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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我们就迎来了
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
是什么意思呢？

“元”的本义是人的脑袋，引申为开
始、起初，比如“元旦”就是一年的开始。

“宵”指的是夜晚。元宵，就是一年之
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也就是正月十五，
也叫“元夕”。

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庆祝呢？主要
是看月、看灯和看人。“有灯无月不娱人，
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
月下月如银。”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
闻灯不看来？”月与灯交相辉映，美不
胜收。

据说汉代的时候，吕后专权，扶持吕
氏家族。后来吕氏死后，诸吕作乱，周勃
等人平定了叛乱。为了纪念这件事，汉文
帝把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与民同乐。到
了唐朝的时候，放灯的规模非常大，花样
特别多。正如唐诗里写的：“火树银花
合，星桥铁锁开。”宋代的元宵节也热闹
得很，从辛弃疾的词里可以窥见当时的盛
况：“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

前面提到，元宵佳节，看月、看灯，

还看人。在古代，平时的夜里实行宵禁制
度，禁止大家在街上溜达，让大家赶紧回
家睡觉。有外面瞎溜达的会被抓起来。到
了元宵节时，取消宵禁，人们可以尽情玩
耍。所以，人们很重视元宵节，街上有卖
灯的，有卖糖人的，有卖面具的，有街头
表演的；还有很多美女，平时不出门，这
时候打扮得特别漂亮，结伴出行。看灯的
时候，还顺便可以猜谜语，贴在花灯上的
谜语叫“灯谜”，猜中有奖，所以吸引了很
多人参加。别的节很少这么热闹，要不怎
么说是“闹”元宵呢。北宋司马光有一阵
子住在洛阳。有一年元宵节，夫人打算出
门看灯。司马光说：“家里就点灯了啊，为
什么上外面去看？”夫人说：“出去不光看
灯，还想看看游人。”

我国的节日有个特点，就是每逢佳节
必定吃点什么。元宵节也得吃点儿特殊
的，那就是元宵，圆圆的、甜甜的，象征
团团圆圆，甜甜蜜蜜。北方一般叫元宵，
南方叫汤圆，做法也不太一样。

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元宵节。相传，隋
朝军队灭南陈时，南陈的乐昌公主和驸马
徐德言知道即将国破家亡，就将一面铜镜
打破，一分为二，各执一半，作为日后相

见的凭证。两人约定：如果公主还能活
着，就在元宵节时派人到闹市卖半块镜
子，这样徐德言就知道她的情况了。后来
乐昌公主被俘，成了隋朝大臣杨素府上的
侍妾。徐德言长途跋涉，到京寻访。元宵
节那天，他拿着半块镜子前去集市，果然
见到一位老仆人在叫卖镜子，两块镜子合
在一起，严丝合缝。徐德言知道了乐昌公
主的去向，回忆起两人的感情，知道今生
难以再见，不由泪流满面，在半面镜子上
写道：“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嫦
娥影，空留明月辉。”老仆回报乐昌公主，
公主见了诗，终日茶饭不思，以泪洗面。
后来杨素得知此事，颇为触动，决定成人
之美，找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得以“破
镜重圆”。

还有我们熟悉的一个故事，也和元宵
节有关。陆游的 《老学庵笔记》 里记载，
有个叫田登的郡守，不许别人提他的名
字，谐音也不行。等到了元宵节，官府贴
出告示，不敢说“放灯”，只好写：“本州
依例放火三日”。于是有了“只许州官放
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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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月 十 五 ， 闹 “ 元 宵 ”
——春节风俗探源（三）

□□ 李 英

巴塞罗那宇宙盒科技馆于 2004 年开放，
它被称为“欧洲最好、科技水平最高，也是最
真实的科学博物馆之一”。该馆既有收集生物
化石、呈现热带雨林来讲述历史故事的自然博
物馆的特点，又有探究科学原理的科学中心特
点。在当今这个学科研究逐渐细化的年代，宇

宙盒科技馆尝试弱化学科之间的界限，“真
实”呈现生生不息的地球生物圈背后的科学。

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宇宙盒科技馆依
提比达波山而建，从外面看，只有一层，但
进去后会发现内有乾坤，地下居然还有五
层。地面一层是观众接待中心，地下五层从
上到下依次是咖啡厅、天文馆、生物教育活
动区、会议室和大教室。

一件件实物讲述自然故事

进入科技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建筑
内悬挂的巨大的树根。从这个象征着“生
命之树”的树根标本出发，沿着螺旋坡道
向下就会进入主展厅。主展厅空间非常
大，有4个主题：无生命展区、生命展区、
智慧展区以及人类文明展区。这里处处体
现了“真实”二字。

