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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

卡皮尔的家门口有棵高
大的黄葛树，树高19米，主
干粗壮巨大，树形奇特怪
异。它凸根露须，蜿蜒交
错，树根像盘卧在一起的数
条蛟龙，看起来遒劲有力。
整个树冠枝繁叶茂，枝杈密
集，把卡皮尔家半个院子都
笼罩住了。

这棵树是卡皮尔的祖父
在50年前栽下的，栽种时恰
逢草长莺飞的春天。但令人
奇怪的是，这棵树到了第二
年竟然不在冬季里落叶，却
选择在培植它的春天落叶。
从那时开始，家里人便知道
了黄葛树原来是有记忆的。

黄葛树有记忆这件事原
本无关紧要，但却在卡皮尔
心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原
来卡皮尔一直在冷冻人体实
验室工作，虽然经过他的手
冷冻后又复活的人不在少
数，但卡皮尔心里始终有个
结。他认为，不论冷冻人体
再复活多么成功，这里面还
是有遗憾，就是人类的躯体
和思想在冻结期间与世界完
全脱钩，这期间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空白期，等他们被唤
醒后根本赶不上现代社会的
节奏，也不懂得新兴技术。
冷冻人一复活即被社会淘
汰，那复活又有什么用？实
验又有何意义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卡皮尔从几年前开始就瞄准
了门口那棵黄葛树。他时常
设想，假如将人体组织寄生
在有着超强记忆力的黄葛树
身上，通过第三方倒换引置
系统将两种生物细胞暂换，
并把黄葛树与互联网联通，
确保它能实时接收并记下这
个世界的变化。这样，人体
可以按照黄葛树的生存所需
和习性继续静态生活，这便
是真正意义上的“植物人”。而这种“植物人”
直接接触社会的正常运转，不会有重生后所谓
的断层空白期，待若干年后技术发展到一定高
度，便可以直接被唤醒，通过第三方倒换引置
系统再一次和黄葛树进行细胞交换，从而恢复
成正常人体组织。而黄葛树的超强记忆系统可
以帮助人体记住所有经历过的事，这将让人类
重生计划变得意义重大。

当这个疯狂的计划提出来后，居然有好多
人跃跃欲试，卡皮尔选择了一位绝症患者。据
医生估算，此人最多可以再活15天。而这位患
者还不愿意和这个美好世界说拜拜，所以便想
着将自己保存起来，待未来医学发达了再复活。

卡皮尔让患者签下同意书，按法律走完所
有流程，便把此人推到了实验室。经过1个小
时努力，患者顺利进入到置换装置。卡皮尔让
助手将装置推到黄葛树旁边，开始在树和装置
之间连接第三方倒换引置系统。一切准备就
绪，患者此时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卡皮尔果断
按下电钮，机器开始运转，“呲呲”的电流在三
方之间快速传输。大约20分钟后，置换装置里
的患者已经消失不见，而黄葛树主干却增大了
一圈，卡皮尔知道自己成功了，因为他在监听
器里听到了黄葛树出现了心跳的声音。随后，
卡皮尔为黄葛树接通了互联网。

时光如白驹过隙般飞速流逝，17年后，医
学超速发展，技术已经能够治愈那位患者的绝
症，卡皮尔觉得是时候去唤醒那棵黄葛树了。
卡皮尔照样让助手带上所需仪器，他们将第三
方倒换引置系统连接在置换装置和大树之间，
待完毕后便按下了电钮。此时倒换系统剧烈运
转，电流重新响起，20分钟后那位患者已经生
龙活虎地出现在装置里了。卡皮尔赶紧给患者
进行开装前适应性训练，然后带他赶去医院做
安全检测。等来到医院全身检查了一遍后他们
惊奇地发现，此人17年来不但记忆未消也未中
断，思维依然敏捷如初，而且身上的绝症竟然
不治而愈！

（作者系科幻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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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你会使用身体吗
新冠、远程办公、智能手机社会——在上

