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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邮电博物馆的二层有一间
展室引起了我的注意，老式的办公
桌椅，写满了岁月的厚重，也彰显
着主人的地位。门对面的墙上，一
部老式摇摆挂钟，办公桌旁一部风
叶电扇……所有这一切，虽然简
单，却告诉我一个确定的信息：这
里，一定有很多故事。

抬眼看到右手边的墙上有一幅
书法，写着“声应气求”，骨格清
奇，气象疏朗。细看题写人，竟然
是中国近代四大家族中以银行家、
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商人等多头
衔著称的孔祥熙。孔祥熙和青岛邮
电博物馆有着怎样的联系？我急忙
退步抬头，看到办公室门口挂着一
块木牌，上书：孔祥熙首任胶澳商
埠电话局局长时的办公室。

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人以
巨野教案为借口，悍然出兵侵犯胶
州湾。第二年的 3 月 6 日，德国人
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租期 99 年的

《胶澳租借条约》，将胶州湾作为租

借地，获取在山东修铁路、开矿
山、优先贸易投资派员的特权，引
发了外国列强瓜分中国民族权益的
狂潮。对中国早有侵占野心、特别
对山东及青岛垂涎已久的日本帝国
主义，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于
1914 年7月对德国宣战，向胶州湾
发动攻势。

这场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两国
争霸战争，使日本人取代德国人，
成为胶州湾新的殖民霸主，并以此
为据点，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
力。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以战
胜国身分要求收回被日本攫取的青
岛权益。美英法等国各怀鬼胎，不
顾中国的正当要求，对日本一味妥
协退让，使和平会议成为列强划分
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

帝国主义无耻瓜分中国的行
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
抗，围绕归还青岛主权的斗争此起
彼伏。1918年11月，山东民众提出

了“取还青岛”议案；1919 年 4
月，著名教育家、当时的山东省议
会副议长孔祥柯等被推举为请愿代
表，前往“巴黎和会”请愿。1921
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促成
中日讨论山东问题，自12月1日至
次年 1 月 31 日，召开了 36 次会议，
中日双方终于在 1922 年 2 月 4 日签
定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此后又
经过5个月的艰难谈判，于12月签
订了 《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和 《山
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中国付出
6100万日圆，合银圆5445万元的代
价，赎回青岛及胶济铁路主权。

1922 年 3 月，时任北洋政府外
交部和约研究会会长的王正廷被任
命为“鲁案”善后督办，主持接收
山东权益。那时，孔祥熙正在老家
办起了铭贤学堂 （山西农业大学前
身），自任校长。又抓住机会创办
了“祥记公司”，专门经销英美火
油，同时还开办了“裕华银行”，
成为一名有影响的商人。由于他在

实业方面的成绩，老同学王正廷邀
请他出任“鲁案”督办署外交协办
和实业处处长。

德日在青岛经营的企业种类繁
多，实业处专门负责处理这部分交
接，进展顺利，唯独在邮电谈判中
遇到了麻烦。由青岛至日本佐世保
有一条海底电缆——青佐线，按条
约规定应交还中国，但日方却在这
个问题上百般阻挠，双方交涉了
50 余次才达成协议：青佐海底电
缆无偿交还中国，并交还沿线电
台。

由于这样一个难题，王正廷又
于 1922 年 12 月邀请孔祥熙出任胶
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主持邮电部分
交涉和交接，安置接收人员等，孔
祥熙的政治外交能力崭露头角。虽
然孔祥熙在这个岗位上任职仅仅 9
个月，作为孔子75世孙和商人世家
子弟的孔祥熙走入政界，却是从胶
澳商埠电话局局长开始的。

博物馆中孔祥熙办公室里的这

张日式方桌，就是他曾经用过的办
公桌，一本同时段他用过的、写着

“熙秘”二字的密电码本也被保留至
今。抽屉里还保存着一张1933年手
绘的电话线路图纸。小小的一间办
公室里，不仅写着电话电报作为近
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
以及在中国的发展，也写着中国近
代一段令国人难忘、警醒和奋发的
屈辱史与斗争史，激发我们为祖国

强大、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决心
和信心。

人民艺术家老舍曾于 1934 年 8
月至 1937 年 7 月期间寓居青岛，从
事教学和写作。青岛邮电博物馆原
址作为青岛第一个邮电局，也是老
舍先生经常来这里给朋友和出版社
写信的地方。下期再聊。

