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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12 月 1 日，北平出版的 《中
法大学月刊》（1 卷 2 期） 登载了 11 篇文
章，其中第一篇是我爷爷严济慈写的

《郎之万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学上的
贡献》。紧接着，《科学》 15 卷 12 期配
上“编者按”再刊此文。《科学》 杂志
的编者按这样写道：“郎之万教授为此
次来华国际联盟会教育考察团四人中之
一人。已于本年 10 月到京，爰将严君济
慈此文急为登出，以飨读者。”显然，
这是一篇重要的应景之作。我不禁好
奇，郎之万何许人也？我爷爷为何要写
这篇文章？

近日阅读金涛先生的《严济慈先生访
谈录》，里面提及：“郎之万教授是我的老
师，1931年访问中国，在北平期间是我接
待的。”爷爷的这段话，让我的好奇似乎
有了答案，同时又激起了我细探究竟的好
奇心。于是，顺着“郎之万教授是我的老
师”这层关系，我梳理出了爷爷和郎之万
的故事。

发明声呐，开创物理学研究新
领域

1927年，世界顶级科学家参加了索尔
维会议，留下一张著名的合影。照片上，
前排正中坐着的是爱因斯坦，在他右边，
留着两撇八字胡的那位就是郎之万。

保罗·郎之万 1872 年生于法国巴黎一
个普通工人家庭。1888年，16岁的郎之万
考入巴黎市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校。此
时，大名鼎鼎的皮埃尔·居里教授正在该
校任物理实验室主任。居里教授“极赞赏
郎之万之聪颖好学”，倾力相授。在名师
指点下，郎之万的学业突飞猛进，3 年后
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理化工程师
学位。

然而，他没有像大多数普通人那样，

以工程师头衔轻松地找份工作谋生糊口，
而是继续为学深造。1893年，他又以第一
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我爷爷
在《郎之万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理学上的
贡献》 一文中感叹道：“……投考高等师
范，实为其一生成功之莫大关键；不然，
工程师碌碌终日，天才湮没无闻，亦未可
知也。”

1897年，郎之万赴英国，到剑桥大学
卡文迪许实验室深造。一年后返回法国，
郎之万来到巴黎大学担任物理助教，同时
研究“气体之游离”，最终在皮埃尔·居里
教授的指导下，于1902年取得科学博士学
位。而后，郎之万进入法兰西学院执教，
1905年被母校巴黎市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
学校聘为教授兼教务主任，后来又成为该
校校长。1934年，郎之万当选为法国科学
院院士。

郎之万以其对顺磁性及抗磁性的研
究而闻名，他提出用现代的原子中的电
子电荷去解释这些现象。他与人合作发
明了空中离子自记仪，被各国气象台广
泛采用。他最著名的研究是在皮埃尔·居
里的石英压电效应的基础上，发明了声
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潜心利用
水晶片通电后发出的超声波，制成一种
探测潜水艇并以回音确定其位置的装
置，作为深测水下障碍的手段。虽然这
一装置正式运行时，战争已经结束，但
其原理却构成了现代声呐的基础，在军
事上和生活中具有广泛用途。

作为法国杰出的物理学家，郎之万在
物理学史上有多项开创性的研究，给后人
留下了郎之万动力学、郎之万方程等科学
研究成果，对理论物理、实验物理和技术
物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公认为世界第
一流的科学家。

搭建桥梁，推动中国加强国际
沟通

1931年10月—12月，国际教育联盟应
中国政府邀请，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教育

文化等问题。国际教育联盟考察团此行主
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国家教育之现状，及
中国古代文明所特有之传统文化”。考察
团除随行工作人员外，还有 4 位深有专
长、享誉国际的专家。其中，教育行政专
家、柏林大学教授柏克尔，主要负责考察
教育行政状况；语言学家、波兰华沙大学
教授华尔斯基，主要负责考察国民教育及
识字运动；社会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唐
奈，主要负责考察社会经济各学科教育状
况；郎之万主要负责考察自然科学教育
状况。

