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知识助我“异想天开”
姚 悦

! ! ! !电子计算机在今天的生活中
无处不在!其运算基础是晶体管一
开一关代表的 "和 #! 两个数字组
成的二进制算法构成了计算机和
网络的虚拟世界。而我却“异想天
开”地用红光、绿光和无光为基础!

构建起全新的三进制算法的光学
计算机!其理论运算速度比电子计
算机快上 $%"倍到 %""倍。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中学嘉定分校高三的一名学
生! 也是上海青少年科学社高
级会员。这台三色计算机!让我
在今年的第 &%届英特尔国际科学
与工程大奖赛上!荣获计算机科学
类别同类最佳奖、计算机科学类别
一等奖、国际光学协会提名奖以及
欧盟青年科学家竞赛参赛资格。能
获得这样的佳绩!除了“异想天开”
之外!更要感谢学校和科学社的老
师们的帮助。如果不是他们毫无保
留地科普!我是走不到这一步的。

三色计算机的灵感来自一次
美术课上的调色。那是我刚刚进入
交大附中高中不久!当时正在学美
术。我觉得颜色混合的规律似乎与
数学规律有某些相似的地方：红
色'黄色(橙色!是不是与 #'#($看
上去有相通之处？接着!我意识到!

如果用有色光代替颜料!用光的叠

加代替人手工调和颜料!就可以形
成一个光计算的方法!由此可制造
出不同于电子计算机的光计算机。
这一想法不断浮现!我向学校提交
了“三进制计算机”的开题报告。

项目中涉及到了大量光学相
关的知识!而高中课本里涉及光学
部分少而浅!互联网成了我特别的

老师。我先求助于网络!获取了系
统全面的知识!再去图书馆、书店
寻找专业书籍。学校科技总辅导员
还把我领到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光
学所!让教授们给我详细讲解光学
原理和理论。教授们喜欢我的想
法!但也严肃地纠正了我之前对光
的一些错误认识。我被安排在数学
小组!一位博士毕业的数学老师一
对一辅导我!我用数学方法验证了
光学计算机理论的正确性。

验证理论正确后!我需要为计
算机设计软件和硬件!此间不断遭
遇各种难题!让我十分苦恼。幸运
的是!我遇到了上海青少年科学社!

这是市科协搭建的科学家与青少
年交流的平台。在这里!有计算机

博士专门给我辅导；当遇到不同领
域的问题时!会请不同专业的教授
给我帮助。因此!面对有时甚至要
退回原点的研究困境时!我依然保
持乐观的态度。因为我知道背后有
着强大的智力后盾。

最终! 我设计出 $#位的三进
制软件! 还动手制作了一台简易的
红光、绿光、无光三色光学计算
机。$"#)年 %月!美国洛杉矶!第
&%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
大奖赛颁奖的最后一天!迟迟没
有报到我的名字! 这意味着!要

么第一!要么什么奖都没有。当主持
人说出第一名“*+,-.!/+.-0+.,”时!

我兴奋地跳了起来！
在暑假中!我参加了上海市科

协的“/123云中心”网站“优秀课
题分析”板块的建设 !收纳国内外
学生的各类优秀课题。要将这些准
专业的研究课题!变成一个个通俗
易懂的网页!这是不小的挑战！目
的很简单：我受益于向我科普知
识、助我战胜困难的老师们 !如今
我也要用行动把成功的青少年科
学案例放在网上! 让更多人获益。

!整理"陶婷婷#

科普剧和盲

人电影$ 明请看

本栏%

十日谈
科普,让我受益

达 周伟民

! ! ! !“达”的古字是由道路，人和足
的图形构成，意思是人在路上走，
能到达目的地。从这个意义上讲，
“达人”，就在行业或专业中技艺达
到超常境界的人。但是，我觉得，更高的境界应该是“通情
达理”的“通达”。而真正的“达人”，应该将个人的事业成
功和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有机地妥善结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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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银杏"传家风
戴永夏

! ! ! !山东曲阜
的孔府又称
“衍圣公府”，
是孔子的嫡系
长子、长孙世

代居住的府第，素有“天下第一家”之称，也是最具东方
文化传统的“诗礼之家”。由孔府历代名厨精心创制、逐
渐形成的“孔府菜”，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是中国著名
的官府菜之一，也是中国饮食肴馔中的极品之作。它不
但风味独特，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尤其“诗礼银
杏”一菜，既是美味，又是“美文”，诗礼相谐，翰墨飘香，
让人食之，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受到知识的陶冶，哲
理的启迪和诗意的熏染，可谓典型的“文化菜”。
“诗礼银杏”是孔府宴会用的名菜之一。它的寓意，