［作者为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工业文化遗产：人类文明的新话题（28）

孔 祥 熙 办 公 室 里 的 故 事
——青岛邮电博物馆观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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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孔祥熙办公室内景。
右图：反映“胶州湾事件”

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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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好 书中 国 好 书 ”” 月 榜月 榜

2014 年 3 月，在中宣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图书评
论学会开始主办“中国好书”评选活动。其主旨是通过好
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导全民阅读，目标是“为好
书寻找读者，为读者寻找好书”。目前，每月推出的“中
国好书”已成为全国最权威、最专业的图书榜单。这里介
绍的是2019年12月“中国好书”榜上榜图书。

美丽的西双版纳，有茂盛的原始森林，有醇厚的普洱茶，还有一群鲜有人知
的昆虫。它们生活在森林里，以自己微小的力量，维持着生态的平衡和多样性。
博物学家李元胜多次深入西双版纳勐海县的自然保护区和雨林，拍摄和记录下了
部分稀有昆虫的样貌和生活习性，还兼及少许珍稀植物的介绍。作者深怀对自然
的敬畏与赞叹，为自然留影，为生命立传，也为昆虫爱好者提供了一种科学与人
文相交融的全面而深刻的科学考察方法。

《昆虫之美·勐海寻虫记》，李元胜著，重庆大学出版社。

记 录 昆 虫 习 性 教 你 考 察 方 法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蔡
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
人看澳门》，蒋子龙等著，百花文艺
出版社。

《半熟人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
性质深描》，陈柏峰著，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明史》，彭勇著，人民出版社。

《书写的形态：中国书法史的经典
瞬间》，邱才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庄子的世界》，王景琳 徐匋
著，中华书局。

《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周星
著，商务印书馆。

《中华人物故事汇》，黄学祥等
著，中华书局、党建读物出版社、学
习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本书中所讲解的100首古诗词基本上涵盖了小学课本中的古诗词篇目，也
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最优美、最精华的部分，是学习古诗词的起点和基础。作
者由浅入深，分编为启蒙、成长、提高三个阶次，以对应不同水平读者的认
知兴趣和审美心理。在讲解中能从易到难，兼顾诗词的知识功能和审美特
色，既拓展学习古典文化知识，又阐发诗词文学之美，使读者通过阅读与思
考，提高人文修养，传承传统文化。

《课本里的古诗词》，谢琰著，中信出版社。

拓 展 古 典 知 识 传 承 传 统 文 化

《祖先秘史》：科学技术推动着星
球文明的迭代

作为三部曲的开篇之作，《祖先秘
史》 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2060 年代，几
位年轻博士在探索星际殖民过程中与
极端主义势力斗智斗勇，揭开了地球
物种不为人知的来源之谜。故事的时
间背景就在不远的将来，由于人工智
能和生物技术的强劲引领，3D 打印技
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经由4D打印终于
发展到了5D打印阶段，从而为地球物
种迁移到遥远的宜居星球提供了可能。

从当今科技视野审视，用生物技术
打造的新型宠物、奇花异木已大量出
现，将来更“奇葩”的物种还会越来越
多。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在加速推进人
类文明的进程中，也在不断颠覆着人们
的认知，因而对物种的来源，也要从未
来新技术延展的角度去寻求可能的新答
案。还要看到，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
已导致了诸如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异
化现象的出现。然而在作者看来，地球
生态无论将来怎样恶化，都不必然意味
着物种的彻底灭绝。一切过往皆为序
章，未来科技也应该能够打造出行之有
效的手段，实现地球物种的星际换代，
这正是人类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也是

《祖先秘史》设定的一种世界观。
《拯救人种》：智慧物种天性好斗

是文明跨越的一大障碍
小说的第二部 《拯救人种》 接着

上一部的故事情节继续展开，讲述了
地球人的一批幸存者以土卫六为生存
基地，与外星系的混基质智慧物种隔

空争夺宜居星球的过程。作者通过对
“核桃人”的描述告诉人们，地球生物
的知识并不是万能的宇宙生物学，人
类在我们这颗星球的环境中进化成为
智慧物种，其实是沿着软基质生命的
进化路径进行的，而在其他星球环境
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进化路径，硬
基质、混基质生命也可以进化成为智
慧物种。但不管沿着哪一种路径，智
慧生命在进化到一定程度以后便会出
现自毁性倾向，星球文明也因此难以
发展到跨星系交流的程度，未来人类
能否实现文明大跨越也许就取决于能
否破解这一障碍。