述环境下，你是否能正确使用你的身体？2023
年第6期《科学世界》特辑，针对现代社会提
出全新的“身体使用说明书”，来解决人们关注
的健康问题。本期涉及的主题包括缺乏运动、
近视、癌症、免疫力下降、动脉硬化等，均与
健康直接相关。

6月7日，高考如约而至。每年的高考
作文题，因其能够折射出教育改革的趋
势，反映培养顺应时代发展的人才需要而
备受关注。

思考技术和人的关系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体现了鲜明的新
技术特征，也考查学生对当下生活的敏感
度和思辨性。例如，北京卷微作文中有一
个题目是针对“班级是否要创建自己的公
众号”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全国甲卷
针对“人们因技术发展得以更好地掌控时
间，但也有人因此成了时间的仆人”阐发
联想与思考。

包括微信公众号在内的新的技术传播
手段的变化，已经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抹平了旧的信息
传播鸿沟，另一方面制造信息“茧房”。
这与人类过去学习所需要的静态的、长时
间的专注截然不同。

过大的压力、不能集中注意力、抑
郁、焦虑、失眠 ……当今广泛而严重的
学习问题，并不是因为意志薄弱或者专注
度不够，而是因为今天能够吸引注意力的
产品数量之庞大、种类之繁多、效力之强
劲前所未有。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大脑，
无法与现代的技术系统相协调。因此，自
控力、清醒力、反思力，成为比任何时代
都更为重要的学习能力。

高考作文不仅是一次水平考试，更是
考查学生的人生态度，如何掌控自己的生
活、不被纷纷扰扰的世事所迷惑所扰乱，
如何让技术为我所用而成为时间的主人？

上 海卷的作文题，提出一个问题：
一个人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仅仅是因
为好奇心吗? 要求考生谈谈个人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实际上这是考查考
生发展的眼光。高考之后离开熟悉的校

园，要靠什么来驱动自己不断前进？这
是对未来持续发展的思考，不仅仅是靠
好 奇 心 的 驱 动 ， 还 要 有 持 之 以 恒 的 毅
力、无惧挫折的能力……面对新浪潮的
挑战，不是凭着一腔孤勇，而是要为之
进行全身心的准备。

讲好个人和时代的故事

新技术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我们提
供了更加个性化的学习工具，有利于更好
地讲好自己的故事。

高考改革的目的是希望考生能选择自
己最擅长的科目，各取所长，充分发扬个
性、挖掘潜力。比如说，新课标Ⅱ卷的作
文阅读材料是：安静一下不被打扰。这种
想法，在当代青少年中也不鲜见。其实，
对独处尊重就是对个性化的尊重，独处是
放松、沉淀、成长，但同时，独处跟协作
是一体两面，滋养自己，才能够更好与他
人合作。在全国乙卷写作材料：吹灭别人
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
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一花独放

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体现的是在尊
重个性的同时协助他人、施予善意，实现
千姿百态、满园春色的发展局面。

高考只是对过去学习的检测，未来要
书写的是人生答卷。天津卷通过对联“与
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鼓励
年轻人勇于面对时代的使命与挑战，走出
校 园 ， 到 社 会 大 学 里 去 学 习 ， 向 他 人
学习。

北京卷大作文有两个题目可以选择，一
个是“续航”，一个是“亮相”。新课标Ⅰ卷
让学生谈谈什么是好的故事。这 3 个题目
是有内在联系的。从心理学上讲，如何讲
述一个人的故事，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如何讲述一个国家、民族的故事，就是继
承和发展的过程。需要的不只是一种讲述
技巧，更重要的是通过讲述呈现出来的精
神面貌和对未来的规划。每一次的亮相都
是个人故事的片段展现，一个一个精彩的
瞬间组成持续航行的人生。而讲好自己的
故事与讲好团队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是
不可截然分开的，都是在时代发展中找到
自己的位置、群体的位置。

