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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人
宁 白

! ! ! !仪器与人的
关系，不断地被
人提起，是因为
不同的社会环
境，这一关系总

是呈现出纷繁的形态，并不仅仅
只是，人应主宰仪器，这样一种简
单的结论就能回答的。
我所住的小区由一家颇有名

气的物业公司管理。小区装修噪
声颇让人烦恼，有的装修公司偏
不守规矩，午休时间也打钻、敲
墙。物管人员上门时，正好碰上没
施工。等到又有噪声，物管再上
门，却提了个测分贝的仪器，谁
知，一到现场，又是停工间隙。物
管人员说，分贝没有超标，是难以
劝阻的。可在无声时，测声仪又有
何用？几经交涉，物管派人在装修
工地蹲守，一守，就抓了个正着。
什么测声的仪器都没带，就把几
个装修工教育了一顿。

人想靠仪器作一些观察，先

要搞清你观察对象的实际状况，
否则你的仪器精度再高，也只会无
的放矢，自己给自己提供理由。
当然，也有人既对仪器的功

能认识全面，也对观察对象的特
征了解全面的人。我有一朋友喜
拍照，背一架万元相机。前几天，
夕阳下，此兄
对着树枝上
的残叶拍个
不停。我问
他：如此残
景，能拍出好画面？他说：你是行
外之人，有所不知。相机有光、
速、动等功能，树叶有春、夏、秋、
冬不同节气的形态，时序有晨、
早、午、暮、夜的轮回，太阳从东
到西，更有云遮雾障。一蓬叶，一
棵树，究竟在什么空间条件下，
在相机哪一种功能的调节中拍
出的画面是最美的？这要看我在
拍摄中不断地选择、比较。我只
能尽可能多拍，奧妙无穷啊！他

说着，似乎无限感奋。
我瞬间被他感染。相机作为

仪器的功能，只是具备了客观记
录的条件，有多少客观的存在，
是需要人去感受、发现，而这种
感受又涉及人对美学、艺术乃至
拍摄对象专门知识的积累。一件美

的攝影作品，
如果没有仪器
好的功能、人
的素养、客观
物体的提供融

为一体，是难以产生的。他说，拍一
幅好作品，就是寻求“真”之美。你
看，现在晴朗天、好太阳日子不多，
有时，为拍到好效果，要苦苦等待。
我理解。我把他看成是捕捉人
间美的艺术志士。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视
客观对象变化，还以陈旧仪器观
察，以过时标准分析，得出与事
实相违结论的现象。

刚看到一个城市的天气环

境监测报告。年灰霾天气 !"#多
天，优良天数却仍高达 $##多天。

面对灰蒙的天空，还在宣布
天气优良，让人联想，操控仪器
的人是否有“病”？

人与仪器的组合，目的是为
了发现真实，无论是美还是丑。
这种组合作用的首义是客观性。
但是，当人绝对控制仪器，丧失
了对观察对象探真求实的理念，
没有对观察对象动态的、现实的
了解，那么，仪器成了人手中的
玩偶，成了表达人的意愿的工
具，成了伪科学的帮凶。

人与仪器，人是主导，只有
凸显观察对象的客观性，实现三
者互为印证时，科学才显出它的
光辉。

我们都想生活在真实、简
单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里，仪
器与人的科学相助，有时真是
决定性的，它可以让人远离无
聊的复杂。

我爱欧洲杯
尤泽勇

! ! ! ! "#!"年欧洲杯，是球迷的一次视觉
盛宴。
我钟情欧洲杯甚于世界杯。!%支队

风格多样，实力平衡，悬念多多，冷门迭
出，充满戏剧性，将足球的魅力演绎到极
致。至今记得 !&&"年以
编外资格顶替战乱的南
斯拉夫侥幸进入欧洲杯
的丹麦，竟在小组赛、淘
汰赛一路凯歌杀进决
赛，以 "'#战胜老牌劲旅德国夺冠，让人
目瞪口呆！那些日子与丹麦相关的每一
场比赛都格外扣人心弦，赛前赛后引发
热议———球迷共同参与续写了丹
麦童话成人版。无独有偶，"##(
年欧洲杯上，之前仅参加过一次
欧洲杯和世界杯且铩羽而归的菜
鸟希腊队，也不可思议地打进决
赛，并战胜东道主、号称白金一代的葡萄
牙，活生生再现希腊神话现代版：欧洲杯
一切皆有可能！
我喜爱看欧洲杯还有一个狭隘的理