小说中通过人物对话表明，如果人
类的自毁性倾向不能早日刹车的话，即
使新技术真的实现了物种的星际换代，
那也只能是在低水平上的循环往复，而

难以持续进化到更高级的文明。
小说还传递出的一种理念在于，不

同的生命基质沿着各不相同的路径进
化，既表现为生命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
共同点，也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进
化路径的这种差异性，很可能是将来碰
到外星智慧物种而发生激烈冲突的根
源。虽然现实中还没有遇见外星物种，
但人类的进化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AI+生物智能”正朝着人机结合的方向
发展，未来的进化道路往何处去，也是
需要人们思考的大问题。

《纠缠死神》：生命现象的复杂性
有待从“量子认知”上实现突破

在对物种的来源和演化有了全新
解读的基础上，小说的第三部 《纠缠
死神》 试图从宏观量子效应的角度，
去寻求生命现象新的解释。故事依然

延续着此前未了的情节，一项名为
“DNA 纠缠仪”的小发明起初以失败
而告终，但试验样机却遭到了身份不
明者的疯狂抢夺，谁都料不到这台小
仪器决定着星际殖民的成败，最终让
人类在远方星球上成就了超级霸主的
地位。作者营造了一个从地球到太空
越来越遥远的追杀氛围，目的在于从
宏观量子效应的一个侧面来解释生命
现象，以突破现有的还原论和整体论
各自的认知局限，这样的尝试无疑是
丰富想象力的体现。

随着微电子、生物仿真、AI 技术
的不断发展，模拟生命现象中的宏观
量子效应将具有越来越现实的可行
性。主动顺应科技发展的这一未来趋
势，是推动生命现象“量子认知”的
一种途径，这正是 《纠缠死神》 故事
构造的出发点。

科幻小说是留给未来的足迹，然而
未来有远有近，以科技“硬核”构筑的
故事无论远近都需要脑洞大开。在科幻
情节的大胆刻画中，一种方式是用上帝
的眼光描绘宇宙的遥远将来，纵横驰骋
于想象中的未来世界是很不容易的事。
还有一种方式是用当下的目力构建可期
待的现实世界，关注的是人们的现实体
验和即时性感受，这其实也不容易甚至
还更难。《达尔文之惑》三部曲的内容
偏重于后者。小说中描写的未来技术大
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与现实科技更
亲近，能使读者产生陌生感与亲近感
同在的奇妙体验，这也是该部作品的
一大特点。

孩子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们从小就对这个
世界充满了好奇。但如何探索未知世界和未知
领域，需要掌握一套科学方法。很多科普书都
采用科学家带你去探秘、地球人寻找外星人这
样的情境设置，而《科学惊奇大探险》（浙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却反其道而行之，让外星
人来地球上探秘。地球上，我们身边这些寻常
的事物，因为观察的眼光不同，而显得有意思
起来。

可罗纳是来自外太空的奇妙生物。在父亲
的嘱咐下，他来到地球，想要探索地球上的奥
秘。他随身携带着神奇的道具，可以让大家抵
达任何想去的地方。当然，由于距离遥远，他
要实现超光速旅行，而按照现在的科学理论，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恐龙是孩子们最喜爱的科普题材，人类和
恐龙共存的世界，让人充满期待，又深怀恐
惧。在《恐龙帝国大冒险》中，可罗纳和地球
上的小伙伴们穿越到了遥远的白垩纪时代，遇
见了形态各异的远古生物；去往恐龙帝国的惊
险之旅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在那里遇到了哪
些远古的生物？那个神秘的石头究竟是什么呢？

在昆虫的世界里，对于弱者，它们也像人
类世界一样有关心和同情吗？在《昆虫世界大
逃亡》中，他们瞬间变得像蚂蚁般大小，去到
了莎拉老师的身体里；他们必须穿过昆虫遍
布、危险四伏的“丛林”，才能找到宇宙飞船，
变回原样。一场意想不到的昆虫世界大冒险就
这样开始……大家会遇到哪些昆虫呢？

