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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年 7 月 5 日 上 午 ，
“渔翁号”邮轮在太平洋海域
凭空消失了！要知道，这艘
船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核能
邮轮，以第 17 代核电池原子
循环新能源作为动力，船体
长达937米，宽253米，吃水
87.3米，排水量210万吨。此
邮轮性能稳定，应变能力极
强，且自救设施齐全，沉没
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更别提
瞬间消失在海面，那简直就
像说笑话一般。可事实偏偏
就让你笑不起来，这艘庞然
大物确实在一眨眼的功夫里
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同它运
载的900万辆无人三栖核能轿
车，还有 70 名船员全都瞬间
湮没在波涛汹涌的大洋里。

南纬 10 度，西经 167 度
——接到打捞任务的我们立
马精准检测到了“渔翁号”
消失时的位置。我们“瀚海
救援队”一直以营救世界各
地商船“快、准、稳”而闻
名遐迩，这次也不例外。任
务下达后，27 艘打捞飞船立
刻起航，利用多维度自由切
换技术，以最快的速度到达
事故现场。到达后，接着开
启变型模式，3秒钟后，飞船
摇身一变，成了 27 艘轻型隐
形潜艇，如同一只只高速飞
掠又急转直下的海鸟一般，
一头扎进海里。

这片海域深不见底，越
往下越显暗沉，在下降到离
海平面 1300 米时就看不到任
何 光 线 了 。 我 们 打 开 探 照
灯，看到一头大白鲨从潜艇
附近游过。这里鱼的种类和
数量已经明显下降，直到深
潜到 2000 多米时，才从强烈
的灯光下看到几条黑龙鱼的
身影。

队长从总指挥台发布通
知：共振波勘测器已经探到
邮 轮 所 在 位 置 —— 深 度 为
11007米，请快速下沉到目标
附近。

我们全速下降，5分钟后
潜艇全部到达那个位置。然
而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迎接大家的不是“渔
翁号”，而是一片灯火通明的建筑群。这个建
筑群就建立在海底方圆几百公里的岩石上，上
面的建筑五花八门，样式各异，有亭台楼榭、
洋房花园，甚至还有桥梁公路，每个地方都散
发着光芒，但不知这光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就
在我们惊诧莫名时，从里面飞驰出来几辆超炫
的跑车，速度非常快，并且没有任何声息，到
达我们潜艇跟前戛然停住，竟然没有搅动起任
何水波气泡。

车里走下来几个鱼人，他们个头不高，
1 米 5 左右，浑身长有鳞片，但具备人的脑
袋 、 四 肢 ， 就 连 五 官 都 和 人 类 的 一 模 一
样。这几个鱼人下来后，飞车立刻变成闪
闪发亮的风衣自动贴在了主人身上。我们被
眼前的一幕吓坏了，队长紧急下达指令：此不
明生物科技发达，恐遭袭击，立刻返航。可我
们发现，这时的潜艇已不受指挥，整个系统已
经瞬间瘫痪，很可能这群鱼人控制了所有
潜艇。

这时，几个鱼人一同举起了右手，示意
我们下来。下去？开玩笑，此时的海压足以
把坦克压扁，我们不是上赶着被压成肉饼
吗？就在大家惊恐万分时，27 艘潜艇的舱门
却被打开了。我们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注
入了一股暖流，在海水里呼吸竟然比在陆地
上还要顺畅，丝毫感觉不到海压带来的窒息
感。队长通过联络器告诉我们：“还是出去为
好，现在已经被他们控制，尽量不要激怒这
些鱼人。”

我们只好从潜艇里走了出去，鱼人这时打
了个响指，从建筑群里飞出来 70 辆“跑车”，
随后下来70个人，这些人并非鱼人，而是真正
的人类。

“我们都是‘渔翁号’邮轮的船员，”其中
一个模样像船长的人说，“你们不必担心了，
船没事，这些鱼人不会伤害咱们，他们只是利
用磁场将‘渔翁号’暂时吸到海底进行研究。”

队长问：“他们也是人类？”
“是，比我们要早的人类，听鱼人说以前

海底是大陆，现在的大陆是以前的海底，每隔
几万年都会循环沉浮，他们只不过因为科技发
达在大陆沉没瞬间适应了海底生活，才幸存下
来。”

“既然他们的科技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
研究咱们的邮轮？”

“并不是要学习我们的技术，而是想提高
我们的科技水平。这些飞车就是他们赠送的，
希望我们带回去能够研制生产。还有邮轮上装
载的三栖核能轿车，也在他们的帮助下研制成
五栖了，既能入地，还能耐火。”

