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在酷热的夏季惬意地享
用各种冷饮时，是否想到古人有
此待遇？实际上，早在上古时
期，古人便巧妙合理地运用当时
的客观物质条件，藏冰与制作冷
冻食品，在酷暑时节避暑纳凉。

西周时专设“冰人”官职

人们不禁要问，古时夏季的
冰块来自哪里呢？《诗经·风·七
月》 有“凿冰冲冲，纳于阴凌”
的记载，所谓“凌阴”，就是冰
窖。原来，夏季的冰块来自藏于
地下窖室中的自然冰。数九寒冬
时，水面结冰，古人选取洁净的
冰面将冰切割成块状，将冰块储
藏在称为“冰井”或“冰窖”的
地下室中。在冰块外加上隔热
层，便可保持冰块数月不融化，
翌年夏季取出来享用。

藏冰是古代宫廷的重要事务
之一。西周时，曾专设一种称为
冰人的职官，负责掌握冰窖的修
缮、冬季藏冰以及夏季供冰的事
务。夏季享用冰，贵族们为显示
尊贵和仪式感，于是制作了各种
盛 冰 器 具 ， 最 有 名 的 叫 “ 冰
鉴”。《周礼·天官冢宰》 记载：

“凡外内饔之善羞鉴焉。凡酒浆
之酒醴亦如之。祭祀供冰鉴，宾
客供冰。”冰鉴造型很美，由内
外两件器皿组成。外面是一大方
鉴，内部中央放一方缶 （酒壶）
和食物，把冰块放于鉴与缶之
间，便可起到冰镇冷藏和防腐保
鲜作用，可谓古代的冰柜。在夏
天进行祭祀和宴请宾客时，常用
冰鉴供酒和食物。

考古出土的冰鉴很多。战国
时期的青铜冰鉴，为一大一小套
装结构，大鉴在外，小尊在内。
最著名的是曾侯乙冰鉴，共有 2
个。它们不是盆状，而是长宽均
为 76 厘米、高 61.5 厘米的方箱
形。冰鉴有盖，当中置有一方
壶。鉴的盖是中空的，呈“回”
字形。盖好鉴盖，方壶盖恰好从
那中空处露出，设计巧妙，使用
方便。曾侯乙冰鉴雕铸极精，它
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精美
的青铜冰箱，距今至少已有2400
多年。后来，古人发现青铜的散
热远比木头快，于是出现木制冰
鉴。明清时期的“冰鉴”多为黄
花梨木或红木制成。

窖藏冰块具有多种功能：一
是作为食品保鲜、短期内享用不
了的高级食品，被送往冰窖中保
存；二是夏季用冰解暑，冰块往
往由君主赏赐给下臣；三是用冰
块来制作冻酒、冻果汁等饮料。

宋代冰激凌已普及

冷冻食品是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屈原在《楚
辞·招魂》中说道：“挫糟冻饮，酎清凉些。”说的
就是糯米酒冰镇后喝起来既醇香又清凉。汉武帝
时，宫廷内有了特制的冰品，它掺入牛奶和果
糖。晋代的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了一种天然
冷冻葡萄酒。此葡萄酒搁置深山岩洞中，洞内凉
风习习，温度极低。洞内之酒可免变质之害，有
澄清杂质之效，看上去清澈透明，饮起来冰凉舒
心，真可谓“引雄风于洞穴，承清露以丹宵”矣。

冷冻食品在唐代已商品化，市场上开始有冰
出售。《唐摭言》载：“蒯（指洛阳市西南）人为
商，卖冰于市”，当时私人藏冰不易，价格昂
贵。宋代以后，出现了冷饮，且价位适中，老百
姓也可享用清凉冰爽冷饮。开宝年间，出现了

“冰酪”，它由果汁，牛奶冰块调制而成，已接近
今天的冰激凌。有诗曾赞云：“似腻还成爽，才
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

明清时代冷冻食品名目就更多了。清朝时，
设有专门采冰机构“都水清吏司”，使得藏冰和
用冰的管理更专业严格。据《大清会典》载，故
宫有四处设有官窖18处。除了官窖，各地还有
府窖和民窖，因而夏季市场上冷饮丰富。《清嘉
录》 中记载苏州地区盛夏卖冰，“土人置窨冰，
街坊担卖谓之凉冰，或杂以杨梅桃子花红之属，
俗呼冰杨梅、冰桃……”。

家用冰箱替代冰窖

17 世纪时，人造冰技术开始萌芽。1822
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了二氧化碳、
氨、氯等气体在加压的条件下会变成液体，压力
降低时又会变成气体的现象。在由液体变为气体
的过程中会大量吸收热量，使周围的温度迅速下
降，这一发现为后人发明压缩机等人工制冷技术
提供了理论基础。

