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仿古建筑群
的富丽堂皇形成鲜明对比，相隔不足一
华里的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
列馆深藏在镇上毫不起眼的药王庙东大
街。我按照导航，先后问了两个人，才
好不容易找到。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
之一，是我人民解放军将国民党军傅作义
集团分割围困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
并予以各个歼灭、解决的战略决战性战
役，天津攻坚战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将军既是
平津战役的重要指挥者，又是天津前线指
挥部总司令，天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杨柳
青镇上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指挥部旧址为一所两进的四合院式
小民宅，这里原是一位在天津城里开银
号的戴姓小财主的住家，院子适中且不
显眼，离城区又不算远，非常适合用作
前线作战指挥部。1949 年1月2日，刘
亚楼带领一支精干的指挥机关队伍秘密
进驻此地，在此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部
署作战方案，指挥前线作战。当时这里
还属白区，经常有特务出没，国民党曾
派飞机轰炸，炸飞了邻近的佟家小院，
指挥部躲过一劫。陈列馆专门仿制了两
枚航空炸弹放在一进的院子里，记述这
次轰炸事件。

整个陈列馆只有4个对外开放的展
室，第一展室介绍天津攻坚战的全过
程，另外三个展室分别为警卫室、参谋
室和作战指挥室。作战指挥室为套间，
其中一间为刘亚楼休息、会客所用，馆

内陈列的皮箱和行军床据说都是他当年
使用过的原物，为1983年刘亚楼的夫人
翟云英无偿捐赠的珍贵藏品。

各个展室按当年原样分别摆放有作
战地图、电话、发报机、沙发、卡宾
枪、子弹带、弹药箱、公文包等军需
品，以及桌椅、床铺、标语、水壶等仿
制实物。睹物思情，你可想象当年在这
里曾发生的尽管看不见战场硝烟，但却
充满了智慧、勇气、严谨、高效、警惕
气氛的紧张工作场面。

第二进院子陈列了一辆据说是当年
刘亚楼专门乘坐的威利斯吉普仿真车。
这种车1940年由美国威利斯汽车公司研
制，是一款多用途轻型越野小车，全车
自重仅 590 公斤，配有四轮驱动系统，
是当时同类小车驱动力的3倍。由于马
力大、车速快、自重轻、底盘高、机动
强，威利斯吉普一度成为美军的通讯、
侦察和指挥标配用车，“二战”影片里经
常有美军开着这种车横冲直闯的镜头。

1948 年 12 月 11 日，毛泽东主席发
布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同时
命令刚结束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秘密
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共同实施平津战
役。年底, 我军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
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
5地，实现了将敌抑留华北的战役预期
目的，并通过围攻张家口，引诱北平守
军驰援，歼敌精锐于运动之中，断绝了
华北敌军西逃念头。

天津攻坚战中央军委最初决定是先
打塘沽，以切断国民党军海上南撤退

路，刘亚楼亲自到塘沽前沿阵地察看地
形后，认为塘沽东靠渤海、南近海河，
我军无法对敌形成围攻，且多为水网地
带，盐池冬天不结冰，不利于大部队展
开、机动，不仅难以速战速决，还容易
导致人员伤亡。于是，他大胆向中央建
言：缓攻塘沽，先全力拿下天津。军委
很快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
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针对天津守敌城防部署，刘亚楼制
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
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的作战方案。为迷惑敌人，当天津城防

司令官陈长捷派员到离杨柳青镇不远的
大南河村与解放军谈判时，刘亚楼故意
晚出发半个小时，并坐威利斯吉普车绕
杨柳青发电厂转了一大圈后，才“风尘
仆仆”赶到谈判地点。敌方代表暗自算
了一下行程时间，判断刘亚楼是从城北
的杨村赶来，回去后便报告给陈长捷。
为加深敌人的错觉，刘亚楼又派人在城
北故意炮击，陈长捷由此坚信我军将从
城北发起总攻，遂把王牌第151师从金
汤桥核心地段调到城北防御。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刘亚楼
司令员在旧址处发布总攻命令，我军仅
用 29 个小时就全歼天津守敌 13 万余
人，并活捉陈长捷。l月15日，天津这
个华北地区工商业重镇、军事要津，回
到了人民的怀抱。