白居易在 《与元九书》 中说：“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句话
是中国传统文人对历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
概括。在一个发展迅猛、瞬息万变的时代
里，能够顺应潮流、清醒地认识自己，活
出精彩的自己，讲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书写时代的最强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
需要的“为时而著”。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高考作文题折射教育新趋势

在 新 技 术 浪 潮 中 讲 好 故 事
□ 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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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
日，今年的主题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海”和“洋”两
个字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先看看“海”。它从金文直到楷书，基
本都是由“氵”和“每”两个部分组成。

《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海”的：“天池
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意思是：
海是可以容纳百川的天然大池，“水”表示

“海”的意义，“每”表示“海”的读音。

“海”的部首“氵”是“水”的变形。
带“氵”的字往往与“水”有关，例如

“波、涛、汹、涌、江、河、湖、泊、溪、
汗、泪、游、泳、洗、澡、沐、浴、清、
洁”等。

实际上，“海”中的“每”不仅表示读
音 ， 也 可 以 表 示 意 义 。 因 为 甲 骨 文 中

“母”的另一种写法就是“每”，字形像是
一个跪着的女性，胸前有双乳，头发上插
有饰物，整体上是一个已婚女性的形象，
就是指“母亲”。因此“海”通常被理解成

“水的母亲”，因为海可以孕育各种水流。
“海”的本来意义是海洋，也就是汇集

江河流水的最大水域。例如荀子《劝学》：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意思是：不积
累细小的水流，就不可能汇成江海。《庄
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
也。”意思是：不可与井底之蛙谈论大海，
因为它的眼界受到狭小住处的局限。《淮南
子·汜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意
思是：各种水流源头虽然各不相同，但最
后都会回归到大海。

“海”后来也可以指大的湖泊。杜甫
《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
收。”意思是：您没看见青海边的古战场
上，自古以来白骨遍野无人去收。青海是我
国最大的咸水湖，古代曾被称作“鲜水、西
海、卑禾羌海”等，到北魏时开始改名为

青海。
再看看“洋”。它的小篆、隶书、楷

书 、 草 书 和 行 书 的 字 形 基 本 上 都 是 由
“氵”和“羊”两部分组成的，“氵”表示
“洋”的意义，“羊”表示“洋”的读音。

根据《说文解字》的记载，“洋”本来
是古代的水名。由于洋中存储的水多，后
来“洋”可以用来指数量多。《汉书·司马
相如传》：“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
普，物靡不得其所。”意思是：听说中国有
最好的仁政，德惠多，恩泽广，万物没有
得不到合适位置的。

“洋”还可以用来指地球表面比海更大
的水域，与“洲”相对，现在一般称作

“海洋”，如地球上的七大洲、四大洋。徐
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黑水洋，

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渊沦，正黑如墨。”
意思是：黑水洋就是北海洋，它的颜色暗
淡不明，有微小的波浪，纯黑的颜色像墨
汁一样。

我国古代是一个内陆型国家，是一种
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国家有所区别，因
此“洋”还可以用来指“外国的”，如过去
将外国人称作“洋人”。以往火柴来自国
外，被称作“洋火”；从国外进口的煤油、
汽油等被称作“洋油”。

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早，
也更早进入现代化社会，因此“洋”还可
以指“现代化”的，与“土 （指地方性
的）”相对，如“土洋结合”。

（作者系广西语言学会理事、文学博
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国
际教育系教师）

守 护 “ 海 ”“ 洋 ” 和 谐 共 生
□□ 顾 军

近日，教育部等 18 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
见》 在工作原则中指出：“以学生为本，
因材施教，推进基于探究实践的科学教
育，激发中小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
欲，培养学生科学兴趣，引导学生广泛参
与探究实践，做到学思结合、寓教于乐，
自觉获取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提升
科学素质、增强科技自信自立、厚植家国
情怀，努力在孩子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引导孩子编织当科学家的梦想。”

