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城西的鹫峰上，入口不远的地方
就看到了一座二层小楼，这个二层小楼就
是鹫峰地震台。修旧如旧的修缮方式，让
它保留着20世纪初的模样，古铜色木门旁
边的牌匾还清晰地用繁体字写着“地質調
查所鷲峰地震研究室”。小小的研究室，
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人自建
的第一座地震台。

让人想不到的是，建设第一座地震台
的“原动力”是沉重的历史事件。1920年
12 月 16 日 20 点，8.5 级巨大地震“袭击”
宁夏海原 （当时隶属于甘肃），震中烈度
达到烈度最大值——12度。地震波的威力
引来山崩地裂，海原全城房屋荡平，房屋
的倒塌、大规模的黄土滑坡、冬天的刺骨
严寒、灾后食物的匮乏使得27万多的同胞
死于地震，对于人口密度并不高的西北来
说，海原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灾区面积
是超乎想象的。

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在地震
之后进行了科学考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
的第一次地震科考。科考之后，翁文灏意
识到地震是与地质构造密切相关的物理学
现象，研究地震必须用物理学方法观测地
震。观测地震就要建造地震台，建造地震
台就要考虑人才、选址和经费。于是他找
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推荐人才，
叶教授推荐了自己的学生李善邦。一封电
报，开启了李善邦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地

震科学研究事业。听闻建设地震台的消
息，当时北京知名律师林行规随即捐赠了
鹫峰的一块土地，用以建设地震台，从此
中国自建的第一座地震台落户鹫峰。1930
年终于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筹借到一笔
地震仪购置经费，鹫峰地震台得以建成。

鹫峰地震台建成后，先后引进了两套
地震仪，一台是来自德国的小型维歇特机
械式地震仪，另一台是引进自苏联的伽利
津-卫立蒲电磁式地震仪，这两台地震仪
都是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维歇特创建了
世界上第一个地球物理研究所，伽利津发
明的地震仪奠定了现代地震仪的理论基
础，两位科学家不仅是好友，而且都是地

球物理学科初始阶段闪亮的“星”。
就这样鹫峰地震台经过数年的惨淡经

营，一切从无到有，数据观测良好，记录
多而准确，与全世界50多家地震观测和研
究机构交换资料，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地
震台。就当李善邦考虑以鹫峰地震台为基
础，扩大研究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一
切戛然而止。

鹫峰地震台从 1930 年 9 月 20 日记录
到第一个地震开始，到1937年8月1日记
录到最后一个地震——山东菏泽大地
震，坚持观测了 7 年，共记录到 2472 个
地震。7年间，李善邦等坚持编印出版了
60 多期 《鹫峰地震月报》 和 10 余期 《鹫

峰地震专报》。
物换星移，九十多年过去，鹫峰地震

台建筑坚固，经受住了时间洗礼，目前已
经没有监测任务，成为北京文物保护单
位，面向公众开放。2002年，为纪念李善
邦先生诞辰100周年，在鹫峰地震台门口
竖立李善邦先生铜像，供中外学者以及青
少年参观瞻仰。

鹫峰地震台当年购置的维歇特地震仪
虽然是小型的，但也有两吨重，也因为太
重，在战火中无法转移，后来变身手榴
弹，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伽利津地震仪在
燕京大学躲过了战火，之后先南下后北
上，辗转多个研究所持续工作，于20世纪
70年代正式退役，现在作为镇馆之宝，坐
落在展厅的核心位置。除了艰难保留下来
的伽利津地震仪以外，场馆里还放置着30
年代以来各个时期的地震仪。这些地震仪
从体型硕大、三个分量需要分开设计逐渐
演变成小巧的集成式地震仪，记录器也从
以前的照相记录、滚筒记录等发展到现在
的数字记录。鹫峰地震台展示了地震监测
仪器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同时见证着中国
从第一座自建地震台到现在的遍布全国的
地震台网。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向前，鹫峰
地震台也不断激励新一代地球科学的学生
和学者们不断前行。

（作者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鹫 峰 地 震 台 的 前 世 今 生
□□ 杨家英