天津攻坚战是刘亚楼将军作战生涯
的得意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空
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 年 5 月 7 日病
逝，享年仅55岁。参观指挥部旧址陈列
馆，感慨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刘亚楼
将军的担当机智，人民军队的英勇顽
强，遂即兴吟诗一首，以抒情怀：“辽
沈战罢入平津，运筹帷幄杨柳青。围点
打援切退路，敲山震虎困北平。弃沽围
城彰韬略，声北击西破敌营。总攻号令
出小院，名将风采智武英。”

名 将 风 采 智 武 英
□□ 文文//图图 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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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一位百岁老人迎来了100周
岁生日。当天，她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
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这
就是与党同龄，见证了党百年光辉岁月的李
桓英。

李桓英，1921年8月出生于北京。作为
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她通过毕生努力，制定了麻风病防
治领域的重大策略，解决了技术上的关键问
题，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
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
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5年，李桓英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
学院。次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50年她
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1958年，
为了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她毅然辞去世
界卫生组织职务，主动舍弃国外优厚的生活
条件，告别已移居美国的父母，只身一人绕
道伦敦，几经周折，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1970年，她在江苏省一个“麻风村”第
一次见到了麻风病患者。当时的医务人员头
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套，场
景令人恐惧，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样子给她的
心灵造成了强烈的震撼。1978年，她主动申
请调任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从此
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防治和研究工作。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麻
风病人的感情，她从不穿戴任何防护服与麻
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当地
村民称赞道：“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麻
风！”1983年，李桓英带着从世卫组织申请
来的新药，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
县3个偏远“麻风村”试点短程联合化疗方
案。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串
户。渴了，就直接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
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
手长时间不放。每当见到老病人，她总是亲

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慢慢获得
了病人的信任。最终这一方法的推广使全国
麻风病人从原来的 11 万人下降到不足万
人，年复发率仅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
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 1%的标准。1996 年，
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病的特别行动
计划”，首次提出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
结合的模式，实现了麻风病的早发现、早治
疗，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为了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她长年奔波
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曾经 4 次遇险、2
次翻车、2次翻船，两侧锁骨和肋骨都摔断
过。但她始终觉得，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
要无比坚定地走下去。她终生未婚，对医学
追求是她生命的全部。

2016 年 12 月 27 日，是李桓英一生中
最难忘的日子。站在新党员中间，她举
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此，她终于梦想成真，光荣
地成为一名党员。李桓英说：“入党和做
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够作为党
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
的心愿。”

李桓英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
2016年，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
就奖”。2021 年 8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
李桓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全国妇联授
予李桓英同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正如李桓英在中国科学技术馆“赤子丹

心——与党同龄的科学家”主题展览视频寄
语中所说：“人都要往前走，不能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要选好目标坚持下去。”她用自
己百年人生的孜孜追求，真正诠释了医者仁
心、大爱无疆！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教育中心
助教）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山川纪行：
第三极发现之旅——臧穆科学考察手
记》三卷本出版后，在出版界和博物
圈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关注。这部集
臧穆科考记录、学术思想、艺术修
养、审美体验、个人情感于一体的博
物学著作，共3册，84万字，臧穆手
绘插图664幅，照片213张，是一部具
有珍稀文献价值、图文并茂的野外科
学考察日记体图书。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科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臧穆研究员带领团队，
对我国西南各地包括青藏高原的真
菌、地衣和苔藓进行了全面的野外考
察和采集，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
料，创建了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
标本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臧穆研
究员不仅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真菌学
家，更是一位具有艺术家才情的博物
学家。臧穆老师的绘画功底深厚，其
科考笔记中所绘的植物彩图具有很高
的科学与艺术价值。