郎之万在华3个月，随考察团走遍中
国南北十多个县市，除了考察中国的自然
科学教育状况，还在上海、杭州、北平等
地发表了十余场讲演。其中，刊登在《中
法大学月刊》的《太阳热之起源》就是他
在北平中法大学所做的有关天体演化的讲
演内容，详细介绍了当时最新的太阳能源
研究成果。

郎之万是考察团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大
家，他的到来，深受中国科学界高度重
视。由此，《中法大学月刊》 和 《科学》
分别发表了《郎之万教授的生平及其在物

理学上的贡献》，充分表达了中国科学界
对郎之万的崇仰敬意。郎之万与中国科学
界尤其物理学界的多个科研机构进行了广
泛的接触和交流。在考察团完成考察任务
后，他没有同其他成员一道返回欧洲，而
是留在北平与中国物理学界又进行了大约
两个星期的学术交流，直到1932年1月中
旬才启程返回法国。

郎之万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
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加入国际物
理学联合会，加强与国际物理学界的沟通
交流，从而促进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他表
示，自己愿意为中国与国际的沟通做牵线
搭桥工作。

在郎之万的建议和推动下，1932 年 8
月，李书华、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
还有我爷爷严济慈等人，在北平发起创建
中国物理学会，并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
物理学会成立大会，由北平研究院副院
长、老资格的留法物理学家李书华担任第
一届会长，郎之万则成为中国物理学会第
一位外籍会员。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
央委员会委员，严济慈之孙女）

郎 之 万 和 中 国 的 缘 分
——爷爷严济慈与郎之万的故事（上）

□□ 严慧英

无字天书

“到了南京，一定要去紫金山天文台看
看。”每次去南京，都会有人这样嘱咐我。
幸运的是，这次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
冯伟民带我了却了这桩心愿。

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风景
秀丽的第三峰上，紫金山天文台的金牌讲解
樊莉平介绍，紫金山天文台是中国科学院所
属科研机构，其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的国立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是我国建立的第一
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天文学的
许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从这里诞生、
组建和拓展，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
的摇篮”。

樊莉平自1994年至今，在紫金山天文台
工作了近30年，一直从事天文科普讲解和宣
传工作，对这里的历史、名家、仪器、珍藏如
数家珍。她是金牌讲解，重要领导参观紫金山
天文台、台里举办重大活动，都由她来讲解。

樊莉平告诉我，山上的讲解接待大多在室
外，冬天特别冷，比山下要低3℃—4℃；南
京是出了名的“火炉城市”，因此夏天特别
热。冬天讲解，冷风直灌到胸腔，感觉从头到
脚都冻成了冰棍；夏天讲解，在太阳底下汗流
浃背，好像淋了一场雨。当问及做讲解的感
受，她说，有苦有累，但更多是快乐和成就
感，“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努力也

得到了回报。近两年，我们的科普活动都获了
奖。科普使我的人生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

樊莉平带领我们参观了山顶上星罗棋
布的观象台、工作室、展厅，以及包括浑
天仪、圭表、天球仪等在内的中国古代珍
贵天文测量仪器。其时，紫金山天文台正
在举办“诗意星空——罗方扬天文油画
展”和“描绘苍穹——星空影像与古典星
图特展”。有意思的是，两个展览的主要策
展人罗方扬和韩鹏都是我熟悉的朋友。

