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C U L T U R E

◎陈 莹

字里行间字里行间

8 2024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翟冬冬 邮箱 zdd@stdaily.com

◎本报记者 罗云鹏

科技日报讯（记者代小佩）近日，“苍穹大业赤子心”梁思礼院士

百年诞辰纪念展发布会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举行。记者从会上获

悉，梁思礼院士百年诞辰纪念展将于 9月中旬开幕。

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是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幼子。作

为中国导弹控制和火箭系统控制领域的开拓者，他先后主持并参加

了“东风二号”“两弹结合”“东风五号”“长征二号”等导弹和运载火箭

型号控制系统的研制，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馆长孟令耘介绍，梁思礼院士百年诞辰纪

念展将通过近 300 件手稿、档案、书信、图片、证书等珍贵资料，生动

展现梁思礼的生平事迹。展览还将设置“苍穹之梦”专区，通过长卷

展示梁思礼等航天人托举的中国航天六十多年的发展成就。

这次纪念展采用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工作成

果。梁思礼的女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高级工程师梁红提到，梁

思礼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采集到约 1500分钟的影像资料，近 40份

手稿，170余份报道、档案、书信、著作、证书等珍贵资料。此次展览尽

量将所采集的资料真实、完整、全面地呈现出来，让公众尤其是青少

年能更全面了解梁思礼，激发他们崇尚科学的热情。

梁思礼院士

百年诞辰纪念展9月中旬开幕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近日，“大

写的科学革命”研讨会暨《科学思想史》出

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科学界、科学

史界和科学技术哲学界的 40 余位专家学

者围绕该书的科学观念、学术贡献以及出

版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

《科学思想史》一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后期资助的重大项目成果，由华南

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肖显静撰写，于2024年6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了科学思