1851 年，哈里森发明了第一台人工制冷压
缩机。1873 年，德国化学家、工程师卡尔·冯·
林德发明了以氟为制冷剂的冷冻机。1879 年，
林德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人工制冷的家用冰
箱。1923 年，瑞典工程师布莱顿和孟德斯发明
了第一台用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工作的冰箱。由于
冰箱使用的制冷剂易燃、腐蚀性强，后来发明了
无毒、不腐蚀和不可燃等优点的制冷剂氟里昂，
一直被使用了50多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科
学家发现氟里昂对地球大气的臭氧层有破坏作
用，于是开始寻找更好的制冷剂。

在没有制冷技术的古代，那些丰富的冷冻食
品，伴随着古人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个炎炎夏日，
它是我国古代食品科技发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者系 《中国高新科技》 期刊社总编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侯乙冰鉴。（图片由作者提供）

科学考察站是人类在南极考察和研
究的支撑平台。随着众多科学考察站在
南极地区相继建立，科学家们能够不间
断地开展科学考察和环境观测与监测工
作，并且逐渐认识到南极不仅蕴藏着丰
富的物质资源，而且拥有宝贵的科学
资源。

目前，共有20多个国家在南极建设
了上百个考察站。白俄罗斯新建成的首
座科考站“夜山”站于2021—2022年开
展全年科学考察。该站的启用确保了季
节性和全年科学研究的开展，以及对南
极洲环境状况的监测。为了纪念“夜
山”南极科考站建成，白俄罗斯国家银
行在去年底发行了两枚相同图案纪念
币，一枚为面值1卢布的镍币，一枚为
面值20卢布的银币。

积极参与南极活动

苏联解体之后，白俄罗斯以独立国
家参与南极活动是在 1999 年 12 月 25
日，当时白俄罗斯考察队从智利的联合
冰川站乘坐特种雪车到达南极点。这也
是当时庆祝千禧年南极活动之一。

白俄罗斯政府在2006年加入《南极
条约》，长期与俄罗斯在南北极共同进
行极地考察活动。为了成为 《南极条
约》的协商国，白俄罗斯必须在南极洲
拥有自己的考察站。

在俄罗斯的帮助下，白俄罗斯政府
开始准备建设该国第一个南极基地。
2016年12月，白俄罗斯成功搭乘俄罗斯
破冰船“费奥多罗夫院士 ”号，向南
极白俄罗斯科考驻地运送人员、物资和
科考站设施。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白俄罗斯第10次南极科考队在艰难
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下，对白俄罗斯科考
站基础设施进行安装和调试，成功实施
了重大的科学项目和计划，为加强白俄
罗斯南极科考站物质和科学基础提供了
保障。

成功提取岩心样品

2020年4月，白俄罗斯第12次南极
科考队通过特殊设计的钻探方法，从探
井中获得了古地理岩心岩石样品。该次
探险队负责人阿列克谢·加依达绍夫表
示，此次开展的取样工作目的是探索人
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对白俄罗斯南极站附
近尼日涅耶湖的影响，取样方法是由该
探险队成员针对当地情况专门设计的配
套技术和专用设备，可以提取南极地区
的岩心数据，其中包括细菌层和底部沉
积物，以及延伸至尼日涅耶湖底部基岩
的完整垂直剖面数据。岩芯柱的填充高
度为1.95米，岩心年龄约1.4万年—2万

年。对此次提取样品的研究，有助于描
述该地区从末次冰期冰盖量最大值的时
间到目前这段时期，南极洲的自然和地
理 条 件 以 及 自 然 和 气 候 发 展 的 不 同
方面。

2020 年 10 月 19 日，白俄罗斯第 13
次南极科考队启程，有10名科考队员前
往南极洲，这次科考的目标是在南极洲
建立白俄罗斯“夜山”科考站，同时在
国家南极洲研究计划框架内开展科学
研究。

重要成果获认可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主席团第一副
主席谢尔盖·奇济克称，白俄罗斯科学
家在早前的考察过程中取得了一些重要
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
为南极洲气象、积雪远程地面和卫星综
合监测系统提供基础硬件设施和技术支
持；在南极洲夜山区与法国里尔大学联
合部署可实现定期观测的无线电测量系

统，并接入全球自动观测网；首次为南
极地区东部建立海洋、淡水和陆地生态
系统动植物分类学数据库；首次在科考
站所在地宇航员海浅海陆架发现新的无
脊椎动物，如海胆等；采集藓类和地衣
样本，并保存于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
实验植物学研究所植物标本室；明确了
白俄罗斯南极科考站所在地区的矿产资
源，如铁、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等的开发
具有广阔前景。