由：没有中国队，甚至也不像世界杯有亚
洲的日韩、伊朗，因此没有心理负担，没有
欲望也没有失望；没有黑色三分钟的煎

熬，没有恨铁不成钢的纠结；临门一脚
的感觉是纯粹的快感而不再揪心揪肺，
打加时、踢点球增加的是刺激而不是精
神崩溃；终于可以优雅地将足球当成艺
术来欣赏，可以只看过程不介意结果，

可以走走神看看红男
绿女及最新时尚……

看欧洲杯很辛苦，
每天两场都在深夜，而
且都在下半夜。不过倒

也好，避免了与上班打架。无须煞费苦心
编造理由从班上溜号，无须人在会场心在
赛场、通过电话打探进球，可以安全无误

地在第一时间随心尽兴收看现场
直播。"##( 年葡萄牙欧洲杯和
"##)年奥地利瑞士欧洲杯，从揭
幕战到决赛几乎一场不落，自嘲
生物钟调到了欧洲时间。

在传统节日消逝的同时，多样多元
色彩斑斓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节日，欧
洲杯就是球迷的节日。球迷们像童年扳着
手指盼过年一样等待欧洲杯开赛；也像过
大年由送灶到除夕，由初一拜年到元宵闹
花灯那样从小组循环赛到淘汰赛，再到半
决赛决赛，历时三周，大喜大悲，昏天黑地。

你
能
听
懂
牛
吗

陈
钰
鹏

! ! ! !牛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在人间
传错了玉帝的旨意，所以被贬到人间
为人类“做牛做马”，使人类能过保持
温饱的小康生活。牛只知道埋头苦
干，任劳任怨，通常决不大叫大嚷，所
以牛给人的印象是只会发出“哞……”的声音。
现代的生物声学家们并不满足于牛辛勤为人服务

的现状，而是希望实现牛和人之间的沟通（让人通过牛
的不同发声而知道牛的心情、感受、需求及即时状态），
他们一直在致力于研究牛发声的意义。由于声学、电子

学（包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及现代通信
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动物进行声通信的
研究因此得到大力推动。有一组科研人
员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编制出一部《牛
语字典》，所谓的《牛语字典》，其实是一
种幽默和夸张的说法，确切地说，至今为
止，人们已经解读了牛的各种发声的意
义，牛的发声种类不是很多，被通晓的发
声及其意义有!#种：大声吼叫表示“饿”
和“渴”（牛的饥饿和口渴都用一种声音表
达）。如果牛发出一种少有的高音，高得几
乎有点尖锐刺耳，这种信号在告诉人类，
它们在发情。要是奶牛发出短促、上升的

“哞”声，那是因为涨奶，牛乳太多，请赶快挤奶。母牛发
出深沉的“哞”声，说明它的蹄子需要护理。母牛的发声
信号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只有当牛有了交配的意愿时，
受精才会成功。一头缺少蹄护理而跛行的母牛不仅产奶
少，而且繁殖能力大为减小……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至
今没有发现牛在平时会发出表示疼痛的声音。有人认为，
这是大自然设定的一种进化程序，因为牛是人类的畜力。
识别牛的声音，不一定要完全懂得，可以购置一个

专门的软件，该软件可将牛的声音归类和标准化（人有
方言，牛发的声音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音）。软件中凝
结着专家们的心血，为了进行研究，科学家们在不同的
牛厩里采集了近 *##个声音样本，通过反复分析、推敲、
研究、分类、定义，最后储存在一个声音数据库。在此基
础上制作声音数学模型，最后将所有信息收入到软件
中。应用时，软件可校正各地不同种类的牛发出的声
音，然后确定相应的意义。
生物声学是研究能发

声和有听觉的动物之发声
机制、声信号特征、声接
收、声加工识别、动物声通
信、动物声呐系统、动物声
行为等的一门分支学科。
!&%$年，法国科学家比斯
内尔编过一本名为《动物
的声学行为》的书，颇有参
考价值。柏林有一个动物
声音档案馆，藏有经数字
化处理的几万种动物的声
音，为未来的研究工作提
供信息和资料———科研为
经济和生活服务。

俞 涌
热 土

（外国地名）
昨日谜面：评注《笑得好》
（成语）
谜底：点石成金（注：别

解为“点评石成金之作”。

!!马妞"牛博士"

戴逸如文并图

闲云野鹤

! ! ! !!+这小子明明沉湎于名缰利锁，却自诩闲云
野鹤，还刻了枚“闲云野鹤”章，嘭嘭乱敲。你怎么不
刻一方？

"是有点滑稽!嗬"那章竟请了印风霸悍的刻家

奏刀"更见滑稽了!我是十分向往闲云野鹤的状态和

境界的"可拿它刻章显摆"不就刻意了吗#云欲闲"鹤

欲野"不要说刻意"

连着意都不行的!