想史“综合论”的研究纲领，从科学的历史

学、哲学和社会学角度，系统梳理和分析人

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自然观的内涵及其变

革，系统展现了由自然观变革和方法论创新

所引导的“大写的科学革命”的概貌。

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刘

大椿认为，该书大胆创新，提出的“大写

的”和“小写的”科学革命的概念富有新

义；概括得出的史前人类时期之神话式科

学，古希腊时期之哲学式科学，中世纪之

神学与哲学混杂的科学，近代之机械式科

学，现代之有机式科学，未来之地方性科

学（可持续科学），给人深刻启发。

“书中以自然观和方法论创新为线索

梳理科学革命的历史，立意深远；所揭示

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科学革命，尤其是现代

科学革命和未来科学革命的内涵，为中国

科技工作者深刻理解并开展革命性的科

学研究，提供了知识基础和哲学框架。”中

国科学院院士、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周忠和高度认可该书的“综合

论”研究纲领。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监事长张大

庆认为，该书不仅是一部追溯科学发展历

程的学术巨作，更是一部反思当代科学思

想局限性的警世之书。它呼吁读者在继

承传统科学思想精髓的同时，勇于探索新

路径，“以史为鉴”进行现代科学革命和未

来科学革命，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

杂挑战如环境问题等。

谈到《科学思想史》一书的出版价值，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长孙小淳给予了高

度评价。他认为，该书能够为科学思想史

研究者提供脚本，有助于他们进一步展开

相关研究，具有科学史价值；能够为科学界

提供思想资源，自觉地推进现代科学革命

和未来科学革命，具有科学价值；能够为公

众了解各个历史阶段的科学形态以及科学

革命的历程提供基础性材料，具有社会价

值；能够为国内科学教育、高校科学通识教

育以及科学史专业、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

生课程教学提供教学参考，具有教育价值。

“大写的科学革命”研讨会暨《科学思想史》出版座谈会召开

北京中轴线是自元大都以来北京城市

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对称轴。它是北京

城市规划、空间布局的重要历史依据与现

实遵循，同时体现了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

发展中积累并形成的文化内涵。日前，在

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十余年漫漫申

遗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背后，多项数字

技术为其提供了高精度、三维立体的空

间数据底板。这也是全球首次数字化技

术全过程参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数字

化已经成为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重要创新

标签。

确定轴线走向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

门，纵贯北京老城区，全长 7.8 公里，是由

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居中历史

道路、现代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

的城市历史建筑群。这根“轴”始建于元

代，成形于明代，完善于清代，发展于近现

代，距今已有 750余年历史，是中国传统城

市空间营构的集大成者，也是城市文化空

间塑造的杰出范例。

在北京中轴线的申遗进程中，需对其

方位、走向、空间格局等进行精确测定。

相比于定性式描述，精确测定更能展现北

京中轴线严谨的空间秩序和丰富的细节。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

“北京市测绘院”）广泛开展了北京中轴线

方位的测定工作。他们首先通过选取中

轴线上未被移动、可靠度较高的现存建

筑，精确测绘其坐标。“在得出相关坐标

后，我们通过计算各建筑中心点的坐标，

运用数字技术解算最优直线，使各建筑中

心点到这条直线的距离平方和最小，并拟

合产生了一条‘轴’。这条‘轴’，便是几何

空间意义上的北京中轴线。”北京市测绘

院基础测绘部部长王攀说。

令人意外的是，精确测绘的结果表明，

北京中轴线的朝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绝对

正北，而是略有偏移。其指向与正北方向

呈逆时针约 2°的偏角。这也是北京中轴

线的空间方位被首次精准确定。在本次测

绘工作中，研究人员还明确了北京中轴线

上参与申遗的遗产点空间分布，为北京中

轴线申遗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此外，这

些工作也为今后中轴线南北延长线上的空

间规划布局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

推动测绘考古

北京中轴线具有数百年历史。随着

时间推移，中轴线上的一些古建筑遗址逐

渐消失。确定这些遗址的位置并进行考

古发掘，让这些消失的古建筑“重见天

日”，不仅可以助力中轴线的申遗工作，而

且还可以积累一批宝贵的历史财富。北

京天桥遗址的定位正是其中一例。

1934 年，为拓宽前门至永定门之间的

马路，天桥被全部拆除。由此，天桥在人们

的视野中消失了，只作为地名保留下来。

根据档案记载，天桥坐落于龙须沟

上。然而，自 20世纪 30年代龙须沟从明渠

改为暗沟后，便“潜行”地下。加之该区域

地下管线密集，寻找旧管线十分不易。因

此，研究人员很难找到龙须沟当时的位置。

为定位这座“看不见”的桥，北京市测绘院的

专家团队广泛查阅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北

京市城市建设档案，并调取了天桥路口历年

的地下管线资料和历史地形图。他们运用

数字技术经过仔细对比，终于发现一条地下

管线与历史地形图和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

影像图中的龙须沟走向一致。“龙须沟和中

轴线一横一纵两条线的相交点，应该就是天

桥原址的方位。”北京市测绘院首都功能核

心区部高级工程师张翼然说。

随后，北京市测绘院开展了天桥地

区的地下排水管线调查。专家团队在预

先划定的范围内打开近百个井盖，通过

井下摄影测量系统，查看管井内部的情

况。北京市测绘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陈品祥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

条管线沟墙及盖板为老旧的青石板，明

显与现代水泥盖板不同。”经专家反复甄

别，确认该管线为龙须沟水系。据此，消

失近 90 年的天桥原址得以“重见天日”，

再现天桥景观以北 40 米处。

陈品祥介绍，多年来，北京市测绘院

综合利用贴近摄影测量、三维扫描、地下

管线探测等技术及历史测绘图等资料，助

力天桥、正阳桥、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路

遗存、珠市口教堂中轴道路排水沟遗址等

多个中轴线遗址点考古工作。他们在中

轴线消失节点定位、空间信息留存、信息

挖掘、价值研究等方面开展“测绘+考古”