来自孔子教子的故事。
据《孔府档案》记载：孔子为了教子学诗习礼，曾对

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主。”此后
这教诲便成了传世经典，孔子的后裔也自称生于“诗礼
之家”。至宋代，五十三代衍圣公孔治又在孔庙内建了

一座“诗礼堂”，并在堂前栽了两棵银杏
树。“诗礼银杏”这道菜的主料银杏，就取
自“诗礼堂”院内的银杏树。

这两棵银杏树虽历经千年沧桑，至
今仍枝繁叶茂，苍劲挺拔。特别是那棵雌

银杏，蓊蓊郁郁，浓荫半院，年年果实累累。而这些果实
也不同寻常，不但个大饱满，而且香甘异常。孔府的厨
师将树上的银杏摘下，趁鲜去除外壳及果内脂皮，将果
仁放入开水锅中氽过，除去异味，放入白糖、蜂蜜调制
的汤液中，煨至酥烂时盛在盘里，谓之“蜜腊银杏”。当
这道菜端到宴席上时，菜呈琥珀色，口感酥软香甜，鲜
美异常，且有开胃健脾、醒神明目等功效，很受宾客欢
迎。但第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却对此菜不甚满意。
他认为菜的味道虽好，但菜名却比较浅陋。因为银杏取
自孔子“诗礼庭训”故地，于是便改名为“诗礼银杏”。此
名一改，便寓意大增，既可借以纪念先祖“诗礼垂训”，
又可借银杏长生不老之意表达孔子家族“诗礼传家”的
世代不衰，这道菜也因此名声大振。

为人类的困境寻找出路
毛志辉

! ! ! !斯特凡·埃塞尔和埃德加·莫兰这两
个名字，国内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这是
两位经历抵抗运动、有着传奇经历的法
国思想家。
埃塞尔是资深外交家，但他迅速被

世界知晓，源于 $"#"年出版的一本小
书———《愤怒吧！》。其时，他已经 4$岁
了。这本只有 5$页、售价仅 5欧元的小
书，迅速成为全球畅销书，销量高达 &"万
册，无数年轻人
受这本书的影
响，也给自己贴
上“愤怒者”的标
签。莫兰则是当
代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是“复杂性
思维理论”的权威学者，其成就在世界范
围内有着重大影响。
《希望之路：公民伦理的创建》由这

两位德高望重的思想家合著。这本小书，
无关严肃的理论，是两位 4"多岁的耄耋
老人，对整个法国所面临文化、矛盾、危
机和命运的思考和探求。
在书的开场白中，作者就直截了当

地指出“目前正是人类最危急的时刻”。
他们不无悲痛地描述了全人类都
面临的致命威胁：“核武器扩散、民
族宗教冲突泛滥、生物圈被损毁、全
球经济运行失控并充满矛盾、金钱
暴政、源于远古时代的野蛮与源
于技术经济考虑的冷酷相互交织……”
在这本书的主体部分，虽是以“为法

国献策”作题，所关注、关怀的却是整个
欧洲乃至全世界。“我们要继续推进欧洲
一体化，尤其是在极端自由派们所固守的
那些领域。我们还应当继续推进正面的全
球化。”而法国能为欧洲做些什么、欧洲
能为全球做些什么，正是他们所思考的。

作者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了着重批
判，并呼吁回归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即
平等和相互尊重，如此才能引导世界从
经济混乱、道德失落的泥潭中走出。对于
法国而言，首要的是增长和加强绿色能
源、公共交通、社会和互助经济、学校、文
化，以及对大都市的人性化治理；减少和
扼制工业化农业、化石能源与核能、中间
商的寄生性、军事工业、消费成瘾、奢侈

商品经济，以及挥霍性生活方式。对于欧
洲而言，则应以人类的谅解与和平为本，
制定一项共同的移民融入政策，并竭力
制止冲突激化；同时，文艺复兴的欧洲曾
是文明的创造者，如今，则要努力吸收其
他文明尤其是亚洲的道德和精神成果，
促成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