鹫峰地震台，
中国自行建设的第
一座地震台。于
1930 年建成，并
于 1990 年和 2002
年进行了修复。

（（图片由作者图片由作者
提供提供））

“大脑是人体最重要的
器官，而这句话是你的大脑
告诉你的。”多年前第一次
看见这句话时，毛骨悚然的
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近日
偶读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

《大脑可以改变》 一书时，
受到的震撼并不亚于那句
话。一些完全超出原有认知
的、关于人脑在受到一些损
伤甚至功能丧失后，依然可
以通过一些神经重塑来实现
原有功能的例子深深地震撼
了我。一个个真实的大脑重
塑案例发人深省，原来我们
的大脑比我们想的要聪明且
富有活力得多——这句话也
是我的大脑告诉我的。

作者诺尔曼·道伊奇是
加拿大医学博士、精神科医
生、心理分析师，还是一位
畅销书作家。他基于多年来
对脑神经系统的研究，得出
结论：“大脑是个有机体，
它能改变自己的结构和功
能，只要人活着，年纪再大
也能不断改变。”本书就是
对这一结论的最佳阐释。实
际上，所有的中风、脑瘫患
者以及认为这类脑损伤疾病
无法改善的悲观主义者都应
该读读本书，以便重新树立
客观积极的生活观，避免把
思想上的阻碍错误地推诿给
身体的无能。

神经回路的“无限
重建”

该书第一章讲述的是一
位由于前庭器损坏丧失了对
平衡的感知、无法正常生活
的妇人，通过重塑神经通
路，使舌面替代了前庭器来
感知平衡，重获新生的故
事。但这不是个例，研究者
通过同样的方法帮助了无数
个类似的病人。这也启示我
们即使身体部分器官损坏，
但我们的大脑可以聪明到用
其他器官来重建功能回路。

道伊奇之所以对这一领
域深感兴趣，是因为他65岁
的父亲在一次致残性中风
后，通过一系列训练竟然从
几乎完全瘫痪的状态奇迹般
地恢复正常，并活到了 72
岁。而对他父亲去世后的大
脑进行解剖，竟令人惊讶地
发现，原来控制运动的神经
中枢 97%都受到了严重的损
伤，而这颗大脑依然可以完
成自我改造，这样的奇迹甚
至是发生在如此大面积创伤
的老年人身上。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多么值得敬畏啊!
无论是感受器还是大脑本身遭到了损

毁，身体和大脑总会有新的办法让我们得以
正常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认为走投无
路，毫无办法的困境，究竟是困难困住了我
们，还是我们自己困住了自己呢？

功能障碍脑区的“新生”

如果第一章的内容，让我们想到部分脑
区功能的缺失也可以通过其他功能来“代
偿”，比如有视觉脑区障碍的人就应该通过
听觉来学习，那读完第二章的内容一定会让
我们有了新的认识。研究者发现，通过系统
的练习，那些由于大脑受损而产生学习障碍
的人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甚至获得超越常人
的学习能力的。而如果消极地采用“代
偿”，原有的问题并不会得到解决，反而可
能使学习效率更低。这大概是符合我们常说
的大脑用进废退原理吧。另一个角度，也能
看到一些言语脑区障碍的孩子，他们并不是
真的像表现出来的那样“低智”，反而思维
非常迅速敏捷，只是言语并不能跟上思维的
速度。这启发了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有时不该只依照现象来定义孩子，切实地发
现和解决他们的困境，才能更有效地帮助
他们。

脑区发育的“关键期”

第三章带给我们的惊喜是关于“关键
期”的概念。指出每个感官系统的发育都存
在一个关键期，在这期间它对环境特别敏
感，特别具有可塑性。这一阶段需要接收到
相应的感官刺激，才有助于相应的脑区发
育。比如，语言技能的发展，在关键期结束
后，人们学习第二语言而不带口音是很难做
到的，原因是关键期后，学会的第二语言和
母语并非在同一个脑区中得到处理的。再比
如，先天白内障的患儿，一定要在关键期结
束前进行矫正手术，以便大脑能够获取关键
链接所必需的光线而得到正常的发育。这也
启示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要重视关键期的
利用。