深度融合，形成了系列重要发现和成果。

助力治理保护

北京中轴线在空间上跨度数千米，时

间上跨越数百年，如何让人们一览其全貌，

同时为历史遗产的治理与保护提供便利？

2022年 6月，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指导下，北

京市测绘院推出了实景三维中轴线。

为了复刻中轴线，研究人员运用了三

维激光扫描和贴近摄影测量等新技术。

“这些技术可以在不碰触文物前提下，将

古建筑的每个构件都精细记录和生动表

现出来。”北京市测绘院首都功能核心区

部副部长安智明说。

要复刻北京中轴线，天安门广场显然

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广场上 20多

万块花岗岩地砖的数据采集可谓难上加

难。“这些地砖的纹路、形状、磨损程度都

有差异，没有两块是完全相同的。”北京市

测绘院高级工程师陈思说，他们基于深度

学习方法，成功实现异形地砖自动编码，

最终使每一块地砖都有了专属的身份 ID，

得到精准复刻。

基于“空天地”一体化采集手段，北京

市测绘院采集了中轴线遗产区范围内的主

要道路、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区域、永定门、

钟鼓楼、先农坛等的数据，积累了超2TB的

数据资料。为处理好这些数据，团队还自

主研发了数据处理软件，综合利用多源数

据进行建模。在最终形成的实景三维中轴

线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纹理立体

逼真，正阳门城楼上的油饰古韵十足。

北京市测绘院院长倪锋说：“实景三

维中轴线真实、精细地记录和展现了中轴

线的历史变迁，为中轴线申遗提供了高精

度、三维立体的空间数据底板，有效助力

中轴线的精细治理和科学保护。下一步，

北京市测绘院将继续运用数字技术，全方

位服务中轴线文物保护、环境整治、文物

腾退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背后的数字功臣

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上，人类的繁衍与

文明的壮大，是否真的造成了其他物种的

消逝与灭绝？我们又该如何平衡口腹之

欲与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绝世美

味：生灵的消逝与饮食的未来》一书探讨

了这一话题。

1914 年 9 月 1 日中午，美国辛辛那提

动物园的鸽舍中，有一只名叫玛莎的鸟儿

一动不动地望着天空，在大约一小时后，

它永远地停止了呼吸。它是地球上最后

一只旅鸽。随着玛莎的死亡，这个曾拥有

50 亿只同伴的庞大种群宣告灭绝。在漫

长的人类文明史上，旅鸽的灭绝并非孤

例。从公元前 7 世纪，被古罗马人奉为至

宝的神秘香草罗盘草，到大航海时代被水

手们疯狂捕食的渡渡鸟、大海雀……独特

的食物塑造着各式各样与众不同的文化，

但随着我们司空见惯的食物一个接一个

地从餐桌上消失，与之相关的知识和文化

也一同消失了。

这就是“绝世美味”的悖论：过往的

一 次 次 物 种 灾 难 直 接 或 间 接 由 饮 食 导

致，即使我们身处一个食物比以往更便

宜、更多样化、更容易获得的时代，物种

灭绝的幽灵仍然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

饮食方式。

怀着这样挽歌式的心情，本书作者、

加拿大著名饮食地理学家丽诺尔·纽曼踏

上了探寻“绝世美味”之旅。她在全球各

地探访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的食物物种，

并与各种流传千年、保存至今的美食“活

化石”不期而遇。

在夏威夷群岛，纽曼品尝了一种当地

原 住 民 饮 用 的“ 忘 忧 水 ”—— 卡 瓦 醉 椒

水。这种植物的根部要生长至少 4年后才

能被采收。人们将卡瓦醉椒根捣成湿糊

状，等汁水渗出。汁水被放在一个大的公

共容器中。据纽曼说，上好的卡瓦醉椒水

“干净又辛辣”，具有提神和放松的功效。

当年，人们喝着卡瓦醉椒水开会，政治会

谈中也少不了它的身影。

纽曼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她在书中

还介绍了用冰岛本地牛奶制作的冰岛优

格，法国人用特殊品种的梨做成的法式甜

点梨海琳，克利夫兰菜市场中淋着辣味番

茄酱和冒泡奶酪的比萨贝果……

诚如作者所说，“烹饪是一种语言，每

一 种 语 言 都 是 一 种 看 待 世 界 的 独 特 方

式。烹饪艺术将生态与文化融合在一起，

讲述着人类的故事。”