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王文
采评价这部书“堪称当代植物学界乃
至生物学界的‘徐霞客游记’”。

珍贵文献资料的抢救性挖掘
整理

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臧穆先生
一生淡泊名利，却痴迷地热衷科研。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便潜心进行
菌类研究，对我国西南高等真菌的许
多类群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学研究，
奠定了我国西南高等真菌研究的基
础。他也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的知名科
学家。

臧穆先生考察日记共21册，时间
跨度自 1975 年至 2007 年共 32 年，记
录了先生在我国及日本和欧美多国的
考察工作。这部考察手记首先整理出
版其国内部分的15册。国外部分的考
察日记也正在整理中，后面也会和读
者见面。

臧穆先生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书

画造诣，考察手记通篇保留了作者在
野外考察时所写所绘，图文并茂。图
书的主体为影印原作手稿为图，最大
限度保留了作者最原始的考察记录，
极具资料性和艺术性。为了方便读者
阅读，图书将手写文字予以过录，与
图并列。

臧穆先生的生前好友兼同事这样
评价这些日记：“一页页生动鲜活的野
外考察真菌写生，一幅幅生态景观、
人文地理画面，记录了他所见所闻的
原始资料，也渗透了他对艺术的情趣
和对周围事物的关注与热情，实在令
人叹为观止。”

提供了植物学研究的鲜活
资料

在1975年至1982年间，臧穆先生
曾先后四次赴青藏高原，进行真菌方
面的考察和研究。青藏高原奇异的山
川植被和独特的动植物及真菌资源，
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探索热情。臧穆先

生这一时期的野考日记，以真菌形态
及生态习性和采集信息为主，既包括
立体型的地质地貌、气候条件、生境
海拔及植被类型，还包括考察所到之
地的民族风情、历史典故、名人轶事
和文化传承等。其所见、所思、所想
均以素描、写生以及诗书文字予以记
述。

这些日积月累的野外笔记，形成
一幅幅科学达人的考察画面。先生不
拘形式地记录了当时生动、活泼、真
实的科学考察活动细节，既记录了自
然实景，又描写了内心感受。

在真菌系统学研究领域，臧穆先
生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自己独树一
帜开创了我国西南高等真菌研究的先
河，对许多类群进行了专论研究，取
得了重要突破，为后人从事我国西南
高等真菌的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
础。

因此这部图书不仅仅是一本图文
并茂的博物类科普图书，也为专业人
员从事相关地区的植物学研究提供了
大量鲜活的资料。

创新了科普图书的呈现方式

在出版领域，近年来博物学类的
图书悄然勃兴，这些图书以自然为写
作客体，致力于传递自然知识、传播
人文情怀、践行社会责任。

这部图书的出版在编排和内容呈
现上突破了博物学图书和科学家传记
的传统表达方式。在图书表现形式
上，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呈现了作者的
考察手稿、书画笔记及原始记录。从
内容上看，丰富了科学家传记图书在
科学家精神和形象的构建方式。图书
既表现了臧穆先生热爱祖国、严谨治
学、艰苦奋斗的高贵品质，又通过其
突出的科研能力和执着的探索精神，
让读者感受到其强大的精神力量。通
过呈现“手记”的方式，让读者深刻
感受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
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作者系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
副秘书长，副编审）