本书后几章的内容也讲述了各种脑损伤
患者，通过强化训练，相当大程度上令人惊
奇地恢复了相应功能的案例。我们在这些脑
部恢复训练中，也能得到一些学习能力发展
方面的启发。比如其中的一些训练原则：避
免一切关于“我不能”的字眼和暗示的出
现；严禁使用自己其他无缺陷的功能代偿缺
陷功能，而是逼迫自己使用缺陷功能；训练
技能跟日常生活越接近，训练就越有效；训
练工作必须在短时间内高频集中地进行，这
种方式要远比长时间的低频训练有效得多。
相信这些原则在我们教育身心健全的孩子学
习以及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一样甚至更加
有效。

总之，整本书都在向人们力证神经可
塑、潜能无限的道理。这给许多心智有缺
陷者或后天神经受损者带来了希望，也促
使人们敬畏生命，不枉此生。对科学进行
更深广的探究，也正是我们读书和学习的
意义。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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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北方天寒地冻，蔬菜瓜果
已不适合露天生长，一栋栋温室种植大棚
开始发挥作用，丰富多样的蔬菜瓜果在大
棚里蓬勃生长，为严寒的冬天带来温馨的
春色。据史料记载，我国是世界上温室栽
培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 2000 多年的
历史。

汉代的“非时种植”

我国关于温室种植的最早确切记载在
西汉。据《汉书·召信臣传》记载，汉代官
员召信臣曾向汉元帝进奏：“太官园种冬生
葱韭菜茹，覆以屋庞，昼夜燃温火，待温
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
人，不宜以奉供。”大意是说，现在是隆冬
时节，而在长安皇家苑囿的太官园中建造
密封的屋庑，种植葱、韭菜等菜茹，通过
昼夜燃火提高室温，使蔬菜在隆冬时节也
能生长，是“不时之物”，因而“不宜奉供
养”。虽然这位官员出于迷信意识，把冬季
温室种植出的菜蔬称为“非时之物”，但这

则史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西汉时期我国
已有了现代温室的雏形，可以种植葱、韭
等反季节蔬菜了。

另据西汉《盐铁论·散不足》中描述当
时富人的奢侈生活时，指出有些富人也能
吃到温室培育出的蔬菜“冬葵温韭”，说明
汉代温室栽培蔬菜的技术已传到民间。

唐宋时期的“堂花术”

唐宋时期的温室还被用于花木栽培。
据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中记载：“常
有不时之花，然皆藏于土窖中，四周以火
逼之，故隆冬时即有牡丹花。”这则史料记
载了一些反季节花的种植方法，即把花藏
在土窖中，在土窑四周烧火增加环境温
度，所以在隆冬时节也有绽放的牡丹花。

唐宋时期的温室栽花技术被称“堂花
术”。宋代周密在 《齐东野语·马塍艺花》
中，细致描述了杭州郊区马塍的花农种植
堂花之术：“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
其方法为：用纸和一些材料做成不透风的

“密室”，在密室里开沟，沟上用竹子搭
架，复以细土，把花置于竹架上。然后在
沟中倒入热水，并施牛溲、硫磺等热性肥
料，当水肥的热汽往上熏蒸时微微扇风，

使室中春意融融，经过一夜花便可开放。
因此当时人称赞这种方法是“侔造化、通
仙灵”。此法为后世沿袭。

辽代“牛粪覆棚”种植西瓜

公元 924 年，辽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
伐西域得胜后，对盛产在新疆和河西走廊
的西瓜非常赞赏，遂把西瓜的种籽带回辽
地，敕令推广。但由于两地气候相差悬
殊，契丹农艺师们经过长期培植实验，终
于摸索出一套适应寒冷地区种植西瓜的技
术，即“牛粪覆棚”技术。