正说着，几个鱼人已经将27辆飞车开到了
我们面前，示意送给我们。我们迫不及待坐上
去绕着海底开了一圈，回到原地时却发现建筑
群不见了，连那块方圆几百公里的岩石地面也
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艘巨大的邮轮却赫然停放
在那里。

“这就是‘渔翁号’，已经被他们改造成
了更高科技的巨轮。而那个岩石地面是可以
移动的海底自造大陆，随时都能变换位置，
鱼人已经驾驶着它到别的地方去了。”船长一
边说着，一边将手里的按钮轻轻一按，“渔翁
号”邮轮缓缓向海平面上浮去。我们也抛下
那些潜艇，驾驶着鱼人赠送的“跑车”，随同
那 70 位船员向海平面飞去。有了这些高科技
的“跑车”，以后的救援效率将会提高何止
百倍。

（作者系科幻小说家、山东省作家协会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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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我们将迎来生物多样性
日。今年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是“为所有生
命构建共同的未来”。生物多样性是人类
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精神生活的源泉。

生物多样性就是指生物及其生存环境
的多种多样，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
发展进化的结果，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
命存在的基础，也是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
的基础。生物多样性包含3个层面：物种多
样性、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人
类一日三餐涉及的粮食、鱼肉、蔬菜、水
果是最直观的物种多样性的体现，世界各
地不同特征的人群是基因多样性的体现，
维持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并为生物提供生存
环境的海洋、森林、草原、荒漠、江河、
湖泊、湿地等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体现。

由生物多样性组成的大自然为人类提
供了生存的环境、心灵的归属和思想的寄
托，还有知识的宝库。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生物多样性

的利用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青霉素和
青蒿素的发现、水稻杂交技术的应用推广
等，使人们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得到大幅提
升。有赖于大自然的馈赠，先贤们为人类
社会的进步贡献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
支撑着人类从洪荒走到了文明，也将支撑
人类走向未来。青少年是未来世界的主
人，因此，在其成长阶段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教育，对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重大。

随着人们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认识的
加深，其在儿童教育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随之，“自然
教育”这一理念逐渐走入公众视野。自
然教育指的是以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
为基础，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核
心，以参与和体验为主要方式，引导孩
子们认知生物多样性，欣赏、理解、认
同 、 尊 重 自 然 ， 最 终 实 现 自 觉 保 护 自
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在

自然教育实践过程中，青少年不仅可以
通过户外课堂加强对生物、环境以及生态
系统的认知和理解，提升科学素养、培养
保护意识与艺术感知力，也可以通过户外
拓展运动加强探索精神、社会责任感与协
作能力的培养，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也有
助于青少年增强情绪调适力，释放成长过
程中的负面情绪。

自然教育相关实践在日本和欧美一些
国家起步较早，发展已相对成熟。我国大
部分地区的自然教育实践起步于 21 世纪
初，在政府部门的鼓励和社会组织的共同
努力下，现在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系列开创性的自然教育项目在北
京、上海、杭州、厦门、昆明等城市展开
试点，受到了青少年和家长的广泛认可。

虽然我国的自然教育事业仍处于发展
初期，但我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资源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
辽阔疆域的文明古国，有着发展自然教育

的天然优势。截至2016年，我们拥有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446 处、地方级自然保护区
2294 处，是开展自然教育的重要资源保
障；传统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等哲学思想与新时代的生态文明理
念深入人心，为自然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文
化保障；2019 年 4 月 1 日，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
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
知》，提出要着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自然
教育体系，这是第一个由国家政府机构发
布的全国自然教育文件，为自然教育的开
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得以维系的基
础，而教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石，人类
与自然本是生命共同体，用教育保护自
然，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迈向生
态文明的重要实践。

（作者系蓝智海洋生态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

在“自然课堂”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
□□ 康丽娜

1613年5月19日，26岁的徐霞客决定
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从家乡浙江
宁海出发，开始游历大山名川，足迹遍及
如今的浙江、上海、陕西、河南、广东、
湖北、云南、北京等19个省市，写下了60
多万字、被称为明末社会百科全书的《徐
霞客游记》。

400年多后，徐霞客出发的这个日子，
被命名为“中国旅游日”。

事实上，少年时期的徐霞客，就立下了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早上
还在碧海游览，晚上就转回到苍梧住宿，这
种四处游历、增长见识的人生设想，又是何
等的洒脱豪气。

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这种游学传统
始终绵延不绝。从孔子周游列国到司马迁壮
游天下；从“诗仙”李白“仗剑去国，辞亲
远游”到“游圣”徐霞客“大丈夫当朝碧海
而暮苍梧”；直至近代，康有为还大力提
倡：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
地，以互证而两较之。