无生命展区展示了真实存在于自然界的
各种岩石，它们记录了地球上还没有生命出现
时的样子。生命展区则展示了地球的生命物
质，包括种子、海螺等呈现出生物多样性的化
石实物。在智慧展区，观众可以看到从第一代

手机到最新款手机的实物变化，看到摩托车、
机械臂等发明如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
文明展区则点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千丝
万缕的联系。当多个贝壳摆成波浪状的造型和
一条金属链条并列展示时，不难看出人类有很
多设计理念来源于自然。这一件件真实的物品
是大自然神奇力量的证明，也体现了人类研究
自然并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智慧。

展示最真实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热带雨林展区或许是宇宙盒科技馆最真
实、最生动的部分。这个1000平方米的热带
雨林温室，是多年前该馆的建设者们远赴巴
西，在亚马孙热带雨林里选定一片合适的区
域整片移植到科技馆内的。

作为一个独立展区，它向公众展示了最
真实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因为不光是整片
热带雨林的树，原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
种动物，也同样被迁移过来。透过玻璃，观
众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动植物。树木的枝干高
大粗壮，庞大的根系扎于水中；各种鱼类在
水中悠闲游动；鸟兽在树枝间飞翔跑跳。展

区会根据环境监测数据，适时启动人工降
雨，当阵阵急雨敲打雨林的树木和水面时，
蛙鸣鱼跃，场景无比震撼。

更有意思的是，参观者还可以沿着小路
进入雨林内部，感受它的勃勃生机。整个内
部空间充满了湿热感，上面栖息着鸟类，中
间有昆虫和蛇，下面有哺乳动物和龟，水中
有各种鱼类，让人目不暇接。

巴塞罗那宇宙盒科技馆最重要的特点是
真实，真实的物体和现象将诸多生命的生存
故事娓娓道来，激发了公众的兴趣。在这
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通过一件件真实的
化石、真实的标本，以及真实的热带雨林认
知自然、敬畏自然，并感受着科技与自然、
与人类的相互影响。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办公室（党办）讲师］

科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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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彩纷呈的春节电影档中，有一部以
青少年为主题的动画电影 《深海》 值得关
注。这是一个以奇幻冒险为包装、讲述了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如何治愈的故事，也涉及家
庭教育中的诸多问题。

不容被忽视的精神健康

《深海》从女孩参宿缺乏家庭关爱、患上
抑郁症开始，然后以大海航行为引，构建了
一连串求死前的奇特幻想，最终重启新生活
的感人故事。观众穿越深海，看到希望和救
赎，所有追求的、热爱的、经历的，都终将
成为一束光，照亮每个人的心海。

抑郁的青少年往往被贴上“内向”“不合
群”的标签，自己也觉得不快乐是一种屈
辱。就像参宿的一段自白：“有时候，觉得自
己做什么都不对，好像妈妈离开也是我的
错。”但参宿的父亲认为抑郁症根本就不是
病，“你只要多笑笑就好了”，不让参宿进行
正规治疗，差点闹出人命。实际上，抑郁症
并不是简单的坏情绪或者性格内向，而是需
要治疗的疾病。

参宿的父母长期争吵而离异，失去监
护权的母亲对孩子越来越疏远，拥有监护
权的父亲再婚生育后也冷落了长女。她认
为自己被抛弃了，而且归咎于自己，是自
己不乖、不好，妈妈才会离开家、爸爸才
会不喜欢自己。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无
法处理自己复杂的情绪。她需要爱和安
全，却不得不将渴望深深藏在心底。她整
天将自己裹在妈妈留下的红外套中，一个
人独来独往，讨好地对每一个人微笑，却

失去了真正的快乐。
生活中不一定会出现电影中这样戏剧化

的情节，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也很复杂，但如
果父母子女之间缺少沟通、情感冷漠，或多
或少会影响青少年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
因此，我们呼吁理解、尊重、陪伴抑郁患
者，他们的身心痛苦需要被看到、关爱和治
疗。一旦孩子出现长期的抑郁状态，一定要
去正规医院治疗。

多方合力疗愈青少年

除了专业治疗，来自学校、社会和家庭
的关爱也必不可少。《深海》中一开始是老师
发现参宿情况不对，提醒父亲注意。父亲带
她去海边散心，参宿坠海，被陌生人南河拯
救。南河劝慰她：“有时候这个世界看上去是
灰色的，不像梦里那么五彩斑斓，可是，就
算是这样，也一定有些光亮在等着你，哪怕
只是些很小的瞬间，也值得你努力活下去。”