在现实生活中，病毒与人类相伴相随，我
们能最终战胜病毒吗？在《病毒入侵大作战》
中，因体内携带了地球上的病原体，可罗纳无法回到自己的星
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重返地球，和小伙伴们一起开启了又
一次探索之旅。他们进入病中的爱里佳虚拟的身体，试图揭开细
菌、病毒和人体防御机制的秘密。

阴晴霜雪，风雨雷电，各种天气变化多端，异常气候愈发频
繁，地球天气和气候变化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在《怪物
台风大袭击》中，雷欧和小伙伴奈绪美遇到了来地球做自由研究
的外星生物可罗纳。为了完成自由研究，三人准备一起乘着 “可
罗纳”号宇宙飞船去探索气象的奥秘！可是，巨大的台风来袭，
人类的灾难就在眼前。可罗纳他们能否战胜台风，拯救城市？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怎样变成维持身体运行的能量的。在
《人体迷宫大调查·食物消化篇》中，阿健是学校里的运动健将，
可是他怎么也赢不了莎拉老师。莎拉老师这么厉害，她的身体里
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阿健决定和外星生物可罗纳一起去莎拉老
师的身体里探秘。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关卡，一件又一件奇怪的事
物，一段又一段惊险的旅程就这样展开。

在《人体迷宫大调查·血液冒险篇》中，爱里佳十分崇拜莎拉
老师，想成为像莎拉老师一样美丽动人的女性。莎拉老师光芒四
射，她的身体里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爱里佳再次和阿健、可罗
纳一起去莎拉老师的身体里探秘。他们在错综复杂的血管里穿
梭，与保卫身体的白细胞斗智斗勇。

在《海底世界大危机》中，在海边，大陆一行人与外星生物
可罗纳不期而遇，他们发现了在深海中迷路的小飞象章鱼美美。
可罗纳提出要送美美回家，前往深海。可是，恐惧深海的大陆能
勇敢地潜入海底吗？万花筒般的海底世界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危险
呢？他们最后成功了吗？

孩子们都很喜欢看机器人的动画片，参加学校组织的机器人
大赛。在《机器人总动员》中，可罗纳一行进入了奇妙的机器人
公园，领略了人工智能的神奇。

神秘的宇宙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在
《宇宙空间大穿越》中，他们遨游宇宙，徜徉太空，探索星球诞生
之谜：宇宙是从哪儿来的？星球是怎么诞生的？每个星球上有哪
些秘密？

游戏并非恶魔，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游戏学习的。在《危
险生物大阻击》中，因为一次错误的操作，可罗纳、哈亚特和亚莉
莎被困在了一款满是危险生物的游戏中。三人必须集齐所有危险生
物的信息，才能回到现实世界。一场意想不到的游戏世界大冒险就
这样开始了……他们会遇到哪些危险生物？最后能够顺利逃脱吗？

恐龙、宇宙、太空、人工智能、我们的身体，都是孩子们最
喜欢的科学主题，蕴含着无穷的奥秘。《科学惊奇大探险》丛书，
用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和生动形象的漫画形式，激发孩子们探索
科学的兴趣和热情；浅显易懂的文字，回答了孩子们最感兴趣的
话题和疑问，让他们充分享受学习的乐趣；书中还设计了探索笔
记、探索档案，内容涵盖更为详细的科学知识。在一次次惊奇历
险中，动物、人类、自然、宇宙等不同门类的科学知识，如涓涓
细流，自然流淌；观察、记录、分析等科学方法，如春风拂面，
润物无声，最终汇入孩子们的脑海和心田。他们的世界观，也在
这种独特的阅读体验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如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蜕变时代，本世纪中叶以后，人类社会在科技引领下将演变成什么样子？新近出版
的韦火著《达尔文之惑》三部曲，以宏大的视角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的场景，引起了科技界不小的关注。

作者把极致的空灵想象与厚重的现实世界结合起来，展示了眼下如火如荼发展着的人工智能、基因编辑、3D打印、纳米制造、人机联
接、绿色医疗、大数据应用、可燃冰采掘，甚至量子效应、遁地技术、暗物质探索等大量技术在“近”未来的演化走向。实际上，这套三部
曲科幻小说对新技术的涉猎面很广泛，诸多科技“硬核”构建出的未来世界亮点纷呈，我们择其主要的世界观设定可以一窥作品的不凡魅力。

长篇科幻小说《达尔文之惑》的世界观设定
□□ 左朝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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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之惑》三部曲，韦火著，广州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