一 位 博 物 学 家 的 山 川 情 怀
——臧穆先生和他的《山川记行：第三极发现之旅》

□□ 张 洁

上图为《山川纪行：第三极发现
之旅——臧穆科学考察手记》

下图为书中展示的西藏邦达高
山草甸植物（1975）

（图片由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
提供）

《洪荒战纪》 这本书，是获得过银河
奖、水滴奖等科幻奖项的科幻名家苏学军先
生蕴酿了多年的一部大作。看书名就能感知
到这是那种讲述史前太古洪荒，人类和怪兽
大战的作品，是一部创世与未世的史诗。然
则迫不及待地翻开，细细读来，又与想象中
的感觉不一样。开头便是一个婴儿出生时，
鸿蒙未开的认知，与自我体验，对新世界的
探索，亦真亦幻，似梦非梦。而我一直希望
在原始世界里出现高科技与蛮荒，人类与怪
物的宏大战争，久久未曾出现。期待落空之
余，却又觉得作者不入俗套，反而升级为宇
宙观想，引起了更新的一种思考。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用悬疑的手法，
利用了人类进化、DNA 变异、宇宙进化等
科幻创意，设定了神话和科技的框架，通过
一个人一生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未来和新
世界的追求，将我们过去的整个人类起源，
从神话传说到人类的未来，糅合浓缩在一部
史诗巨作之内。

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既原始又炫酷
的洪荒世界里，那些神奇的史前生物，那些
恐怖的外星怪物，那些拥有非凡能力的既是
过去又是未来的人类。当这些历史，穿插在
一个人个体不断长大的生命中时，我们还可
以借用他“跳跃”的视角，看到奴隶起义、
封建王朝的兴衰交替、新政权的建立，由此
暗含着历史的诞生与衰变，又能看到人类开
创了宇宙级文明、与外星敌人之战、宇宙的
衰变等等，最终反引至我们现在的现实之中。

特别是主角姬武，他贯穿了过去、现
在、未来的人生，用生命的极致体验和想
象，去探索未知，从历史的尘埃里边拨云见
日，同时又代表了新的开始，让人类的未来
得以延续。其中鲲、羿、娲等等主要人物角
色的产生和设定，暗合历史神话，他们在另
一个舞台上，展现了人类之史。

所以，这是一部既宏大磅礴又贴合个人
自我、极富寓言性的科幻小说。甚至已不能
仅仅当作一部科幻，本书还杂糅了历史小
说、神话小说、哲学小说的感觉和思考。在
短暂的过去、未来、现在来回切跳之间，勾
勒出了轰轰烈烈、引人入胜、充满想象力的
世界，最终将山海经、史前生物、未来人类
变异、异种怪物入侵、外星大战等等，种种
匪夷所思的奇妙幻想融会贯通，并加入了想
象的奇点，是一场个人人生的大战，也是一
场令人酣畅淋漓的宇宙之战。

总体来说，这部小说通过一个人从婴儿
到垂垂老矣，而不忘初心，重新在新世界里
开始新的冒险、新的征程的一生，贯穿讲述

了整个人类在宇宙中的历史，然后又用人类整个的历史来
讲述了整个宇宙的历史，因此这是一部真正的从一个人的
史诗到整个宇宙的科幻史诗。

同时，本书在人物塑造上又有自己特别的追求，将历
史传说中的那些神话人物和未来的高科技做了一个比对和
接驳，嵌合成了这部风格独特的作品。我觉得它是硬核
的，也是柔软的。在不长的篇幅中，要展现出史诗的叙事
难度极高，因此这部小说语言明快，叙事节奏和叙事速度
都比较快，空间转换率非常高，极为有效、快速和准确。

这部作品也非常适合改编为影视或者改编为游戏，并
且还应该有更多的续集和外延，希望本书能获得科幻和科
幻以外的读者的认可，能以更多的形式来展现书中精彩的
内容，引起个人的自我审视和对宇宙星空的终极思考。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少儿科幻联盟发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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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李桓英：：矢志消灭麻风病的百岁人生矢志消灭麻风病的百岁人生
□□ 李其康

臧穆（1930—2011），国
际著名真菌学家，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为我国西南高等真菌研究奠
定了基础。

左图为李桓英教授乘滑索过江，右图为李桓英教授用手摸麻风病人的鞋里是否有沙子。
（图片由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提供）

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

《中国科技财富》杂志2021年第八期特别策划了
《安全可靠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努力方向》主题。人
工智能技术一直是当前科技领域的热点，不论是从图
像分析到自然语言理解，再到科学领域。从消费者的
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已经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了，但这
一技术是否已经足够强大了呢？欢迎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