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人类的身体历经20余万
年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为何依
然不完美，以至于摆脱不了疾病
的折磨？《人为什么会生病：人体
演化与医学新疆界》用演化的视
角，探索疾病的根源，为医治疾
病带来新的视野。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医
学在外科手术、药物治疗、公共
卫生、器官移植等领域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然而，疾病的发生率
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
了。本书用演化的视角来看待人
体，并由此提出一些有关疾病发
生的新见解。作者通过采访患
者、医生和医学研究者，结合大
量鲜活的案例，将最前沿的科学
打包成 7 个生动的真实故事，生
动地描述了患者和医生发现疾病
的演化起源过程，探讨了免疫性
疾病、不孕与妊娠合并症、失
明、老年痴呆症、冠心病、癌症
等常见疾病的演化起源。本书视
角新颖，以一种全新而富有成效
的方式追溯许多疾病的根源，从
而使我们明白人为什么易患某些
疾病，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来
治疗或预防疾病。

《人为什么会生病：人体演化
与医学新疆界》，［美］杰里米·泰
勒著，秋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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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飞行》电影海报和剧照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场逼真的空对地攻击演习正在进行。
远方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3架形态怪异的
战斗机，但精密的地面防空雷达显然没有探
查到它们的存在。随着一声巨响，“敌人”
指挥系统被彻底消灭。

这3架外形奇特、名为“鹰爪”的战斗
机是美国海军研发的新一代多功能高超音速
隐身舰载战斗机，执行试飞任务是英俊的中
队长本·甘农、前途无量的美女飞行员卡拉·
韦德和性格开朗的亨利·珀塞尔。

试验任务结束后，上校通知他们驾机与林
肯号航空母舰汇合，进入战备值班。入夜时
分，一架形如蝙蝠的暗金色战斗机像幽灵一样
垂直降落到航母甲板上。令人惊骇的是，驾驶
舱内居然没有飞行员，它是人工智能计算机控

制系统与隐形战斗机结合的无人驾驶战斗机，
并且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上校告诉本，他们
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飞行绝活教给这架名为

“艾迪”的无人战斗机，使其适应实战要求。
在一次作战归途中，艾迪被强雷电击

中，仿生传感神经网络发生了异变，令艾迪
具有了自我意识。当本以指挥官的身份下令
停止进攻时，艾迪却拒绝执行，“哼唱”着
它从网上下载的摇滚乐向目标冲去，引发了
放射性尘埃风暴。

最后，本不顾上校的命令，下令击毁艾
迪。亨利随即向艾迪开火，谁知，却不慎落
入了艾迪的圈套，飞机撞到了山崖上。眼见
战友无端惨死，愤怒的本发誓要给亨利报仇。

在贝加尔湖上空，本追踪艾迪进入了禁

飞区。在战斗中，本重新赢得了这架高智能
无人机的信任。艾迪放弃了之前的攻击计
划，答应与本一起返回基地。

另一边，卡拉在返航途中由于自动导航
系统失灵，只能选择弃机跳伞，行踪很快就
被当地驻军发现。

于是本和艾迪一起去营救卡拉。经过一
番努力，本终于坐进了艾迪的驾驶室。王牌
飞行员加高科技人工智能战斗机，双剑合
璧，自然威力无穷。他们发现了受伤的卡
拉，本从艾迪的驾驶舱中跳下来，搀扶起卡
拉向边境线的另一侧跑去。此时，突然一架
武装直升机袭来，本和卡拉此时已无力抵
抗。最终，艾迪挺身而出，奋力撞向来袭的
武装直升机，与敌机同归于尽……

科幻中的军事科学

作为一部制作精良的军事科幻片，《绝
密飞行》 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军用飞机的两
个重要技术发展方向——隐身与无人驾驶。

隐身飞机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巅峰
之作

隐身技术是“低可探测技术”的通俗讲
法。这种技术是通过研究利用各种不同的
技术手段来改变己方目标的可探测性信息

特征，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方探测系统发现
的概率，使己方目标不被敌方的探测系统
发现和探测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雷达、声
呐、红外探测仪等军事侦查手段的不断发
展完善，尤其是防空雷达与地空导弹这对
金牌组合的出现，令空中侦察与空中轰炸
成为极度危险的亡命任务。雷达在工作时
会发出电磁波，当电磁波碰触到飞机的时
候，飞机表面就会反射电磁波。这些反射
回来的电磁波又被雷达接收，从而侦测到
敌机来袭。隐身飞机便是以此为理论依
据，采用独特的外形设计和吸波透波材
料，以降低飞机对雷达波的反射。最早投
入实战的军用隐身飞机是美国的F-117“夜
鹰”战斗机和 B-2 战略轰炸机。为了最大
限度地实现隐身，隐身飞机在外部形态上
往往有独特的设计，而要让这样的飞机飞
上天，单靠飞机本身的空气动力学结构是
不可能的，需要非常完善的计算机辅助飞
行系统，帮助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调节
飞行姿态，保证飞行安全。由此可见，隐
身飞机可以说是当今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人类科学技术的巅峰之作。

