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篇人物采访 《城堡中的马
原》 引发热议。网友围绕先锋作家马原
不让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上学、不及
时就医而展开了热烈讨论。作为父母应
该 如 何 尽 到 职 责 ， 怎 样 才 是 真 正 爱
孩子？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

作为父母，应该尽到怎样的职责？
概括起来至少包括如下三点：满足孩子
身体发育的物质需求，保护孩子免受身
体伤害；满足孩子对爱、关怀以及更深
层次的情感需求，保护孩子免受情感伤
害；让孩子接受社会化教育，在道德伦
理方面给予正确引导。

为人父母，首先要保证孩子身心健
康成长。马原的儿子马格有先天性心脏
病，因为没有及时就医，生命永远停留
在 13 岁，那一天正是儿童节。广大网
友正是因为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次发
生，纷纷呼吁为人父母能够尊重常识、
遵守法律、保持基本的人性。

作家老鬼也写过母亲杨沫因为童年
创伤和患有神经官能症，对孩子极其冷
漠，孩子病了也不在乎。比如，“我小
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
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
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
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
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

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
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
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
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
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为人父母，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孩
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应该遵守
法律规定，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不能
够限制其自由、不能侮辱其人格，不能
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父母在能够
负担治疗费用的情况下，不应该随意放
弃有病的孩子、不让他们接受现代医学
的治疗，而且要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九年
义务教育。

孩子成长需要“情感养育”

一个人的健康成长不只需要物质，
同样需要情感满足。

有一个著名的“布加勒斯特早期治
愈计划”，曾跟踪调查被欧美家庭收养
的罗马尼亚孤儿 13 年。这项计划是这
样的：数千名儿童在孤儿院长大，能获
得食物和水，却很少与人接触。他们哭
泣时，没有人安抚，没有人拥抱。从这
些孤儿中随机挑选的 68 个孩子被送到
温馨的寄养家庭，还有 68 个随机选出
的孩子，被留在孤儿院。研究人员发
现，两岁前从孤儿院转入充满关爱的寄
养家庭的孩子，可以恢复到正常儿童的
智商、情商水平，并且适应程度非常

高。与此相对的是，两岁之后才离开孤
儿院的孩子恢复水平较低，智商停留在
70分左右，不再增长。

这个实验证明生命的成长不只需要
满足物质基础，同样需要健康的依恋关
系、得到深层次的情感滋养。

父母是成年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
自由，但是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尊重
孩子的权利，尊重孩子跟父母的不同，
孩子不是父母的宠物，父母要学会把孩
子当成独立存在的生命体，而非成年人
意志的附庸。

孩子的人生属于他自己

孩子有自己的人生。无论父母在事
业上多么成功，知识有多渊博，也不可
能把孩子限制在自己身边。让孩子到社
会环境里去塑造，让孩子去学校接受集
体教育、同伴教育，去尝试、去摸索、
去体验，去经历，去创造属于自己的
人生。

马格常常一个人看着日落，很想跟
小伙伴一起玩球，但是最终他只能听从
父亲的安排。作为父母，不能以自己的
喜好去决定孩子的生活。孩子成年之
后，可以选择离群索居，也可以选择去
大城市生活。但是在没有成年之前，必
须要有集体生活。扩大视野、海纳百
川，才能突破狭隘的认知。

所以说，真正的爱，是既有规则又

给孩子自由，在家庭生活中不执行双重
标准，要有科学常识和开阔的胸襟，尊
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生命，有自己的选
择和自由意志。

（作 者 系 科 普 作 家 、 金 牌 阅 读 推
广人）

七彩地理

先睹为快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教育·智慧 编辑/ 吴 琼2023.3.31
科普时报88

本社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电话：010-58884136/37/38 传真：010-58884135 每周五出版 广告许可证：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2号 全年订阅价：120元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零售价：每份2.40元

科幻世界

“你是我的母亲，更是我的家园。
纵使那灾难撕碎了蔚蓝的天空，
让大洋也升起沸腾的水汽与火焰，
在远离你的地方，
我把你想了一遍又一遍……”
在优美的钢琴声中，我侧坐在一张