罗方扬从小就喜爱天文学，曾自制过一
台较大的反射式天文望远镜，经常带着它去
郊外观测星空。他还擅长绘画，自2008年起

开始创作星空题材油画。由于没有自己的画
室，他一直都是在所任职学校的杂货间或朋
友的杂货间里创作绘画，十分不易。

此次“诗意星空——罗方扬天文油画
展”收录了罗方扬近年来创作的天文油画精
品，其中巨幅绘画“寄声月姊”和“静影沉
璧”分别获得2017年和2019年世界星空美术
大奖赛一、二等奖。每张油画下方都有文字
说明牌，讲述画面中所蕴含的天文学知识，
罗方扬希望通过油画艺术讲述天文学知识，
让知识的传播方式更加赏心悦目。这些天文
绘画结集成 《诗意星空——画布上的天文
学》《逐梦星空——图说天文航天》两部科普
图书，都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韩鹏是托勒密博物馆的创始人，主攻古
代文献研究，专注于古籍善本、古地图的收
藏。“描绘苍穹——星空影像与古典星图特
展”就是由紫金山天文台和托勒密博物馆联
合策划的。近 10 年来，韩鹏收藏了 2000 多
件中外天文地理文物，包括史上最重要的天
文学原版名著、古星图、古地图等珍稀古籍
善本，以及许多国家不同种类的早期古董天
文仪器、航海仪器，同时还有与天文、地理
主题相关的雕塑、油画等精美艺术品，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天文、地理文物收藏体系。

“描绘苍穹——星空影像与古典星图特

展”展览共分三大部分。一是回顾照相底
片上的中国天文学百年发展史——“星空
掠影”。紫金山天文台迄今共拍摄过 1.1 万
多张天文照相底片，展览首次公开了这些
珍贵的观测资料。二是揭秘世界上古老的
科学星图——“古代东方的灿烂星河”，包
括绘制于唐中宗时期、世界天文学史上最
著名的星图之一的《敦煌星图》。三是品鉴
四大古典星图的科学艺术之美——“星图中
的西方浪漫”，你可见到德国天文学家拜耳
于1603年出版的被誉为“四大古典星图”之
首的《测天图》原版。展览中珍贵的天文学
典籍，都源自托勒密博物馆的收藏。

一天之内就与 4 位科普名家同行、神
游，我不胜感慨，回京后遂填《浪淘沙令》
词一首，以褒赞冯伟民、樊莉平、罗方扬、
韩鹏为科普事业作出的贡献：“仰首探天
河，诗意婆娑。紫金山顶灿星罗。玉露琼风
仙殿客，对酒当歌。//才俊建康多，播技传
科，专家学者秀巍峨。博展画廊融讲解，科
艺鸣和。”

紫 金 山 顶 灿 星 罗
□□ 苏 青

图为紫金山天文台。 陈向阳 摄

自 2020 年至今，《中
国科幻发展年鉴》已走过3
个年头，其书写范围也从
最初聚焦于科幻创作、产
业，到如今细化为译介、
教育、艺术、技术、元宇
宙、版权等多维层次。这
不仅是对国内科幻市场不
断壮大的有力回应，更是
中 国 科 幻 人 砥 砺 前 行 的
结果。

在新时代，中国科幻
早已超越单一发展形态，
走向多元化已成为一种观
照未来的方法论。《中国科
幻发展年鉴2023》（以下简
称 《年鉴 2023》） 创新性
地对科幻技术、科幻元宇
宙、科幻产业法律等前沿
问题进行回应，“以科幻之
话语，论当今之议题”，丰
富了科幻研究的学术内涵。

完善理论研究架构

与以往相比，《年鉴
2023》 更加注重理论的规
范性与层次性，科 幻 创
作、科幻产业研究架构逐
渐 清 晰 与 完 善 。《年 鉴
2023》 继续关注短、中、
长篇以及少儿科幻创作，
同时也将目光投向日益壮
大的网络科幻 小 说 ， 对
2022 年度网络科幻作品发
展趋势进行概括，影游融
合、跨媒介互动、本土化
与中国化成为本年度网络
科幻的主要特征。

产 业 方 面 ，《年 鉴
2023》 保留了科幻阅读、
影视、游戏、衍生品等传
统板块，也将科幻中短视
频、科幻文旅产业等新兴
产 业 纳 入 分 析 。 由 于 抖
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在
大众文化生活中的比重日
益增大，中短视频也成为
科 幻 文 化 传 播 的 重 要 形
式 。 随 着 沉 浸 技 术 的 发
展，科幻与沉浸式场景结
合得更加密切，形成科幻
文旅等新兴产业形式。

