎样、机场会不会被
海盗破坏等一系列问题都让读者担心不
已。后来在决战中舒克的飞机被毁，贝塔

的坦克损坏，臭球虽然用机械臂给巨无霸
造成了损害，但也没能抓住海盗，海盗会
就这么逃走了吗？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他
会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呢？作者一边设置
悬念，一边慢慢回应，让读者在经历过紧
张的心跳体验后，心理上又得到慰藉和平
复。

作品中鲜活的角色和趣味横生的故事
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舒克贝塔传》自出版
后一直颇受追捧，根据原著改编的动画片

《舒克贝塔2》于2020年7月在腾讯视频开
播，播出15个月收看量高达15亿，随后动
画片又陆续获得了一系列荣誉，2022年8
月，《舒克贝塔3》又被评为国家广电总局
2021年度优秀国产电视动画片优秀导演和
优秀创作团队奖。

原著的畅销、动画片的热播和接连获
奖，都对《舒克贝塔2动画故事书》的出
版形成了一种鞭策和激励。动画故事书集
中了原著和动画片的优势，精选舒克、贝
塔的部分经历独立成传，故事内容精彩有
趣，语言幽默浅显，图画生动精美，极具
可读性。书中的图画占据了多半的版面，
大小错落，仿佛是从动画片中抽出的一帧
帧的镜头画面，将故事中的精彩定格，方
便读者反复回味。精美的图画搭配着浅显
的文字，使读者在欣赏图画、品味故事的
同时，细心感受语言之美。

（作者系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
院教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
基地委员）

在 精 美 图 文 中 重 温 郑 渊 洁 的 侠 义 江 湖
□□ 马俊锋

《舒克贝塔 2 动画故事书 （第一
辑）》,郑渊洁原著,皮皮鲁总动员改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19 年 12 月初，我在飞机
上读到了赫拉利 《人类简史》
中 关 于 到 底 是 小 麦 驯 化 了 人
类，还是人类驯化了小麦的一
些内容。飞机落地后，我发了
一条微博，还特意@植物人史军
（史军的微博名），后来他在微
博下回复说自己正在写一本植
物塑造人类的科普书。

前不久，我有幸读了史军
所著《植物塑造的人类史》，这
是一本难得的人类与植物之间
关系的原创科普图书。史军独
辟蹊径，从植物对人类的全方
位影响娓娓道来植物的历史，
甚 至 可 以 说 是 植 物 与 人 类 的

“双向奔赴”。
在这本书中，史军会告诉

你，植物的力量显而易见，人
类 的 形 态 、 食 物 、 文 字 、 贸
易、社会组织结构其实都来自
相关的植物，人类改变植物为
我所用，而人类也被植物改变
着。在演化的过程中，人类筛
选了植物，也相当于植物选择
了人类，正所谓“一个巴掌拍
不响”。

除序章和终章之外，全书正
文共十三章。其内容涵盖植物对
人类祖先选择直立行走的重要推
动作用，人类与植物性食物的斗
争以及火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植物促成人类厨艺诞生的过
程，农作物与人类定居之间的关
系，植物对于人类社群关系的影
响，文字和货币这些符号身上的
植物印记，植物成为了连接世界
的货物和植物促成了全球贸易网
络的诞生和稳固，植物与人类审
美情趣的关系，以及实验室中的
植物与人类的关系等等。

好的科普图书或者说科普作
品应该是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
科学性为科普图书提供了质量的
保证，而趣味性则确保了科普图
书符合大众的阅读品味，让人有
手不释卷的冲动。

从科学性上来说，史军在
书中引用了当前最新的一些研
究成果，并且以这些成果作为
书中部分内容的支撑，在一定
程度上做到了科技资源的科普
转化，而这也是当前科普领域
十分关注的话题。国家有关部
门出台的系列政策中把科技资
源的科普转化作为一个重要内
容。但我们需要承认的是，科
技资源的科普转化并不容易，甚至它有时候就
是在专业读者的无聊与普通读者的晦涩之间摇
摆，或者说也会陷入两个极端，而史军在这本
书中做到了二者的良好平衡。比如在“煮熟的
肉好消化吗”这个话题上，他引用了2016年的
一项研究成果；在“留在枝头的种子，促使人
类定居下来”这个话题上，他引用了2015年中
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的一项成果，等等。

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硬核”科学知
识，比如“呼吸作用的本质，就在于电子在不
同的化学物质之间的传递”，吃豆子爱产气是因
为“大豆多糖被肠道细菌分解成甲烷的结果”，
人类祖先肤色转变的真正原因是“农耕营养不
良，缺乏维生素D”，等等。

而说到趣味性，史军更是旁征博引，中西贯
通，从中国的历史典故说到西方的俗语俚语，从
东方的自然生境到非洲的狂野自然，他把人文因
素融合到了科学故事中，为读者呈现了一道具有
浓郁人文色彩的科普大餐。如果说科学需要讲故
事，科普就是讲述科学故事的话，那么这本书就
是一个讲好科学故事的精彩例证。