五代人胡峤在《险北记》中记述：“契
丹破回鹘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
中国冬瓜而味甘。”其种植的具体程序是：
在初春时，采取先集中育苗再大田移栽的
办法。为了保持地温，西瓜下种后，在地
上铺一层牛粪，利用牛粪发酵后产生的热
量增加地温，促进种籽迅速发芽生长，并
在畦田上搭盖草棚以抵御霜冻。秧苗在棚
内一直长到小满气候渐渐稳定之后，再移
栽到棚外的大田里生长，从而保证西瓜能
在炎夏时节上市，“牛粪覆棚”栽培西瓜技
术，是辽国农艺师对农业温室种植技术的
一大贡献。

明清的“暖洞子”和“洞子货”

明清时期基本上使用“暖洞子”来
生产反季节蔬菜。所谓“暖洞子”，即当
时的一种温室，是一种地窖式或半地窖
式的屋子，屋子里修筑土炕，烧火增加
温度，菜蔬种植于“暖洞子”里，在隆
冬 时 节 也 能 正 常 生 长 。 明 代 谢 肇 淛 在

《五杂俎·物部三》 中记载：“京师隆冬有
黄芽菜、韭黄，皆富贾地窖火坑中培育
而成。”清代人把在这种暖洞子里生产出
的菜蔬瓜果称为“洞子货”。

明清时期在暖洞子里生产的菜蔬品
种很多，尤以黄瓜最为著名。《学圃余
疏》 里说：“王瓜出燕京者最佳，种之火
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据
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北京的“洞子货”
不仅有黄瓜、黄芽菜、韭黄、萝卜等各
种 新 鲜 菜 蔬 ， 还 有 在 温 室 中 “ 以 火 烘
之”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花卉，这种
花被称为“唐花”，种植唐花的温室又被
称为“花洞子”。可见明清时期我国温室
栽培的技术已经相当高明了。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
作家协会会员）

两千年前，我国就有了冬季“温室”栽培
□□ 嵇立平

绘 制 科 幻 产 业 景 观 空 间 分 布 图
□□ 许艺琳

科海史迹

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如
何更加立体化地描摹其发展样态，成为了必
须面对的课题。现有的研究更多是从总体性
视角，分析科幻产业的不同类别及其结构层
次，呈现的是科幻生产、传播、消费能力空
间运动下的结果，但这些运动是如何产生
的、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运动等问题仍然有许
多可探讨空间。

今年9月，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的《区
域科幻产业发展研究》正式出版。这本论著
可谓开拓了从地理意义上诠释科幻产业发展
样态的视角，书中基于这一视角绘就了一幅
科幻产业景观的空间分布图，展现了中国科
幻产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区域科幻产业”
概念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在“十四五”国
家战略规划逐步推进下所提出的，其本身也
正是文化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这一命题
的观察、记录在当下便显得颇为必要。

绘制科幻产业景观的空间分布图是一项
系统工程，建立在客观性、严密性的根基
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勾勒底图、填充
色块、添加说明。

勾勒底图，确立全书的研究视域

底图的确定意味着边界的划定，边界
的大小决定着问题的讲述方式。由此，区
域性既是研究视角也是全书的问题域所
在。书中所使用的“区域”概念，并非简
单挪用行政区划、文化谱系的区隔标准，
而是在此基础上加了一层预设，即勾画科
幻产业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西南
地区、长三角地区、华南地区因其科幻产
业发展活跃，成为书中重点分析的对象，

上海、天津两座城市因其科幻经济与文化
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也单独作为篇
章进行呈现。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科幻产
业的发展虽然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明
显的产业集聚效应，但具备释放效能的潜
力，同样也纳入了观察的视野。

填充色块，呈现区域科幻产业的
不同面貌

不同区域的科幻产业呈现出多样的结构
特征、发展规律。为了展现异彩纷呈的区域
科幻产业发展图景，编写团队组建了多支调
研团队，深入科幻产业的广阔田野，从深厚
的经济文化土壤中提取科幻样本。记录了地
方资源、政策支持、人才力量等多种要素融
合反应之下，各区域科幻产业所呈现的不同
生长面貌。

总体来看，西南地区依托深厚的科幻文
化积淀，形成了政企合作、人才汇聚的局
面，在产业开发层面探索出“奖项、会议、
展览”相互联动的实践经验；围绕科幻项
目，凝聚了一批专业性科幻企业、探索性项
目企业、关联性参与企业，区域内部的合作
网络初步显现。