舒适的扶手椅上，搅拌着吧台上冒着热
气的咖啡，随口吟诵着此前写就的诗
篇。面前的镜墙映照出了我瘦削的面
孔，和那高悬在天花板下破旧不堪的紫
色鹰旗。

“小盖尤，这次的咖啡怎么样啊？可
合你口味？”我转过头去，看向那单手摆
弄着咖啡机的白须老者，给出一个满意
的微笑。

“和过去一样，敬爱的老阿克莱
斯。”我轻抿了一口咖啡，回应着，“你
的手艺从未退步。”

“你应该说，就和在地球上一样！”
阿克莱斯用独臂骄傲地拍了拍胸脯，眼
神中却露出难以掩饰的落寞，“这是我们
离开家的第几个年头了，小盖尤？”

我怔了怔，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
轻声回应道：“今天就是第十年了。”

“嗯……”阿克莱斯凝视着那面残破
的鹰旗，“地球是过去时了。”

“是的。”我闭上了眼睛，转动着手
中的纯白色骨瓷咖啡杯，任由10年前的
回忆涌入脑海。

撤离的那天，我强撑着站在飞船的
舷窗口，望向了脚下昔日繁华的加斯丁
堡。惨白色的天空下，马尔拉海的海水
翻滚着，冒出了蒸腾的热气。曾抵御无
数次围攻的狄多拉城墙在热流的撞击下
纷纷倒塌，雄伟的加斯丁凯旋门也在烈
火中被烧得焦黑。

“我们这一去，是不是就不能再回来
了？”浑身是血的阿克莱斯握紧了拳头，
对我说，“我不想离开这片孕育了祖先和
辉煌文明的星球，更不想和无数为了拯
救平民而牺牲的军团兄弟们都没有告别
就说再见！”

“不，我们还在，第十军团还在，人
民还在，人类也还在。”我转过身来，看
向了阿克莱斯和他身后无数身披紫色军
装的军团士兵们，用嘶哑的嗓音回应
道：“人类终将归来，如同划破天边的流
星一般归来！”

“第十军团永远忠于国家！”军团士
兵们齐声回应着，怒吼声在飞船舱体中
回荡。飞船快速地爬升，在一阵剧烈的
震动中，我的视线逐渐模糊，在恍惚间
失去了意识。

当我再次醒来时，地球已经仅仅是
一个遥远彼方的小光点了，我所指挥的
第十军团也被改组成了第十舰队。斜靠
在舰长室的椅子上，我抚摸着在灼热的
空气中被烧得残破不堪的紫色鹰旗，望
向了曾经被称为家的那颗行星，心里满
是说不出的苦涩与思念。

“尝尝这个，我的将军。味道就和在地球上一样！”
阿克莱斯将一杯泛起乳白色泡沫的咖啡递给了我，眼神
满是落寞，“可惜我现在只能干这个了。”这位曾经悍勇
无双的军中猛士，如今只剩下独臂，再也无法举起那象
征着光荣与胜利的紫色鹰旗向着敌人发起冲锋。

“不，你永远是我敬爱的老阿克莱斯。”我强忍着即
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将手中破烂的紫色鹰旗递了上去，

“至于这面旗帜，就让它永远在这座飞船中的咖啡馆里
飘扬吧。”

“舰长，地球联盟最高委员会请您参加紧急会议！”
一阵急促的呼叫声让我从回忆中惊醒。咖啡馆的大门突
然打开，银白色的舰体走廊和这间古董装潢的咖啡馆显
得如同两个世界。传令兵露出的紧张神色，唤醒了我在
久远的单调航程中已然显得迟钝了的直觉。

我将杯中的咖啡一饮而尽，微笑着对一旁的阿克莱
斯说道：“现在，又该轮到进行时了。”

在阿克莱斯欲言又止的注视中，我最后看了一眼高
悬在天花板下的紫色鹰旗，随后就大步离开了咖啡馆。

“我将永远把你铭记，永远将你保卫。
即使未知的强力折断了手中的战剑，
让我的装甲被高温熔化为铁水，
为了人类的生存而战，
我愿意献出守护者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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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 《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条例》 专项法规通过一周
年。此前，2014 年，大运河成功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也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教育工作者怎样古为今用，赓续传承
运河文化？