这个情节探讨了社会的关爱：陌生人的善意
也可以成为一个人坚定前行的力量。

作为父母，是养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即使夫妻离婚了也永远是孩子的父母。参宿
最大的痛苦就是妈妈离开以后就逐渐失联
了。作为监护人的父亲重组家庭，也忽视了
女儿的心理过渡，特别是生了二胎之后，处
处要女儿让着儿子，“让着弟弟”这样的说法
和做法也会让老大感到受排斥。无论年龄大
小，家长都要对孩子讲公平、规则。生活远
比电影复杂，需要家长用更大的智慧和持续
的耐心，温柔地坚持。

治愈精神健康问题，不可或缺的还有自
我认知的调整。“若一次次被打碎，便一次
次拼凑起自我，夜很长，但我会勇敢地走下
去。”“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足以挨过
寒冬和黑夜就好。”愿每一个青少年都能从

《深海》中，汲取来自“心海”的力量。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汲取心海的力量 向着光明的方向
□□ 李峥嵘

洛池山位于塔克安
行星一处极险高原的腹
地，海拔 31577 米，这
个高度在塔克安行星上
已经属于小型山脉了。
洛池山上植被茂密，最
矮 的 树 种 也 有 1200 米
高，这里的蘑菇都长得
像 一 个 个 巨 型 的 降 落
伞，这些蘑菇遮盖出的
阴影足有 100 平方米那
么大。洛池山脉里住着
一群巨人族的巨人，平
均身高13米，他们不分
男女，也不需要繁衍后
代，因为此族群好像没
有寿命限制，谁也不知
道他们到底存活了多少
年了。

巨人族的巨人都长
有一颗 360 度可旋转的
脑袋，每一面都有两只
眼睛，而且目光如炬，
瞳孔由几十万聚光波合
体而成，能一眼看到1.5
万光年外的事物。他们
的身体分为四面，每面
长有两只胳膊、两条巨
腿，肢体坚硬无比，力
大无穷，能轻而易举把
一块 200 吨重的石头搬
过头顶。

他们居住在一座高
约 2000 米 的 巨 大 石 屋
里，这个屋子一眼望不
到头，石头与石头之间
不用任何材料黏合，却
堆砌得天衣无缝，用肉
眼根本看不到间隙，让
人觉得这屋子就像用整
个大山抠出来的一般。
这座石屋仿佛会呼吸，
每隔几秒便会隐身，几
秒后又重新出现，一隐
一现就像霓虹灯在闪烁
一样。

这些巨人每天都不
闲着，除了晚上在石屋
里短暂休息一会儿外，
其余时间便整日穿梭在
洛池山脉里锯割石块。
巨人们的手是天然的激
光锯片，他们将挑选好
的巨石按需要描绘出图
案，手随着线条游走，
巨石便被立马切割成绘
制的模样，而且表面锃
光 瓦 亮 ， 没 有 丝 毫 瑕
疵，像自然形成的一般
齐整。洛池山下已经堆
满了很多奇形怪状的石
制品：三角头颅配长颈
鹿身子的怪兽、耳蜗形状的飞艇模型、
五官凸出脸颊凹陷的异形怪人等，真不
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制作这些东西。然而
每隔一段时间，洛池山下的石制品都会
消失不见，也不知道是谁将它们清理掉
了。天测卫星是不敢近距离跑去一探究
竟的，因为这丝毫逃不出巨人族的眼
睛。如果被发现，他们会像撕一张纸一
样将卫星撕成碎片。没办法，只能通过
真空共振频穿过3万光年的距离去遥绘
图像了。

遥绘图传回来的信息显示，巨人们
将石块切割完毕，并不是胡乱堆放到洛
池山下，而是有专人分门别类将它们按
序号搁置在合适的区间。而且这些石像
并不是成品，它们属于半成品，就像积
木一样，待到需要时必须将它们拼接起
来。据测算，一块最轻的小型配件石块
就足足有365 吨重。当这些石制品所需
要的零配件全部切割完毕后，从外太空
会飞来几架超大型飞船来拉货，这些飞
船大得惊人，每一艘都有类似于金星那
样的体积。飞船会停留在半空中，打开
舱门后，瞬间一股强大的吸力将石制品
吸入内舱，随后十几个巨人会坐到乘客
舱里，随同飞船一块去往外星球，半小
时后又把他们送了回来。如果没猜错的
话，他们应该是负责上门安装去了，而
这些驾驶飞船的外星人应该就是他们的
客户。