先贤们都在追慕并践行着“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千年文化传统，这也给后世的
青少年树立了榜样。

旅行，教会青少年如何去发现美。一次
美妙的旅行，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松
下来，既能从名山大川中领略到自然伟力，
也能在历史天空下体会到文化魅力。

旅行，教会青少年如何去尊重与接纳。
不做井底之蛙，看看外面的世界。每到一个

陌生地域，学会尊重当地的风俗人情，理解
并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人和事物。

旅行，教会青少年如何树立健康的价值
观、人生观、世界观。旅行能够帮助青少年
了解国情、增长见识、丰富阅历、陶冶情
操，培养学生的独立动手、创造性思考的能
力，为其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除了形而上的价值、情操、文化等方面
的熏陶，即使从学业角度来看，旅行也教会
青少年从无字处读书、在行走中学习。旅行
可以打通“课本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隔
阂，是“知行合一”精神的重要体现。

可以说，旅行是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有
益补充，是连接学校课堂与广阔自然和
社 会 的 桥 梁 ， 成 为 素 质 教 育 的 重 要 内
容。在旅途中，青少年能从自然、社会
和 生 产 生 活 中 充 分 获 取 知 识 、 应 用 知
识、解决问题和提升能力，其突出亮点
在于“旅行成为课堂，社会成为教材，
世界成为老师”。

事实上，我们周边国家早已将旅行纳
入到中小学生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
1958 年，日本就修订学校教育法施行规
则，将“修学旅行”纳入小学、初中学习
指导要领，并将其定位为“学校的例行活
动”。日本各地教育部门每年出台年度修学
旅行的实施细则，具体包括实施旅行的学
年、旅行天数、行程长短、所需费用以及
随行教师的人数等。上个世纪80年代，韩
国全国就将“毕业旅行”设置为必修课，

纳入学分管理体系，他们选择毕业旅行的
地点也不仅限于国内。新加坡教育部要求
所有公立学校都要定期带学生参加研学旅
行，并且要求旅行与艺术、文化、科学、
人格、体育和公民教育等课程相联系……

2016年，教育部、原国家旅游局等11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的意见》，要求各地将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强调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
育教学计划”，有力地推动了研学旅行的健
康快速发展。

旅行所到处，青春恰自来。

400多年前，徐霞客从宁海出发，开启
了一段“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的旅
程。那不仅是一段曼妙的旅程，也是一卷自
我实现的人生。

今天的青少年们，即使不能像徐霞客走
那么多地方，但只要保持着对“诗和远方”
的向往，就会激发出对生活、对世界一份滚
烫的热爱。这是旅行的一个重要意义，也是
设立“中国旅游日”的应有之义。因为，旅
行的普及总是与时代进步、精神丰富、人文
繁茂紧密相连。

（作者系法治网研究院副秘书长）

旅 行 所 到 处 青 春 恰 自 来
□□ 沈仲亮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
青年最有效的磨砺。”今天我们来说说

“奋斗”这两个字。
奋，早期字形包括三部分：隹、衣、

田，分别代表禽鸟、衣服、田地。合起来
是什么意思呢？鸟从衣服中飞出来，在田
野之上翱翔。这个衣服不一定指的是穿的
衣服，可能是网罩、兜子之类的，鸟本来
处于被困住的状态。这时候它扇动翅膀、
使劲儿挣脱，然后飞上高天。所以“奋”
的本义是鸟张开并振动翅膀，比如“奋
飞”“奋翅”“奋翼”等。

“奋”后来引申为用力举起，比如
“奋笔疾书”，指精神昂扬地挥笔快速书
写。臧克家 《老黄牛》：“块块荒田水和
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
不待扬鞭自奋蹄。”赞美老黄牛在田里努
力耕作，它知道时间宝贵，不用主人催促
就自己奋力抬起蹄子，耕得很快。毛主席
的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
埃。”写孙悟空奋力举起金箍棒，打死白
骨精，妖魔鬼怪一扫而空，还一个清平世
界、朗朗乾坤。