奇济克称，白俄罗斯在南极的主要
目的是探索新知识领域。之前的科考为
此次白俄罗斯南极科考站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由白俄罗斯组建的多个专业化模
块设备已投入使用。

挺 进 南 极 探 索 新 知 识 领 域
□□ 金 雷

左图为夜山站，右图为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发行的纪念币。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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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发布的《关于征集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月面
科学载荷方案的公告》指出，中国载人月
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经启动实施，
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
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千百年
来，就是这个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

“白玉盘”勾起了人们无限的向往和遐思。
而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不仅能
远观这个“白玉盘”，还可以和它近距离接
触，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经说过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只生
活在摇篮里。”作为距离地球最近的一个天
体，月球自然会成为人类探索的重要目标，
人类甚至在思考未来能否实现移民月球的梦
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也就要去了解
月球，研究如何探测月球以及利用月球。

在第八个中国航天日期间，中国探月
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在采访中表示，
嫦娥六号任务计划于2024年前后实施，嫦
娥七号任务则有望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着
陆月球南极，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
肯定会踏上月球，“这没问题的”。

而说到探月和登月，我手头恰好有一
本名为 《星耀中国：我们的嫦娥探月卫
星》 的科普图书，这是由吴伟仁、张正
峰、张哲等共同编写的一本介绍我国月球
探测任务的“硬核”科普书，该书还入选
了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并入列科
普中国创作出版扶持计划。

书中详细介绍了对月球进行探测的意
义，内容有月球有价值巨大的资源，空间
环境可以发挥众多效用——包括但不限于

月球是未来开展深空探测的前哨站，探测
月球可以带动新科技的发展，当然也更能
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
量的具体表现。

接下来，这本书介绍了探测月球的不
同方式，以及国际上月球探测的历程，包
括对月球探测卫星的研制和月球探测飞行
过程的描述和介绍书中所涉及的硬核科学
知识，既解释了是什么的问题，更深入分
析了为什么的问题。

而本书的重中之重则在于系统描述了
我国月球探测的“绕落回”三部曲，以及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任务的辉煌历程，
书中给每一颗卫星或者探测器所取得的成
果都用了诗意盎然的语言作为标题，凸显
了“题眼”的重要价值，也做到了引人入
胜。从嫦娥一号卫星的“首战告捷建丰
碑”到嫦娥二号卫星的“扬帆远航谱新
篇”，从嫦娥三号探测器的“着陆虹湾访月
宫”再到嫦娥四号探测器的“月背探秘创
纪元”，进而又从嫦娥五号飞行试验器的

“探路先锋解难题”到嫦娥五号探测器的
“蟾宫取宝揽月还”。这些“题眼”既有趣
味性，又保证了权威性和创新性。

与此同时，在介绍每颗探月卫星时，
作者都详细阐释了卫星方案、技术创新与

突破、飞行过程和科技成果。虽然每个部
分只有千八百字的体量，但这是对大量资
料进行转化的结果，也是科研成果与科普
内容有效衔接的最佳体现；同时，透过这
些文字，我们也能感受到科学家精神和科
学精神的力量。

曾经有人说，科普书很难写，往往会
在对普通读者的晦涩与对具有专业背景读
者的无聊间摇摆。但是，《星耀中国：我们
的嫦娥探月卫星》做到了科学性与通俗性
兼备，也实现了吴伟仁院士在该书序中提
出的目标，那就是“在探月工程取得一系
列突破性成果之际，我们认为既有必要也
有义务做好相关科学普及工作，面向社会
大众，用自己的话语再现中国探月工程的
奋斗历程，广泛宣讲深空探测的意义，展
示我国科技工作者多年来坚持不懈和自主
创新的品格，充分讴歌中国力量”。

顺便说一句，与这本书同时出版的还
有《星耀中国：我们的风云气象卫星》，以
及《星耀中国：我们的量子科学卫星》。这
3本书共同用心讲述中国卫星故事，展示了
卫星研发科技工作者的奋斗成果，相信会
启发更多的青少年读者，树立科学梦想，
追逐科学梦想，实现科学梦想。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探 月 总 师 说 “ 嫦 娥 ”
□□ 王大鹏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文自然”书
系，新近推出了《心向原野》《十三种闻树
的方式》《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三部译
著，皆为自然书写的经典作品。《抓住十二
只喜鹊的尾巴》 一书，我觉得特别有意
思。它出自波兰新锐自然文学作家斯坦尼
斯瓦夫·乌宾斯基之手，绝非只讲喜鹊，实
则是12个与鸟相遇的故事，一部极富诗意
的自然观察手记。