在缅怀消逝的“绝世美味”、记录现存

的“美食活化石”之外，本书也探讨了另一

重要议题：在物种多样性锐减的今天，未

来人类的饮食将走向何方？

在书中，作者记录了当下人们做出的

两种努力。一类人致力于复育已经消逝

的灭绝生灵，为复活原牛、猛犸象而努

力。还有人大力发展细胞农业，以高科技

手段培育“人造肉”。

纽曼和两位好友做了一次“人造汉堡

肉饼”大调研。在温哥华一家杂货店的冷

冻区，他们发现了一种名为“别样汉堡”的

人造肉食品。这种人造肉用植物脂肪代

替动物脂肪，用甜菜和酵母模仿肉的味

道。当这种“素食肉饼”被放进锅里的时

候，椰子油的油脂开始液化，空气中弥漫

着牛肉的香气。另一种叫作“不可能汉

堡”的人造肉汉堡更到了几可乱真的地

步。这种汉堡肉饼中含有“植物版”血红

素，也就是豆血红蛋白，添加了这种“肉味

调味剂”之后，这些人造汉堡肉饼甚至能

模拟出油煎肉饼的滋滋声，渗出鲜红“血

液”。据纽曼的说法，这几种“人造肉饼”

的口感与真肉相差无几。

人造肉和它背后的细胞农业，会为未

来人类饮食打开一扇新的窗吗？作者认

为，人造肉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肉制品会被

彻底取代，但为人类社会指出了一种可能

的发展方向：如果部分饮食消费转向了人

造肉制品和细胞农业，那就有可能重塑食

品体系和地球面貌。

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传达出

这样一种观点：大自然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多

样性，人类却热衷于消减与破坏。人类对

“绝世美味”的追求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

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如何在满足口腹之欲

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达到平衡？纽曼以

平和而幽默的笔调传递出一种“侘寂”的态

度：已经发生的灭绝与丧失无可挽回，与其

留恋哀叹，不如把目光投向现在与未来——

你吃什么、不吃什么，可以决定这个世界。

绝世美味：探寻人类饮食的过去与未来

“核电工业旅游不仅为公众提供了独特的体验，更对地方经济产

生了显著的拉动作用。”福建省福鼎市文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施丽

影说。

近日，全国首个核电工业旅游预约系统正式上线，“核电工业旅

游第一团”同期发团，“硬核”资源开启文旅消费新场景。

数据显示，中国广核集团（以下简称“中广核”）各核电基地迄今

已累计迎来超百万名公众参观。

记者了解到，由中广核联合旗下九大核电基地所在地的文旅局

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核电工业旅游预约系统”，分设“个人预约”和

“团体预约”两个通道，用户可在中广核微信公众号与“硬核 Walk”小

程序直接选择感兴趣的核电基地进行预约。

全国首个核电工业旅游预约系统上线的同时，《中广核核电工业

旅游白皮书》也正式发布。这是全国核电行业首份工业旅游白皮书。

记者注意到，白皮书不仅包含中广核九大核电基地的工业旅游

路线图，还整合了核电基地周边富有特色的旅游景点，通过手绘地图

结合文字介绍的形式，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旅游指南。

“这份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核电行业在工业旅游领域迈出

了重要一步。”中广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黄超说：“它不仅是一份详尽

的指南，更开创了公众了解核电的全新模式，以及核电与地方融合发

展的共赢模式。”

施丽影以宁德核电站所在的福鼎市渔井村为例，向记者展示了

一组数据：在核电工业旅游的助推下，2023 年春节期间，该村接待游

客数量突破 3万人，实现经济创收约 500万元。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田辉宇介绍，

宁德核电自 2017 年开始探索工业旅游，经过多年优化，已同地方文

旅部门联合推出了更合理、更丰富的工业旅游线路。

中广核新闻发言人、党群工作部主任郭新刚说，未来中广核将继

续深化核电工业旅游发展，推动电站与所在地文旅行业深度融合，致

力于为公众带来更多有趣、有益的核电工业旅游体验。

核电工业旅游

开启文旅消费新场景

◎本报记者 李诏宇 通讯员 王常琳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天坛公园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天坛公园。。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暑假期间，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夜场迎来游
览高峰。据介绍，为丰富公众文化生活，5月 18日至 10月 7日期间
的每周六日及法定假日，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展夜间延时服务，参观时
间延长至21时。

图为游客在国家海洋博物馆游览。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夜游海博馆

游客在广东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展馆了解核电站工作原理。
本报记者 罗云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