阐述故事，传承文化基因

运河故事以小见大，可以增强青
少年对大运河文化的认同感。众所周
知，北京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不利于漕船行走。江南漕粮只能通过
大运河运到通州，然后在通州改用牲
口驮运到京城，费时费力，尤其是雨
季道路泥泞，更为艰难。如何让大运
河直通大都，是元朝政府面临的一项
重要任务。

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经过仔细考
察，发现了昌平东南的白浮泉水，于
是引泉水沿地形等高线西折而南，加
上沿途合入的其他泉水，成功解决了
运粮河水源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北
京地区河床坡度大、不易存水的问
题，郭守敬改进了坝闸和斗门，从大
通桥至通州，修了5座闸口，通过控制
闸门使通惠河的每一河段都有充足的
水源，让漕船可以从3000里之外的杭
州直达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什刹海
码头。那时的什刹海，物资云集、舳
舻蔽水。忽必烈看到这一盛况，大喜
过望，将这条人工河道命名为“通惠
河”。“乘舟二闸欲幽探，食小鱼汤味
亦甘，最是往东楼上好，桅樯烟雨似
江南。”这是对当时通惠河两岸景象的
生动描写。

自明代起，什刹海的运输和码头
的功能逐渐减小，水域面积也不断缩
小，如今成为北京中心城区的一个景
观湖泊。但是什刹海西海北岸的汇通
祠内，郭守敬纪念馆仍在静静地为后
人讲述着他与大运河的故事。这些故
事背后蕴涵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
故鼎新的基因。

研学实践，丰富教学资源

作为流动的人类文明遗产，大运
河留下了诸多文化资源。教育工作者
可以从博物馆、重要遗址、闸坝工程
等筛选出具有研学价值的教育资源。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
复还。”来到河北易县荆轲山荆轲塔

前，每位学子都会联想到荆轲刺秦王
的故事。荆轲带有两件给秦王的礼
物，其中之一就是燕国督亢地区的
地图。

督亢在哪里？为什么会让秦王梦
寐以求？原来，督亢灌区位于拒马河
下游冲积洪积平原区，也就是在今天
河北固安和高碑店、涿州一带。战国
时期，勤劳的中国人就修建了督亢灌
区。督亢灌区有河汊，有塘淀，有人
工渠道。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勤劳，筑
建了旱可灌、涝可排的巨大灌溉系统
工程。灌区上游引拒马河水流，打开
水口，河水滚滚而下，关闭水口，河
水止住不再流下。督亢地区阡陌纵
横、渠道成网、农桑发达、“岁收粮粟

数十万石”。富甲天下的督亢粮仓焉能
不让秦王垂涎三尺？督亢地区的地
理、历史等研学实践，可以将文化资
源转化为学科教学资源，加深青少年
对文化的理解。

问题探究，回归文化教育的
本质

文化教育不单传承过去，更应面
向未来。围绕现实问题的主题探究活
动，可以在传承与创新中引导青少年
回归文化教育的本质。

众所周知，永通桥是大运河的重
要遗产。永通桥也称八里桥，始建于
明代，为三孔石拱桥。古代漕船可以
直出直入，民间传有“八里桥不落
桅”的美誉。师生可以围绕永通桥进
行问题探究：为什么古代把桥设计成
拱形？北方夏季多暴雨，八里桥是怎
样泄洪和分流的？对古桥的修缮和保
护，你有什么建议？

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可以传承大
运河天、地、人和谐共生的中华传统
文化，又能引导学生结合时代气息和
中国特色，关注现实、思考未来，树
立科学的人地协调观。

在中华民族不断应对变化和战胜
困难的过程中，才逐渐产生了华夏文
明智慧。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勘探
测量、打坝蓄水、疏浚河道，都需要
巨大的人力物力，需要战胜一个又一
个的困难。赓续“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止于至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内核，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之
源。对大运河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进行
深入挖掘，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
感、自豪感，有助于青少年学子坚定
文化自信，未来能够更加理性看待外
部的各种挑战。