当你坐在灵隐

三生石边" 听着蝉

鸣发呆!茫茫然"忽

见一碧如洗的晴空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小朵淡淡的

云!你正诧异这朵云来自何处"它又将去向何方!愣

怔间"白云却已消失得了无印痕! 招不来的是闲云!

当你置身溱潼湿地"顶着炎炎烈日"眼巴巴地盼

望麋鹿"哪怕一只"能到你的视野里来撒一把野$$

焦躁间" 你的发际掠过似有若无的微风% 你转过头

去"惊见一羽轻歌曼舞的仙鹤!你忙不迭掏手机抓拍

白鹤亮翅&&可怜镜头里唯有莽原一片% 留一丝惆

怅的是野鹤%

若着意"若刻意"求得的"只能是人造云'圈养鹤!

快乐余言短信
余惕君

! ! ! !过去，是昨天的今天；未来，是明天
的今天。你无法改变过去，但可从教训中
学习；你无法掌握未来，但可从此刻起努
力，牢牢把握今天，串起昨天和明天，美
好人生就有了承载。

真正的贫困，没有时间享受生活；
真正的美丽，没有人工制造的痕迹；真
正的勇敢，害怕该害怕的
东西；真正的明白，明白
有许多事情并不明白。

做任何事都要讲道
理，但做小事不用讲大道
理，做实事不要讲空道理。发展是硬道
理，但硬发展就是没道理，东说东有
理，西说西有理，真道理才是真有理。
生活中，并不是因为事情难以做到，

我们才失去自信，而是因为失去了自信，
事情才难以办到。难成能成，难行能行。
若失去自信，便失去了一切。

俗话说，好事多磨。事不怕多磨，怕
的是所磨的不是好事；该不该磨，怎么
磨，事先还是要有思考、有见识。不读书，
无以广知识；不求智，难以成好事。

通则顺，谓通顺；顺则畅，谓顺畅；
畅则快，谓畅快；快则乐，谓快乐。境界
通透脱俗，做事通权达变，做人通情达

理。通为快乐之源。
凡事应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着手；从远处着想，
从近处着力；从整体论成
败，不从局部看得失；不但

看清正面，了解反面，还超越正反两面，
落实于绝对的客观。
事，有重要的，也有紧急的。不注重

重要的事，就只能始终处理紧急的事；
关注重要的事，就不会始终处理紧急
的事。“忙”也是“茫”，“忙人”也是“茫
人”。

###中医与肿瘤!十五"

张建明

种子与土壤!一"

! ! ! !近代西医病理学之父
,-./0在 !))&年提出了著
名的关于肿瘤生长的“种
子与土壤”学说，假设性认
为土壤（微环境）可影响种
子（癌细胞）的生长、侵袭
和转移。查当今主流文献
所载，此学说中微环境的
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前者是指肿瘤组织中细胞
和结构所处的环境，后者
是指包括肿瘤组织和
癌细胞所处的环境。
今天西医重拾此说的
意图，虽然也包括了
上述定义所指，但显
然更在于借此而开始重视
病邪与人体的关系。
先温习一下种子与土

壤的常识。需要说明的是：
种子的生长，其实除了土
壤外，还需要诸如阳光、空
气、水分、营养等条件。即
使是土壤本身也有如酸碱
性等不少化学性内容的讲
究。但为了顺从 ,-./0之
意，也为了便于读者理解，
故就舍其细分而仅从两
者的关系稍作简述。植物
生长必须兼备两个条件：
种子和土壤。没有种子，
自然就没有孕育生命的
可能。但只有种
子，即便是生命力
最强的，如果没有
合适的土壤条件，
也是不能生长的。
土壤为各种种子提供各自
必须的生长条件。优良的
种子，如果土壤条件也很
好，就能茁壮成长。如条件
欠缺，则虽能生长但长不
好。而如果条件没有，那就

必然死亡。尽管在癌症中
从癌细胞到机体事实上还
可细分出更多层次的不同
环境，但在癌细胞与人体
这一对应关系上，则把癌
细胞比作种子，而把它所
寄生并赖以生存的人体这
一环境比作土壤。
癌细胞是由进入人体