以人类尊严为核心的新人道主义，
是这部作品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恰

如匈牙利思想家
捷尔吉·康拉德
于 #46$ 年时就
曾说过的那样，
欧洲首先是一个

精神国度，或者说是精神的家园，它的重
心是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它的优越性存在
于新的“政治道德”之中。作者秉承了这样
一种跨越国境的欧洲精神，把个人的生
存和发展视为最高目的，致力于对创建
全球公民伦理的呼喊，并以此为迷茫时
代中的人们寻找新的价值坐标。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篇幅上，我们

都完全可以将《希望之路》视为《愤怒
吧！》一书的续篇。埃塞尔在《愤怒吧！》

一书中，提到了人类面临的种种
危机（石油掠夺、局部战争、贫富
分化不断加剧），却没有开出具体
药方。而在《希望之路》中，两位作
者针对人类面临的危机提出了一

套综合性措施。他们在消除不平等现象、
教育、振兴民主等方面都给出了全面复
兴和提高的建议，还提出设立“国家伦理
委员会”，帮助担负社会使命的人（医生、
教师、法官、选民代表等）恢复职业道德，
并对有意投身公职者“进行孔夫子式的
仁义教诲”。
人类的希望之路在哪里？在书结尾

的地方，作者回答了这个问题。“求生有
助于福祉，福祉有助于求生，二者结合起
来便可打开希望之路。”鼓励公民参与和
创建公民伦理，是作者所极力呼吁和孜
孜以求的，而那种能把人类从致命的麻
木不仁和听天由命中解救出来的求生与
再生政治，正是人类的希望之路。当然，
要实现这两位智者所期望的理想，我们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外乡人
秦文君

! ! ! !上海是我的生息之
地!十岁之前!我没有去过
外埠! 把对世界模糊的爱
全部落定在这里! 我喜欢
附近的复兴公园! 钟情于
淮海路一条长街上的食品
店和书店! 也喜欢徒步穿
过新城隍庙! 步行到达大
光明电影院。
有时出门也坐吊着小

辫子的有轨电车，叮
叮当当! 不慌不忙地
朝前。雨天的时候，傍
晚的时候! 坐有轨电
车的话! 会恍恍惚惚!

似梦非梦! 仿佛漂浮在海
浪之上。当时还有一种公
共汽车，车顶加装了一个
大大的黑色胶皮囊，鼓出
很大一个包，据说是沼气
汽车，供沼气的包，远看
像上体育课的软垫，也
许沼气包很重! 拐弯的时
候车子像一条受伤的大
蛇，会有一番扭捏而惊险
的盘旋。

母亲出生在上海! 说
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她跟
父亲聊天! 语句里会冒出
“阿拉上海哪能7”之类的
话。父亲来自外乡，在沂蒙
山下长大的他跟随新四军
转战南下，结识了母亲后
才决定留下!入上海户籍。

父亲是一家之主 !但
他的外乡习性并未影响这
个家的主流。

母亲主持家政! 家里
雕花的三门大橱!五斗橱，
茶几，三五牌台钟，景德镇
餐具全部按她的喜好购
置，窗前的帘子，床上的床
幔也是素色小花的! 透出
一股洋气的审美和趣味 !

一看就是上海派。
外婆统管全家“舌尖

上的事”。她年轻时跟随从

事船业的外公来上海 !从
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外婆
在上海居住数十年! 说话
仍是标准的“宁波音”!来
往的朋友是宁波人! 天天
做的菜! 备的点心也是宁
式的，像长了一颗宁波心。
这个家的饮食更不属

于北方。外婆做菜喜好放
咸菜，各种笋，还有海里
和河里的鱼和虾，也包括
蛏子、蛤蜊、黄蚬等贝
类，父亲不喜欢这一口，
也许觉得吃鱼要吐刺，吃
虾要吐壳，有点缺
少军人气概。他偏
爱面食和肉类，如
果把两者配起来的
话，更合他心意。
过年过节，他动手包饺
子!连饭带菜都有了，有时
他下面条!盛一大腕，倒上
辣椒油，在热气腾腾的面
里捂几块大肉。
母亲爱和父亲开玩笑!

笑他的外地口音、他的土、
他的节俭，但为了父亲，她
学会了蒸包子，父亲开心
地抓过一个! 咬开一点!在
包子里填进两只从全国土
产商店买的腌辣椒，说 8

“不错，沂蒙山的味道。”
我不像父亲! 会饶有

兴致地吃鱼、剥虾，为了享
用长在水里的鲜美之物 !