洛池山巨人居然做着星际生意，这
太有意思了。然而巨人们不吃不喝又不
需要繁衍，那他们想获取的酬劳是什么
呢？这些生意又进行了多少年了？看来
只通过表面遥绘图像这样肤浅的探究是
破解不了答案的。那个石屋里应该有着
不可告人的秘密。终于，通过软件升
级，真空共振频顺利穿过石屋坚硬的保
护层，获取到了珍贵的情报。原来在石
屋里有一个专门存放客户信息的资料
库，那里面有很多外星文明的订单存
根。遥绘图像居然找到了地球5亿年前
跟巨人族合作的订单。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订单上明明白白写着：金
字塔107座，13个银河日完工；巨石像
1166 座，7 个银河日完工；佩特拉城 3
座，1个银河日完工。酬劳为600万瓦地
磁，用作巨人族续命。

原来地磁是洛池山巨人赖以生存的
生命之源，怪不得他们力大无穷！其他
存根上还写有火星定制的玻璃穹顶透明
石屋、斯坦星定制的2万米擎天柱、列
利125 星定制的千门石窟等，真是五花
八门。然而，这些外星文明到底为什么
找他们要这种订单，还有制作它们到底
有什么用？这些问题还是让人百思不得
其解。

（作者系科幻小说家、山东省作家
协会会员）

热带雨林展区

连日来，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 2》 引发
公众对地球未来的讨论。太阳风暴、陨石坠
落、巨型海啸……剧中有很多情节与灾害知
识密切相关。天体撞击跟火山、地震、台风
一样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人类的生
存。“死亡与毁灭”是科幻主题之一，也是全
人类关心的重大议题。那么，如何借助《流
浪地球2》，让青少年通过观影接受一次灾害
教育呢？

立足基础，建构灾害认知体系

基础知识是树立灾害概念、形成灾害认
知科学体系的前提，更是青少年形成防灾意
识和素养的基石。以 《流浪地球 2》 呈现的
知识为基础，引导青少年将科学思维向纵深
发展，符合认知发展规律。

《流浪地球 2》 里提到“今月曾经照古
人”。月球绕地球公转与其绕自转轴的自
转，两者周期相同。因此，月球永远以同一

面对着其围绕公转的地球。在月球的潮汐力
作用下，地球的自转轴也十分稳定，这是中
学生的基础知识。

如 果 电 影 中 的 “ 逐 月 计 划 ” 得 以 实
施，把月球推走的话，科学家估计地球自
转轴倾角将会有 0 度到 85 度的巨大变化。
这会导致黄赤交角的巨大变化，引起地球
上大气环流、两极冰盖、海平面等自然环
境的剧烈变化，进而影响生物及人类的生
存。正是由于月球的存在，地球的自转轴
变化很小。太阳、地月系及地球自然环境
长期保持稳定，是生物演化、人类出现的
重要前提。

太阳风暴、海面上升……这些故事情节
引导青少年查阅相关灾害知识，将电影中的
灾害情节与已有相关知识进行链接。建构科
学的灾害认知体系，形成有意义的认知整
体，有利于加深灾害认知的深度，开阔学生
的科学思维。

专题探究，培养防灾减灾能力

串联灾害知识，组织专题探究活动，
助力学生防灾减灾能力的养成。在具体情
境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内化灾害知识，外
化应对灾害的行为，有助于防灾减灾能力
的培养。

比如围绕外来物种入侵开展专题探究，
学生必然会主动了解相关的生物知识，形成
一定的沉淀，才能顺利开展物种入侵专题探
究活动。

当灾难来临，《流浪地球2》中以行星推
动器提供地球运行动力，以地下城安置人类
幸存者。灾害一直是人类感到头疼的“难解
之题”，防灾抗灾、减灾救灾是人类为生存发
展而斗争的恒久课题。作为教育工作者，我
们应进行灾害教育，培养青少年防灾减灾的
意识和能力，这是 《流浪地球 2》 带给我们
的重要启示。

虚拟现实，具身感知灾害场景

据记载，1755 年 11 月 1 日上午 9 时 40
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突发地震。一小时
后，又一次地震。幸存者奔向海边，却被地
震引发的巨浪卷走。两波地震，造成25万人
口的里斯本有7万人丧生。文字描述让我们
对里斯本地震印象深刻，却不能具身感知灾
害场景。如果能在科学馆的地震小屋模拟地
震场景，或者利用VR等沉浸技术让学生具
身“感知”灾害现场，比单纯文本阅读更能
加深学生的灾害认知。

《流浪地球2》的虚拟现实技术不仅为我
们研究自然灾害提供了借鉴，还呈现出人类
在防灾减灾过程中的团结奉献和责任感，对
青少年是一次良好的灾害教育机会。“危难当
前，唯有责任”，主动参与防灾减灾行动中，
是灾害教育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教师）

在 观 影 中 上 一 堂 灾 害 教 育 课
□□ 罗明军

动画电影《深海》关注抑郁症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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