（作者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
学教师）

“ 走 读 ” 大 运 河 ， 浸 润 传 统 文 化
□□ 罗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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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予 爱 ， 更 给 予 自 由
□ 李峥嵘

科普时报讯（记者吴琼） 世间万物是由什么构成
的？化学是什么？化学元素又包括哪些？为了满足大小
朋友们的好奇心，近日，童悦会第 13 期沙龙邀请化学
元素资深收藏爱好者吴尔平，带小朋友们近距离亲密接
触化学元素，一起探索大自然的神奇。

从一碰到水就会发生剧烈反应的铯，到性质稳定、
色泽金黄耀眼、被用于制作珠宝首饰的金，再到会强烈
腐蚀所触及的一切物质的氟，在吴尔平口中，化学元素
娓娓道来。生动的线下沙龙活动 《与化学元素亲密接
触》，让在场的小朋友们不仅近距离观察到令人震撼的
化学元素变化，了解这些有趣样品的不同构造和反应，
而且更深入地理解了什么是化学元素。

吴尔平在 10 年间收藏了近千件化学元素相关藏
品，藏品经常被相关教师借用来授课。他拍摄的照
片出现在中国化学学会年历、中国科学技术馆主题
特别展上，还著有 《美丽的化学元素》 一书。当吴
尔平把部分收藏带到现场，小朋友们看到书本上神
奇的化学元素出现在眼前，都激动不已，纷纷用小
手触摸，体验元素样本的触感，又通过小实验更深
刻地理解熔点、密度、硬度等课本中抽象的概念，
了解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早前，吴尔平偶然用显微镜观察到了一些元素
的结晶样本，并拍摄了一组风格特殊的照片。这些

精美的照片，也激发了参与这次活动的孩子们的好
奇心。

吴尔平带领孩子们现场做科学小实验的环节，将这

次活动推向了高潮。冷冰冰的固体镓通过手心或温水就
能熔化成液体，而且和水不相融，就像水银一样。

两种金属制成的同样大小的立方体，仅凭观察，你
或许说不出它们有什么不同，但在活动中，每个小朋友
都体验到了钨和镁这两种立方体哪个重，哪个轻，真实
体验到了不同元素的密度。

想不想像大力水手一样，轻而易举地掰弯“钢
筋”？虽然真正的钢筋十分坚硬，但也有许多柔软的
金属，可以轻松掰弯、切割，比如铅条。现场的小
朋友们纷纷化身大力水手，使出全身的力气尝试，
真的有几个小朋友掰弯了铅条。

这次活动激发了孩子们对化学无穷无尽的探索欲。
最后问答环节，孩子们都积极踊跃地提问：很多化学元
素具有放射性，如何安全保存？化学元素和矿物有什么
区别？人体也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吗……

“化学是一门美丽的学科。它创造美丽，比如夏日
中的烟火、发光的植物、五颜六色的染料，化学家们通
过天马行空的想象丰富着人类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化学
反应如同魔法一般绚烂多姿，如何能让孩子们深切体会
这些魔法，以及将化学知识应用到生活当中，是本次活
动的初衷。”童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此次化学之
旅，能在孩子们幼小的心里埋下探索和热爱的种子，并
将这种热爱一代代传承。

让 孩 子 与 化 学 元 素 来 一 场 亲 密 接 触

人类历史上的很多伟大发现都源自天才科学家的灵
光一闪，物理学的历史就是由一连串这样的发现组成
的。2023年第4期《科学世界》通俗易懂地介绍了物理
学的重要内容及其起源，同时还包括历史上著名科学家
的一些轶事。读完这本特辑，大家就能从不同于以往的
视角感受物理学的有趣和令人兴奋之处。

入门物理学
了解传奇科学家的思维

“锇是密度最大的金属，一克锇体积很小，如果
从塑料管里拿出来，稍不小心就会丢掉。”吴尔平在
活动现场说。 童悦会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