拓展科幻文学范围

除原有的科幻文学研
究等板块外，《年鉴 2023》
还将非英语作品翻译囊括
其中。这些作品来自18个
国家，横跨亚洲、美洲、
欧洲、非洲，涉及了太空歌剧、技术失
控、疾病入侵、社会反思等题材，内容上
更加多元。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中国科
幻也摆脱了以文学活动为主的实践形式，
转而与展览、艺术创作相融合。基于此，

《年鉴2023》将2022年科幻展览与科幻艺术
纳入研究范围，形成了哲学探索、科幻内
容普及、商业盈利、想象力教育等4种展览
特色。在科幻艺术教育方面，全国青少年
科学创作活动等科幻赛事已覆盖国内中小
学教育体系；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等高校也展开 AIGC、元宇宙艺术教育，
赋予更多探索中国科幻发展的可能性。

关注元宇宙技术和产业

对技术与产业结合的关注也是 《年鉴
2023》 的创新之处。数字技术、元宇宙等
技术不仅为科幻提供特效、场景、装备支
持，也逐渐形成产业链，推动“科幻+”模
式的发展。例如，北京科幻产业集聚区、
上海科幻影视基地等相继建成，产业集聚
效应开始显现。

此外，《年鉴 2023》 还推出了元宇宙
专论，从政策标准、产业活动、学术研究
3 个方面对元宇宙与科幻结合的趋势进行
分析。在市场方面，随着虚拟技术的成
熟，“Restart 重启宇宙”等元宇宙平台相
继开发科幻数字藏品等虚拟消费产品。

聚焦科幻知识产权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年鉴 2023》 关注到
了以往学界长期忽视的问题：即产业化转
型中，知识产权开发必将遇到诸多法律
难题。

对此，《年鉴 2023》 聚焦于 2022 年中
国科幻知识产权案例，对中国科幻作品的
著作权侵害、商标权纠纷及不正当竞争等
问题展开论述，总结出科幻产业知识产权
案件数量少、打击侵权力度不足、纠纷案
件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创作者产权保
护意识不强等难题，揭示了当下中国科幻
发展过程中法律文献与案例方面的不足，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科幻研究的整体架构。

相信在未来，《中国科幻发展年鉴》会
引领中国科幻事业与产业更上一层楼，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与文
化产业管理博士生，中国科幻研究中心起
航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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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语念慈

图为严济
慈（左一）陪
同郎之万（左
二）参观北平
物理研究所实
验室。

（图片由
作者提供）

《中国科幻发展年鉴 2023》，吴岩、
陈玲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良渚文化距今 5200 年—4000 年，其代
表性器物是玉器，如玉琮、玉冠形器、玉三
叉形器、玉壁等，代表性图纹是玉器上雕刻
的神人兽面图像及广泛见于陶器、玉器的
鸟纹。

良渚神人兽面图像也被称为“神徽”，
是神人纹与兽面纹的组合，也是良渚文化的
标志。这种神秘怪异的图像引发了学术界的
极大兴趣，其不同解说有四五十种之多。有
人认为是蚩尤像，有人认为是防风氏（古籍
有“禹杀防风”的传说），有人则认为是良
渚人的图腾祖先，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认
为它是青铜器饕餮纹的前身。

像猪像龟，兽面纹刻的是什么动物

头戴羽冠的神人纹在上、有卵形大眼和
獠牙利爪的兽面纹在下，前者手扶兽面双
眼，这是一幅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表现出
神人对神兽的控制意图或者是人兽合体的形
象。目前，反山遗址出土的玉琮M12：98所
刻，是最典型、完整的图像。

良渚玉器中雕刻有完整神徽的玉器很
少，一般流行其简化形式，包括兽面纹及其
简化、人面纹的简化、人面加兽面的简化形
式。良渚玉器兽面纹到底刻画的是什么动
物？学术界主要有虎面、猪面、龙 （龙
首）、鸟 （鸟祖） 等 4 种观点，还有龟、鳄
鱼头、猫头鹰、鱼面等说法。天文考古学家
冯时认为兽面纹刻画的是猪首，是北斗的象
征。在新石器晚期 （距今 7000 年—4000