人工智能全面提升战斗机性能

相对于隐身技术而言，无人驾驶技术就
没有那么高科技了。如今，孩子们经常玩
的遥控航模飞机，使用的就是无人驾驶技

术。当然，军用无人机的技术含量比航模
飞机要高得多，但基本原理却相差无几。

目前，世界各国空军使用的无人机大都
采用远程遥控的驾驶方法。但是，《绝密飞
行》 中的智能无人机艾迪，则为我们展示
了另一种崭新的驾驶方式——人工智能驾
驶。其实，与这种驾驶方式原理相近的自
动驾驶仪早已经广泛运用于民用航空领
域。因为民航飞机飞行的航线都是固定
的，所以飞机完全可以在计算机的控制下
按预定航行自动飞行，飞行员大多数情况
下只负责起飞和着陆的操作。但是，军用
飞机所面对的操作问题要复杂得多，尤其
是在近战格斗过程中，需要飞行员高超的
技巧和灵活的反应才能获胜。此外，因为
要考虑到驾驶员的生命维持问题，有人驾
驶战斗机也有很大的局限，所以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战斗机性能的全面提升。但
是，派无人机执行军事任务就没有人员伤
亡的担心。因而，很多军事专家都认为，
自主飞行的智能无人驾驶战斗机会成为未
来空战的主角。

（作者系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中
国科幻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人 工 智 能 战 斗 机 在 决 战 中 救 赎

慧语念慈

《《绝 密 飞 行绝 密 飞 行》：》： 智 能 无 人 机 是 未 来 空 战 主 角智 能 无 人 机 是 未 来 空 战 主 角
□□ 刘 健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这是
一句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流行
语。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健
康的食品、更安全的饮用水、更
长的人均寿命……对人类的未来
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但是，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
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应该
关注到某一项具体的技术可能存
在着一些潜在的负面效应。比
如，核能可以用来发电，改变化
石燃料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污染，
同时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给
人类带来大规模的杀伤甚至是毁
灭；再比如，在信息化和数字化
的时代洪流中，人们的出行会越
来越多地借助于“叫车软件”，而
一些所谓的“数字难民”则面临
出行困难的窘境……一系列调查
显示，某些人之所以对科技发展
持负面态度，是因为在他们看
来，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以
至于自己有被“抛弃”的主观
感受。

实际上，技术进步与其阴暗
面是如影随形的，我们需要思考
如何善用技术，或者说实现“科
技向善”。相信绝大多数人在享受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益处时，并不
会把目光转向探讨技术的负面效
应或者阴暗面的作品。在这方
面，《技术的阴暗面》是一部值得
参考的科普读物，也可以让我们
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技术。

本书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从众
多角度探讨了技术的发展可能给
人类带来的冲击，而且有些冲击
是隐性的，使我们不知不觉的

“放弃抵抗”，也是我们丧失某些
技能的一种标志，或者说是一步
步滑向技术所构建的“迷宫”。比
如，“自从引入卫星导航技术以
来，很少有人学习如何查阅地
图。这只是由于依赖现代技术而
造成技能丧失的一个例子。”很多
人对这个例子都会有所触动，我
们把某些技能“让渡”给了软件
以及它背后的技术，而这也会造
成某种“知识的错觉”，人们倾向
于认为人 （技术） 之所思即吾之
所思，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往往
是一无所知。

再比如，计算机技术的快速
发展和迭代，让我们有了瞬间处
理大量数据的能力，也得以将浩
如烟海的文献电子化，从而在某
种意义上实现了知识和信息的普
惠，这一切都依赖于信息技术的
发展和存储格式的迭代升级，但
是“每种类型的存储介质都会随
着存储空间的增大和性能的增加
而在10年内消失。”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
去的3.5寸软盘如今几乎没有任何一台电脑可以打
开，而在作者看来，这也是技术发展的阴暗面
之一。