能在饭桌上慢悠悠吃很
久。父亲说我像猫，还说：
“真想带你回家乡，那儿的
小米煎饼!茴香水饺!炸萝
卜丸子! 小鸡炖茄子养心!

养胃!一辈子都怀念呢。”
我记住了那一溜菜

名! 同时有一个名词进入
心灵：家乡，那未谋面，却
时刻与我有关联的地方 !

让我浮想联翩8 人来自何
方，为何漂泊，漂向何方之
类的，有时顺着它想，灵魂
也要出窍了。

地域的关系! 家里麻
烦不断8 外婆听不懂普通
话!爸爸听不懂宁波话，他
们交流像是上演滑稽戏 !

要费力猜对方的话。猜中
了还好，有时相互比划!猜

得牛头不对马嘴 !只
好找我或妈妈当“翻
译”。幸好他们能听懂
上海话! 不会说罢了!

上海话成了家里的
“官方语言”。

父亲曾想打破在家请
“翻译”的尴尬，学上海话!

不过他缺少天赋! 舌头有
点转不过来! 还有一个致
命的弱点，脸皮薄，羞于向
自己的儿女和妻子请教。
他小心翼翼地自学! 一度
还去观看宁波话颇多的滑
稽戏《糊涂爹娘》。听姚慕
双周柏春兄弟的《宁波音
乐家》。

练了一阵! 父亲鼓足
勇气和外婆说上海话 !可

外婆听不懂他的上
海话。他努力地说，
外婆还是一头雾
水。那之后父亲不
学了! 连学过的上

海话都也弃之不用了。
每到秋天收获的季

节，家乡会寄来包裹。包裹
单上盖红红的邮戳! 写父
亲的名字。也许对家乡淡
淡的念想，莫名的乡愁存
在人的骨髓里，容易唤醒
的，我留意了鼓鼓囊囊的
邮包用泥土色的布料包
着，缝口是粗拉拉的针
线。很长时间内，在我梦
里，远方的家乡幻化成长
着粗糙手，怀着细腻情的
巨人。
包裹里是新打下的花

生米和大红枣! 外婆把花
生米的红衣去掉! 做成脆
香的苔条花生。把枣儿蒸
熟，晒干，浸泡在绍兴酒
里，吃起来甜蜜，醉香。

那一刻! 浓浓的沂蒙
情笼罩人心。父亲叮嘱我
多吃点! 脸上带着可爱外
乡人的骄傲神情。外婆也
许听懂了! 由衷地附和一
句：“好地方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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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元代散曲!古今
论者皆推马致远为
第一；而《夜行船·秋
思》则为套数中之
“绝唱”。关于马致
远!其艺术成就，不论在戏剧史上、
还是诗歌史上，都是一个高峰；而
其思想、情趣以及行迹，乃是一个
复杂的存在。他是一个矛盾的混
合，既心怀魏阙，又渴望恬退!两者
此消彼长! 构成了多种性格却又有
血有肉、性情鲜明的诗人的他。关
于此，可作专论 !非“浅读”之所宜
也。《夜行船·秋思》之所以震撼心
灵!不在于“百岁光阴一梦蝶”之横
空落笔、启人深省；也不在它的纵
贯古今、左右开合；而在于“利名
竭，是非绝”的彻悟。“蛩吟罢一觉
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时是彻？”这冷
峻、尖锐却又平静的责问，并不搅动人们的感情!然而
这理性的感悟，耐人深思。接着是“看密匝匝蚁排兵!乱
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这是对现实社会何等深
刻而形象的写照！当年如此，后世如此，今天如此，诗人
真是将人世看绝了，也写绝了。

至若诗人自谓秋来爱“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
酒烧红叶”，并说“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无非
是因为诗人自觉自己“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
而今“太平幸得闲身在”，所以必须“闲身跳出红尘外”
（《四块玉·恬退》）。有评者以为，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
态度!不足为训。诚然！但可惜的是评者忘了元代知识
者的实际处境!忘了只能与勾栏交往的士子的生活天
地!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诗人，他能做什么？难道要他
去“唤醒民众”!揭竿起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
其身，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大概只能这样。而马致远能
够彻悟“利名竭，是非绝”!且能跳出这名利是非，
就已是超凡出俗了。

不懂得乱世人的艰难者! 也不可能懂得与珍惜盛
世之不易，更不足与语处世之消极与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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