落实“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
育加法”时，正确领会“科学教育”的内
涵，对于做好这个加法尤为重要。根据

《意见》，我们不难看出“科学教育”不只
是知识的累加，而是精神的涵育，更是科
学思维的培养。

其实，“科学”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
的名词，在我国基础教育中，小学有《科
学》 课程，这一课程与中学的物理、化
学、生物、地理、信息科技/信息技术、
通用技术等学科相衔接，系统地传授科学
知识和科学思想。对公众而言，掌握科学
知识、提高科学素养是提高全民科学文化
水平的重要标志，科学普及是其主要工作
内容。而对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研工
作者而言，创造发明、推动科学进步、技
术创新，提高国家科学技术的综合实力，
是科学的主要内涵，也是科技工作者的责
任、使命和担当。

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是一种思维
形式，这种思维形式是建立在一定范畴
之内的，依据一定的定理、定律，按照
一定的程式和逻辑关系，反映现实世界
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科学也是知
识，这些知识是有序的、可检验的，是

系统化、公式化了的“知识体系”。科学
的定义把“科学”分为两个层面，一个
是“知识体系”；一个是 “思维形式”。

“知识”是科学的载体，附着在这个载体
之上的是反映科学本质和规律的“思维
形式”。

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
在《科学精神的形成》一书中这样概括科
学：“在由客观知识精神分析形成的纯粹
状态下，科学是智性的美。”这种美是对
客观知识进行精神分析，进而达到纯粹状
态的描述，是对客观事实的抽象和萃取。
巴什拉接着说：“进入科学，就是在精神
上年轻起来，就是接受一种否定过去的突
变。”他进一步解释道：“思想扩展的关键
时刻意味着彻底重组知识体系。”在巴什
拉眼中，“知识体系”从来不是固定不变
的，“科学创造所需要的精神变革使人成
为一种突变体，更准确地说，成为需要突
变、为不变而痛苦的种类。”“突变”是科
学的本质和精髓，“突变”不仅仅是瞬间
的变化，更是不断思变的永恒期许和不断
加持的条件准备。巴什拉对科学的理解，
不仅增加了科学的厚度，也更加深刻地揭
示了科学的内涵，并在知识发展程序的演
绎中，不断淬炼科学精神，铸就科学思
维。由此可见，科学不仅仅是知识和方
法，更是精神和思维。

人们把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自然、生
命、环境等现象及其性质进行重现与认
识、探索与实践，并作出突出贡献、具有
杰出成就的科学工作者称为“科学家”。
在这些科学家身上，不仅具备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理性精神，更有批
判和怀疑、创造和探索、实践和修正、平
权和团队、人文和奉献的精神，这些精神
是在自然科学发展中，所形成的优良传

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有
人把这种精神概括为“科学精神”，科学
精神在本质上反映着科学思维，不但同属
科学范畴，而且是科学教育的精髓和主要
内容。

科学家是科技领域的宝贵财富，是科
学发展的排头兵，在推动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增强国家科技综合实力方面作出了巨
大贡献，科学家精神也形成了科学家独有
的精神财富。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对科学家
精神作出全面概括。科学家精神是：胸怀
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
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
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
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科

学家精神与科学精神一脉相承，又具有中
国优秀科学家代表的鲜明特色，同样是科
学精神在科学家身上的具体体现，是科学
思维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科学教育要加
强的重要内容。

从科学的内涵到科学精神，再到科学
家精神，从“客观知识”到“精神分
析”，再到“纯粹状态”，科学包含了很
多，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的“智性美”，这
种美的集中体现就是寻求“突变”的科学
思维。

恩格斯说：“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
花朵”，而“需要突变、为不变而痛苦
的”思维，最具有科学的张力。追寻这种
精神纯粹状态下的智性美，是科学教育的
根本，也是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

科 学 教 育 加 “ 知 识 ”， 更 要 加 “ 思 维 ”
——聚焦《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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