的致癌物质，在体内多种
因素、多种环节的共同作

用下引发正常细胞突变而
形成的。它是一种生命力
极其顽强的异常细胞，在
体内从基因突变到细胞发
育、生长、浸润、转移的整
个过程，除了其自身的强
劲生命力外，一定还离不
开机体因素的参与。
是什么原因促使癌症

研究者在种子与土壤说提
出已经百余年后的今天方
才引起足够重视并开始有
了战略眼光的转向呢？
“整个二十世纪人们

基于病理学基础的对肿瘤
细胞采取‘斩尽杀绝’的策

略以图攻克癌症，
应该说取得了长足
进展，但并未彻底
解决问题，距离攻
克癌症还有很大距

离。当我们再看全球主要
癌症的生存率时，五年生
存率超过 1#2的仍寥寥
无几。尽管以消灭肿瘤为
目标的新疗法层出不穷，
扩大了癌症病人的受益

面，但很多疗法的疗效已
接近其高限，治疗后仍有很
高的转移复发率成了人类
攻克癌症的最大障碍。早诊
早治虽然较大幅度地提高
了疗效，但要再进一步提高
就十分困难。”（引自中国
工程院院士、因研究肝癌
功勋卓著而两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的汤钊猷教授
所著的《院士抗癌新视点·
消灭与改造并举》。注：
本文中凡直接引用
者，皆以“汤文”为注。
凡书中因文字表达不
同而内容重复的部

分，我将其整合，但原意毫
无变动。对此引用者，皆以
“汤语”为注。下同）

顺便说明一下：本文
中之所以较多引用了汤老
大作中的内容，不仅是因
为该书基本避开了常人难
懂的专业知识，而主要立
足于宏观层面对全球范围
内中西医癌症研究的基本
事实和成败得失作出了规
律性、战略性的总结分析。
所以我所引用而借鉴的已
经不是一家之言而是一家

所荟的百家共识，学术价
值大、权威性高。还因为他
对中医的高度肯定、在治
癌上对中西医如何结合以
及中医在未来治癌上更好
的努力方向都提出了非常
中肯而又饶富见地的珍贵
意见。我因此而敬佩他。

我粗览西医抗癌史，
结合汤老的认识，指出西
医至今在治癌上存在的四
大问题：一、即使是早期发

现且没有转移的肿瘤，用
目前的所有疗法虽然在总
体上可以取得较好的临床
效果，但仍做不到将癌细
胞彻底消灭。即使能消灭
其 &&2，也依然难以根
治。因为残存的 !2仍可
继续增长而导致复发转
移，最终置人于死地。二、
至今的所有疗法都在抑癌
同时又有促复发及促转移
作用（已有学者将此称为
“反作用”）。三、现在的任
何疗法就本质而言，都只
能在治标层面上有所作
为，而依然没有找到解决
治疗后复发转移的治本
之法。四、迄今为止的临
床事实证明：不以十年乃
至更长时间，而仅以五年
生存率作为主要癌症疗
效的总体指标来衡量，百
余年来集中所有办法和
力量只求杀灭癌细胞而
不顾及人体的思路和方
法在整体上是不成功的。

因为本文的内容多、
篇幅大而需分篇发表，故
在后续文章的各篇开头不
再安排过渡性文字，谨请
读者留意阅读的连贯性。

各有高招
刘 卫

! ! ! !那天，我们几个男同
事在办公室闲聊，谈起了
自己老婆的节俭高招。

小赵先说：“我老婆
抠门抠得无人可比。她最
拿手的技术活是拧水龙头接水，刚好在滴，但水表又
不转。每天在厨房和卫生间她能接到两满桶水呢！”

主任悠悠地接上了腔：“你老婆这是占自来水公
司的便宜，‘品质’不好。我老伴从细微处挖潜。昨天，
眼看家里煤气坛的气快烧没了，她在厨房里摇坛子。
摇累了，又搬张板凳让我接着摇。花了快二个小时，
终于又摇开两壶水。到现在我胳膊还是酸的。”
老马闻言很不屑：“我爱人开源节流的同时，还挺体

贴人。那天气温骤升，我家开了空调。一大早，爱人起床后
立马就关了，说她去买菜，让我一定要在床上多躺会。”
我们很羡慕，老马可真有福气啊！没想到，他又补

了一句：“我纳闷爱人为啥这么贤惠。出门时她扭头
说，趁房间里还有凉气再睡会，浪费了多可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