当然，这仅是从书中摘取的两个例子，作者还
从医药、农业、自然灾害——比如磁暴引发通信瘫
痪、火灾、气候变化，甚至是社会孤立等众多方面
论述了我们未能认识到的技术的阴暗面。

作者主张“对技术的依赖使得我们在某些自然
事件前不堪一击”，甚至给出了众多的案例和详细
的叙述，不过他依然秉持技术中立的客观立场，作
者写道：“虽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技术创新
的阴暗面，但是我认为全球开发和破坏的真正灾难
性潜力与技术无关，而是与人口的扩张以及人的自
身利益和人性有关。技术只是实现自我毁灭的途径
和手段，而不是原因。” 所以，决定技术发展方向
的依然是人类自身，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哲学层面的
问题，人类是否应该把自己的永续发展完全托付给
技术，或者说由技术主导人，而非人来主导技术，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虽然表面上看来作者通篇都在论述技术的阴暗
面，尤其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还不采取行动，必
然会导致文明的崩溃，甚至人类的崩溃”。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作者对人类未来仍然持有与马特·
里德利在 《理性乐观派》 中表达的类似的谨慎乐
观，因为他相信，“只要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已经取得的进步将在未来继续普惠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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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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
满”如期到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里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
得盈满。”意为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
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
大满。每年的小满时节农作物茂盛生长
渐至成熟，正是农事繁忙的时候。在我
国古代，小满期间有很多传统风俗，其
中有一个节日叫“祈蚕节”，祭祀“蚕
神”嫘祖，这一习俗的流行见证了我国
古代丝织业的发展历史。

“蚕神”嫘祖发明蚕茧抽丝制
衣术

在我国南方，小满是与蚕桑有着密
切联系的节气，此时正值初夏，桑叶生
长，幼蚕孵出，养殖的蚕开始结茧，养
蚕人家要开始忙着缫丝 （把蚕茧浸在热
水里抽丝） 了。《清嘉录》中记载：“小
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
作。”描绘的就是小满时节江南人家煮
茧缫丝的繁忙景象。

我国农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典
型。女织的原料北方以棉花为主，南方以
蚕丝为主。蚕丝需靠养蚕结茧抽丝而得，
栽桑养蚕成为古代许多乡民的家食之源，
以至民间流传着“家有十棵桑，穿衣不用
慌”的俗语。如同古代各行各业都有自己
的“祖师爷”或崇拜的神一样，养蚕业中
也有“蚕神”，她就是嫘祖。

嫘祖是中国史前社会传说中的人
物，为西陵氏之女、轩辕黄帝的元
妃。传说她是养蚕织丝的创始者，史
称“嫘祖始蚕”。《黄帝内经》 中载:

“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纴之
功。”说的是黄帝打败蚩尤后，举行庆
功会，会上有蚕神献上黄白二丝，光
彩照人。嫘祖见后受到启发，于是开
始教百姓养蚕。嫘祖又从蜘蛛结网中
得到启示，发明了从蚕茧中抽出蚕

丝，以及编绢、织绸和制衣之术。她
把化蚕桑为丝帛的技术传授给四方百
姓，供天下人有衣服御寒。人们感念
她的恩德，称其为“蚕丝鼻祖”，后世
奉其为“蚕神”，并在许多地方为其建
造嫘祖庙。

相传“小满”这天是嫘祖的诞辰
日，所以把这天定为“祈蚕节”。在这
天，人们会到蚕神庙举行祭拜嫘祖的仪
式，供上酒和丰盛的菜肴，祈求未来风
调雨顺、蚕丝丰产。这种风俗在蚕乡流
传了几百年，至今还有些地方举行这种
仪式。从“祈蚕节”的由来和嫘祖的传
说中，可以看出早在远古时代，华夏民
族就掌握了养蚕和丝织的技术。

我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

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
的国家，而且丝织业绵延数千年，创造
出辉煌的中华蚕桑和丝织文化。

在对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文
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绢片、丝
带、丝线等。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
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利用蚕茧抽丝、织绸
了。商周时期丝织业在经济生产中的地
位相当重要。商代已有负责指导蚕桑生
产的专职官员，周代《周礼》记载“国
有六职”，在国家的六种重要的生产职
业中就包括纺织生产。汉代张骞出使西
域，把中国的蚕丝绸缎等产品运向中亚