长三角地区、华南地区得益于创意研发、
智能设备、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酝酿出科幻
内容生产服务、科幻文化装备制造等业态，在
科幻产业链条的下游方位，提供各类必需的技
术支持与配套服务，推动了想象力、创新文化
与科学技术的融合，成为区域产业的“增长
极”，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赋能作用，
也为城市景观更新、城市品牌塑造注入了诸多
动能。

在西北、东北等地区，当地文化基因赋
予了科幻内容生产、科幻审美创造的多种可
能。在相关企业与组织的推动下，这些地区
涌现出一批“科幻+文旅”“科幻+民俗”的
复合型项目，推动了科幻要素与当地文化资
源、自然景观之间的创新融合，向市场输出
了颇具文化辨识度的科幻产品与服务。这不
仅延展了科幻产业的形态、范畴，拓展了消
费市场，也使得科幻产业更具有文化生命
力，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质。

上海、天津均具有发展科幻产业的“天
然良港”优势，都是多元文化的汇集地，但
两地的科幻产业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上海在
科幻影视、科幻游戏方面走在了行业的前
列，天津在经历科幻文化萌芽、生长、开花
的不同阶段后，则逐渐形成科幻出版产业的
稳步发展态势。

添加说明，融入鲜活而具象的书
写方式

除了从宏观视角展现各区域科幻产业的
空间生长形态，具象的书写方式也让本书拥
有鲜活的可读性。编写者在挖掘数据、洞察
现象的同时，将案例分析融入了整体的叙述
框架，剖析不同科幻企业、组织、项目的运
作方式与成长经验，力求呈现各个区域的科
幻企业在生产科幻内容、孵化科幻项目、传
播科幻品牌方面的具体实践，标记出了区域
科幻产业生机活力的所在，为解读整份地图
提供了详细的解释与参照。

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各区域科幻
产业的协同共进，区域科幻产业的水平决定
了中国科幻产业未来发展的走向。当前，科

幻产业的区域发展格局依然处于动态变化的
过程之中，对于它的书写必将延续。未来，
随着区域科幻产业深度融入“十四五”规划
的实践，这些记录也将进一步反哺产业的成
长，而产业的实践历程也将为叙述提供更加
丰厚的素材。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科研助理，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区域科幻产业发展研究》，
王挺、姚利芬主编，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体 育 比 赛 结 果 为 何 总 “ 爆 冷 ”

《数学王国的冒险之旅》，［英］
亚历克斯·贝洛斯著，刘小鸥，吕同
舟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一个球队的比赛在连胜之后，为什么
更容易输掉下一场比赛？体育比赛中为什
么总是出现“爆冷”的现象？随机性在多
大程度上主宰着比赛结果的输赢？《数学王
国的冒险之旅》 从数学的角度回答这些问
题。我们通常认为体育比赛中的胜负靠的
是赛场内的主客观因素，但其实随机性也
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也是体育彩票诞生
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往往低估
了随机性对竞技体育成绩的影响。现实生
活中，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起着意想不到的

作用。
在数学这个光怪陆离又奇妙有趣的世

界里，人们建立了一座又一座奇妙的“景
观”，吸引所有人来探索。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发明了不同的计
数系统，印度的十进制经过历史的沉淀，
一骑绝尘，脱颖而出，成为当今普遍使用
的计数系统。十二进制是唯一一个可以与
之抗衡的系统，它的支持者建立了专门的
协会试图推动这一进制的普及。人们开发
出各种各样的数学工具、建立各自模型描

述自然世界中的规律，甚至用编织来解决
计算机都无可奈何的双曲面模型。人们热
爱数学，为它写诗，为它拍电影，展现这
个世界无与伦比的美，甚至用数学来衡
量美。

《数学王国的冒险之旅》是一本了解数
学有趣而实用一面的百科式读物，讲述数
学世界里的有趣探险和诙谐故事，你将了
解到一个神秘有趣又意想不到的数学世
界，为你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数学世界。

（中信鹦鹉螺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