“奋”又引申为振动、鼓动，比如

“奋斗”“奋不顾身”“奋发有为”等。
再来说说“斗”，它是个象形字，像

是两个披头散发的人揪在一起对打。后来
字形逐渐变成“鬥”，又简化为“斗”。本
义是对打，比如“坐山观虎斗”“搏斗”。
引申为打仗、竞争、比赛等。

“鬥”的字形简化为“斗”引起了一
个问题：本来就有“斗”这个字，甲骨文

像是带把的舀酒用的大勺子。后来引申为
量器，可以用来舀粮食。一般是木头做
的，底大、口小，容量是 10 升。比如

“才高八斗”“为五斗米折腰”，都指的是
这种斗。

“斗”后来泛指跟酒斗形状差不多的
器物，比如漏斗、烟斗。在夜空里，南边
的六颗星和北方的七颗星，连起来都像是

酒斗的形状，所以分别叫“南斗”“北
斗”。因而“斗”又泛指星星，比如“满
天星斗”。

我们在区分“斗”的两种来源时，其
实也不难，毕竟两种意思相差甚远，读音
也不一样，作为量器的时候读 dǒu；表
示对打、战斗的时候读dòu。

毛主席曾经写过：“与天奋斗，其乐无
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
乐无穷。”他为了寻求救国的良方，必须奋
斗。现在虽然有一些年轻人嘴里喊着“躺
平”，其实也不过是一种调侃——一边喊着

“躺平”，一边爬起来努力工作。“人生万事
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每一个怀有理
想的人，都不会停下奋斗的脚步，毕竟一
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
委员会委员，文学博士，“三千字”品牌
联合创始人）

何 为 “ 奋 斗 ”
□□ 李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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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历法算法，2022年5月21日
早上9点22分25秒，太阳到达黄经60度，

“万物至此，小得盈满”。当此节气，大
麦、冬小麦等夏收作物开始籽粒“灌浆”，
但还没有完全饱满，故称为“小满”。

二十四节气有大暑小暑、大雪小雪，
但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为什么？因为
二十四节气除了概括斗转星移、物候变迁
的规律，同时传递了传统的思想、文化，
所以“小满”一词蕴含着一种生存智慧和
境界追求——将满未满，恰到好处。

水满则溢，过犹不及

“小满”里蕴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
个是尚有不足，一个是过犹不及。

小满不是圆满，知弱而图强，知不足
而奋进。

何为过犹不及？这个成语来自 《论
语》。子贡问道于师：“颛孙师和卜商谁更
好？”孔子说：“颛孙师有些过头，卜商常
常达不到要求。”子贡说：“那是不是颛孙
师要好一些？”孔子说：“过犹不及。”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自满则败，自
矜则愚。”这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又
比喻为人处世的姿态。古人早就关注到聚
散、浮沉、荣辱、用藏、泰否这些相对立
的观念之间的可转化性。“烈火烹油，鲜花
着锦，必是衰败之相。”事物盛到极点就会
衰落，因此为人要保有余地，掌握分寸，
始终留有转圜空间。这种哲学思想，追求
的是中正平和、谦逊谨慎。

解决不足和不及的问题，都需要保持
空杯心态。《老子》形容有修为的人“涣兮
若冰之将释，孰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
行动洒脱好像冰块正在消融的冰，纯朴厚道
好像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料，旷达像深而宽广
的山谷。由此诞生了一个成语——虚怀若
谷。还有，“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
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士不厌学，故能成
其圣。”

小满未满与达克效应

为人、求学需要自信，但过于自信就
走向了自满、自负，导致衰败。我国的传
统智慧暗合了现代心理学的达克效应——
这是一种认知偏差，能力不足的人有一种
虚幻的自我优越感，往往高估自己；而能
力高者会低估自己，都无法对他人和自己
做出客观判断。

达克效应是一条起伏的曲线，刚开
始，初出茅庐、见识有限，容易年少轻
狂，所谓“无知者无畏”“无知比知识更容
易让人产生自信”。

《庄子》里有一个比喻说：“井蛙不可以
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
者，笃于时也。”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人的
认知受阅历和经验的局限。幸好，人不是青
蛙、虫子，人能随着见识的增长，看到了山
外有山、人外有人，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
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绝望低谷”。

人若客观反思，懂得敬畏，进一步提
升自己，自信就会上升，拥有“行到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的从容不迫。正如欧阳

修所写的经典小满诗：“夜莺啼绿柳，皓月醒
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保持一个
正确的认知，才能不断成长，积蓄待发。

打破固有思维，接收多元信息

年轻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拥有最
宝贵的特质——追求进步。青少年如何在
保有青春活力的同时，能够不断地持续学
习和进步？当今社会，互联网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学习方式和海量信息，但要注意打
破信息茧房和回音谷效应。

回音谷效应是指封闭系统里原有的观点
和信息不断得到放大和加强。信息茧房是指
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
趣所引导，久而久之就像是被桎梏在蚕茧一
样的房子里。这就是经过选择性理解和选择
性记忆，强化固有的思维，最后走向极端。

因此，我们更要保持小满的心态，敞
开心扉接受和承认自己的不足，要认识到
个人的认知是基于原有的知识和阅历，是
有局限性的，应主动接收多元化的信息，
兼收并蓄。小满未满，终身成长。

（作者系亲子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小 满 未 满 妙 在 适 度
□□ 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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