跟随作者的脚步，人们到林中照护迁
徙途中的迷鸟，去乡间寻访巢中的白鹳，
在边地辰光中看长尾林鸮划过天际，聆听
城市公园中布氏苇莺的鸣唱，寻找文学、
绘画、电影、音乐中鸟儿的身影……7 月
14 日晚，在主题为“自然如何治愈了我”
的新书分享会上，书之编者不禁发出感
慨：无论城市空间还是自然荒野，观鸟不
是逃离尘嚣，而是更温柔地注视自然馈赠
我们的世界。

我不由地想起，奥地利动物行为学
家、197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
康拉德·洛伦茨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喟：今
天，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跟没有生命
的、人造的东西打交道，他们已经忘记该
如何理解有生命的生物，如何跟它们相
处，从而导致整个人类如此无情地摧残生
机勃勃的大自然。所以他认为，重新建立
人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联系，是一个崇高
而重要的任务。在1949年夏为《所罗门王
的指环》（又译《与花鸟鱼虫对话》）德文
版撰写的序言中，洛伦茨写道：“为了能够
确切地描写动物的故事，一个人必须对所
有的生命，都怀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真感
情。这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我就是这样
的人。”

在为创刊已近 6 年的 《科普时报》 撰
写动物类文章的作者中，还真有像洛伦茨
这样对动物动“真感情”的人，譬如郭
耕、张劲硕、陈晓东、许焕岗。尤其是

“守望生灵”专栏的作者许焕岗（本期报纸

4版刊有他介绍蟒蛇的文章），虽然是“专
业”外人士，却一直以专业精神去观察、
研究、书写动物。为了写好动物，早前他
利用公务余暇，经常奔忙于动物园、动物
保护基地和野外等场所，悉心观察动物的
生活习性；还不时去往图书馆、书店查
询，与动物饲养员、动物研究专家交流、
请教，由此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为《科
普时报》撰稿，还出版了《神奇动物大救
援》一书。

我所了解并曾见过的一位同样热爱动
物、醉心于动物保护的学者——英国动物
行为学家珍·古道尔，是一个富有传奇色
彩的女科学家。她早年以研究黑猩猩著
称，后来，她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
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宣传教育上，积极推动
世界各国的野生动植物和环境保护事业。
于她而言，不变的，是一颗珍爱生命、关
爱自然的心。很多人问她，是想要通过环
保活动来拯救地球吗？她回答说：“我们

没有能力改变整个世界，可是，我们可以
努力去改变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我想，这
就够了。”

古道尔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早
晨，她乘出租车上伦敦希思罗机场，准备
去往美国讲学。司机知道她是研究黑猩猩
的，就对在动物身上“浪费”很多钱的人
展开了批评，其中包括他的在一家动物保
护组织工作的妹妹。他说，现在还有那么
多的人在受苦受难，有那么多的儿童受到
虐待，却还要那么去关心和保护动物，这
真让他“感到讨厌”。

古道尔听着，意识到这位司机正是那
种不了解情况、让人生气但却需要晓之以
理的人，“显然这辆出租车就该我来坐。”
于是，古道尔就从黑猩猩开始讲述，告诉
他黑猩猩能学会手势语，有些黑猩猩喜欢
画画，它们如何感受情感，如何相互关
心，甚至互相救援；还讲述了狗和其他动
物如何救下自己主人性命的故事。“我说对

于处于囚禁状态下的动物，我们是有责任
的，因为我们剥夺了它们自我保护的能
力。对人类的问题表示关心的人已经有很
多了，所以有些人出来关心关心动物自然
也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古道尔的话像是对牛弹琴，那
位司机依然固执地认为关心动物是浪费时
间。下车的时候，古道尔给他两镑小费，
让他自己留下一点，其余的钱都给他妹妹
用于动物保护工作，尽管古道尔认为他是
不会那么干的。

令古道尔大感意外的是，当她讲学归
来之后，看到了那位出租车司机的妹妹写
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我哥哥把你的捐款
给了我。你真是太好了。最奇怪的是，我
的哥哥发生了变化。你究竟是怎么开导他
的？他突然对我变得特别好，还问了我许
多关于动物的问题。他真的对我的工作感
兴趣了。他已经判若两人。你给他做什么
工作了？”

这便是古道尔一小时的疲劳讲述所获
得的回报。

野生动物是与人类同在地球上和谐共
处的一员，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自然资源。
保护濒危动物实际上就是保护濒危动物的
生存环境，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就是保护
地球的和谐，也是保护、关爱人类自己。
期望有更多的人经由阅读而能更好地认识
和理解动物的生活与情感，了解它们生
存、发展的现状，并通过我们的共同努
力，让包括濒危动物在内的万物与人类和
谐生长、共存共荣，呵护好我们自己的
家园。

跟 动 物 打 交 道 ， 从 理 解 和 关 爱 开 始
□□ 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