年），中国东部地区河姆渡文化、崧泽文
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等，
其猪头造型、猪图像都是北斗的象征物。神
徽图像上部神人纹脸面为斗形，也是象征北
斗天神。

冯时的解读可能最接近真相。神人为斗
形脸面，头戴羽冠，兽面为猪首鸟爪，这些
都反映了北斗与鸟的关系。中国远古至秦
汉，重要器物上的鸟纹大多是心宿的象征物
（有时象征南朱雀七宿）。良渚玉器常见鸟纹
对称分布于神徽两侧，反映心宿与北斗的拴
系关系及心宿在春秋分时节分别位于东西方
地平线的位置关系，如有些玉冠形器所刻。
玉冠形器为斗形，本身也可象征北斗。

崇尚北斗，神人纹背后隐藏“天机”

反山玉琮 M12：98 被称为“玉琮王”，
其神徽图像无疑是最为严谨的。考古报告显
示，神人纹“头上所戴，内层为帽，线刻卷
云纹八组，外层为宝盖头结构，高耸宽大，
刻二十二组边缘双线、中间单线环组而成的
放射状‘羽翎’（光芒线）”。所谓卷云纹即
遍布神徽全身的螺旋纹，斗形脸面外围有8
个旋纹，合八卦八节数，与北斗天神意义契
合。羽冠顶部作尖顶，象征天盖；其羽毛单
线22根、双线21组42根，二者互相间隔分
布寓意阴阳，合计64根为六十四卦数。可见
斗形脸面和羽冠的设计以北斗天神掌控阴阳

八卦六十四卦为主题，设计十分严谨。
神人纹双臂左右各叠10个旋纹，合阴阳

五行十月太阳历历数；再配斗形脸面外围8
个旋纹计 28 个，寓意北斗天神掌控二十八
宿。神人纹双手掌控兽面纹巨大双目，寓意
其掌控宇宙阴阳、日月；双目所附加弯月形
部分各有旋纹2个，加神人纹双臂旋纹共24
个，寓意北斗天神掌控一年二十四节气。除
兽面双目，整个兽面纹刻旋纹 30 个或 29
个，这是闰年不同月份的天数。兽面纹下肢
旋纹左右各10个，也合十月太阳历历数。

反山玉琮神徽图像这些合于天文历数、易
数的纹饰设计不是偶然的。系统分析远古图纹
可知，古代天文历法在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水
平、成熟程度可以说远超一般印象和估计。二
十八宿、八卦六十四卦、十月太阳历、一年十
二个月二十四节气等，在新石器中期已经起
源，到良渚文化时期应该相当成熟。

良渚文化玉琮为内圆外方结构，神徽雕
刻在外方的四角上，有些在四面直槽也雕刻
神徽。由于神徽象征北斗天神或神兽，玉琮
外方应象征北斗天神巡行四方，内圆象征
天，中空则象征沟通天地的通道。

《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
临制四乡（向），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
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良渚玉琮及其
神徽的文化内涵可以说与此描绘相当契合。良
渚时代尚无车辆的发明和使用，如果有车辆，
良渚人为玉琮神人纹配辆车也未必不可能，毕
竟有山东武梁祠东汉石刻上北斗帝君乘坐在斗
魁四星的车斗里巡行四方的画像。

（作者系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编者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良渚论坛”致贺信，并指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

良渚文明大约在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北部一带。良渚文化被认为是以玉为核心内涵的
文化。其中，神人兽面纹反复出现在良渚各类高等玉器上，学者们推断它是良渚族群统一的
神徽。这种神徽到底代表什么呢？本报特约请专家讲解神人兽面纹背后的奥秘。

走近良渚文化，神人兽面有何寓意
□□ 王先胜

左图为完整神人兽面图像及其解
读辅助图。

上图为反山“玉琮王”。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