我们经常说，科普要从“知识补课”转向
“价值引领”。也就是说，科普不能仅仅停留在
传播科学知识的阶段，更要让公众树立科学理
念、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等，让
公众从“知其然”转向“知其所以然”，《植物
塑造的人类史》 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因为它不仅仅有一些关于植物的科学知识，更
有助于人们理性地看待植物，看待植物和人类
的关系，就像史军在终章中写到的那样，“植物
对人类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今天的衣食住行，
还有人类的未来，我们对植物的认识，也是对
自己的认识”。“谁塑造谁，似乎已经并不重
要，只要努力适应彼此存在，努力适应并生存
下去，这才是生命世界的终极答案。”

这本书既讲述了一个宏大的故事，宏大到
植物与人类史之间的“双向奔赴”，同时也叙述
了一个微小的故事，微小到那些经常被我们忽
视的“草芥”，但更是一个关乎你我他每个人的
故事，值得我们都去深入了解。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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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无论东西方，能识点字
就算知识分子。如果再成为诗人，那就是
大文豪，这样的人往往不关注农业劳动。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古罗马就有一位
诗人因描写农业生产而留名后世。他叫维吉
尔，被公认为荷马以后最重要的史诗诗人，
代表作《埃涅阿斯记》在中世纪广为流传，
但丁还在《神曲》中把他写成自己的导师。
总之，维吉尔的文坛地位十分了得。

维吉尔虽然出身农夫家庭，但从小被
父母送去学修辞。这些经历让他既能成为
诗人，又关注农业生产，对农活十分熟
悉。他这篇杰作 《农事诗》 共分四卷，第
一卷谈粮食作物；第二卷讲葡萄和橄榄，
是古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两种经济作物；
第三卷谈畜牧；最后一卷谈养蜂。养蜂还
要专门写一卷？是的，相对来讲，古代欧
洲人比其他各地农夫更重视养蜂。

《农事诗》每卷500行左右，维吉尔花7
年时间反复打磨，才完成这首长达2188行
的巨作，把各种农业操作经验写在里面。
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一方水土有一方出
产。维吉尔用大量实例告诉人们，开荒前

要观察土地的性质，考虑它适合什么作
物。他描写了地中海沿岸的气候变化，认
为风和雨都有征兆，青蛙会鼓噪，蚂蚁会
搬家。

在具体的农活上，维吉尔教农夫们施
肥、松土、休耕和轮作，教他们在不同季
节专注于哪样农活。维吉尔还指出烧荒可
以增加土地的肥力，但他说不清其中的原
理，只好描写为“神秘的力量”。

研究这类古代文献，切忌被现代视角
误导。《农事诗》 描写的技术在今天已经
被淘汰，两千年前却属于先进技术，当时
又没有学术刊物发表专业文字，我们往往
要通过文学作品，间接了解古代的生产
技术。

以养蜂为例，维吉尔记录到人们用树
皮或者柳枝建造蜂房，选择背风和没有野
牛践踏花草的地方，抓紧在新蜂王带蜂群
出发后分房。维吉尔还描写蜜蜂的习性，
比如，它们会用蜂蜡封住蜂房上的孔。

不过，《农事诗》毕竟是文学，而非通
俗的农技普及文字。它以农业为核心，涉
及历史、哲学、道德等话题。与后世科学

文艺一样，描写技术而不局限于技术。
作者在诗中歌颂“劳动战胜了一切”，

把人类说成“一个吃苦耐劳的种族”。除了
《农事诗》，维吉尔还在 《牧歌》 和 《埃涅
阿斯纪》 里赞美劳动。个中用语如果不是
真正有劳动体验的人，很难写出来。诗中
记载的技术已经过时，而这种劳动价值观
让《农事诗》流传千古。

维吉尔曾经受到凯撒的赏识，并在
《农事诗》中用很多篇幅歌颂他，希望凯撒
“料理田地”“做果实的馈赠者”。军事政治
家屋大维也喜欢他的作品，据说花了4天时
间听人吟诵《农事诗》。后来屋大维平定内
乱，开创罗马帝国，给社会带来暂时的安
定。接下来就要招抚流民开荒耕作，充实
国力。

《农事诗》很符合这一国策，维吉尔对
服务于这类政策也有自觉性，《农事诗》因
此着重描写罗马帝国乡村的富饶和美丽，
歌颂农业劳动的价值，希望让读者把农业
当成至高无上的伟大事业。

维吉尔是多神教徒，《农事诗》一开篇
就歌颂各种神衹，请他们保佑丰收。我们

不能苛求古人的见识，反而能通过它了解
历史原貌，敬神在古代恰恰是农活的组成
部分。

不同于由无名农民创作、只流行在民
间的农谚，《农事诗》由诗人创作，美学价
值更高。维吉尔不断用典故赞美神和英
雄。在描述具体的农业技巧时，维吉尔也
会写出华美的词章。《农事诗》并不是古代
的科普作品，可能更适于向文人阶层传递
劳动的可贵。

写农业自然要写田园风光，于是维吉
尔成为近代欧洲田园诗人学习的对象。不
过在维吉尔时代，农业前沿技术是国民经
济的主干，而在工业时代，田园诗却成为
试图与城市化和工业对立的文学类型。

（作者系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委
员、科幻作家、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 农 事 诗 》： 农 业 技 术 的 赞 歌
□□ 郑 军

面对灾难面对灾难，，科幻多元视角寻求解决之道科幻多元视角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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