和欧洲，开通了享誉世界的“丝绸之
路”，中国的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也逐
渐传到了世界其他国家。

从唐朝至元明清历代，蚕丝绸缎的
生产技艺不断提升，各种纺织机械如斜
织机、提花机等广泛应用于丝织生产，
丝织品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加。不仅有了
我们日常统称的绫、罗、绸、缎，还有
绢、纱、绮、锦、缂丝等不同的种类，
花色纷繁得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南京云
锦、成都蜀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并
称“中国四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仍享
有很高声誉 。

我 国 不 仅 民 间 有 祭 祀 蚕 神 的 习
俗，历代统治者也一直对祭祀蚕神的
活动非常重视。在许多朝代的皇宫内
设有先蚕坛，供皇后亲自祭祀蚕神。
一些史书中还有“天子亲耕，王后亲
蚕”的记载，意即在小满这一天，帝
王要亲自耕田，王后要采桑喂蚕，以
表达对耕田织布的重视，推动蚕丝业
在民间的发展。古诗云“小满见新
茧，蚕丝成绮罗”。小满祈蚕的习俗承
载的是国富民安的希望。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祈蚕节”见证我国古代丝织业发展史
□□ 嵇立平

在 振 兴 中 华 的 目 标 下 共 同 奋 斗
——爷爷严济慈与许德珩的故事（下）

□□ 严慧英

志同道合，共事于九三

在巴黎大学，许德珩上的社会学
系。1927年1月，许德珩归国效力。许夫
人劳君展留在巴黎，跟随居里夫人学习
物理，研究镭学，同年年底回国。由于
战乱，许德珩和劳君展一家颠沛流离于
上海、广州、北平等地。

许德珩与劳君展是九三学社的主要
发起人和领导人，我爷爷于 1947 年加入
九三学社，之后也在学社中央担任一定
职务，始终是九三学社的重要成员，以
及坚定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1944 年底，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帝
国主义对我国发起全面的疯狂进攻。在
面临民族存亡严重关头，林伯渠代表中
共中央，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立
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
政府，以利团结抗日。这一主张得到社
会各界热烈响应，时在重庆的许德珩夫
妇与褚辅成、潘菽、梁希、税西恒、张
西曼、吴藻溪、黄国璋等文教科技界人
士一起，组织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
大家一致主张，发扬“五四”反帝反封
建和民主科学的精神，“团结、民主，抗
战到底”，为实现人民民主和发展科学而
努力奋斗。

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正式
生效。这不仅标志着我国抗日战争的胜
利，而且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
面胜利。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民主
与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举行聚会，为纪
念世界民主力量击败法西斯，大家决定
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
座谈会”。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
在重庆举行。从此，九三学社作为一支
重要的政治力量，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

爷爷 1947 年在北平加入了九三学
社。这两个二十多年前于巴黎“在振
兴中华这一共同目标下相识并结为朋
友”的故人，又在九三学社成为志同

道合的战友。

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共同
夙愿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许德珩作为九三学社的代表，我爷爷作
为科学界的代表，两人都出席了9月召开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 月 1
日，他俩又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德珩在
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水产部长等职，我爷爷在中
国科学院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两人尽管
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但在九三学社，
却始终是亲密的战友和默契的搭档。为
了开创九三学社工作的新局面，许德珩
日夜操劳，殚精竭虑。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此时的许德珩
已届米寿，我爷爷也年近八旬，但他们

却都更加精神焕发地参与九三、人大、
政协等工作，不知疲倦，大有桑榆未
晚，夕阳似火之感。

爷爷和许德珩两人，一生追求民主
与科学，一生拥护中国共产党。这种执
着的信念，终于在他们的晚年达到顶
峰，彻底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
为共产主义者——1979 年 4 月，89 岁高
龄的许德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0年1月，我爷爷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这一年他79岁。当天晚上，许
老打来电话，兴奋地说：“慕光 （按：严
济慈，字慕光），你好！刚刚从电台广播
里听到你被批准入党，我很高兴，向你
祝贺！”我爷爷连声说：“谢谢！谢谢！
楚生 （按：许德珩，字楚生），我们终于
都实现了毕生的夙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
央委员会委员，严济慈之孙女）

1964年6月，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同志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的社员合影，前排左四许德珩、左六劳君展、左三严济慈。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采桑是重要农事活动，这是《耕
织图》 中的采桑图。据 《尚书》 记
载，西周时期栽桑养蚕已普及到了黄
河中下游地区。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