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自然也有大自然也有““闹钟闹钟””
南非有一种大叶树，它的叶子每

隔2小时就翻动1次，因此当地居民称
其为“活树钟”；在南美洲的阿根廷，有
一种野花能报时，每到初夏晚上8点
左右便纷纷开放，被称为“花钟”。

研究者们只能推测，光合作用以
及与之联系的运动，是由遍布植物体
的多个时钟共同控制的。无论是温
度、湿度、光照还是气压，每一种植物
都会选择在最“适合”的时间，尽情绽
放自己。

含羞草的叶片会在白天张开、到
晚上闭合，这是植物内源性昼夜节律
性振荡的最早记录。在地球上的大多
数生物都具有预测环境中即将发生的
事件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生物
钟。对于植物而言，生物钟或许只是
花开花落的不同瞬间；对于动物而言，
生物钟能帮助它们为外界的变化做好
准备，而不是措手不及，被天敌捕获。

在动物界也有“驴钟”和“鸟
钟”——在我国黄海的小岛上生活的

驴能准确报时，它每隔1小时就“嗷
嗷”地叫1次，误差只有3分钟。

昆虫和鸟类的活动也存在节律
性。在非洲的密林里有1种报时虫，
每过1小时就变换一种颜色，于是在
那里生活的家家户户就把这种小虫
捉回家，看它变色以推算时间。

不久前，德国科学家对全国 63
个保护区进行纵向研究后得出结论，
在过去27年里，德国飞行昆虫总数
下降了75%。而在城市中生活的鸟

类，也有数量减少的现象。研究者们
发现会飞的生物之所以越来越少，部
分原因与生物钟有关。

随着这些年来科学的发展，研究
者们陆续发现了影响有机体节律的相
关元素，除了“内源性”生物钟，还存在

“外源性”生物钟。换句话说，就是外
界环境对于有机体的影响，比如说光
照。在我们的城市中，人造光源以年
均6%的速度增长，这显然已经对动物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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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一拥而上抢人才，更可贵更难得的
是一如既往爱人才

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
份证就能在线落户，西安三天内抢到了1.5
万人；外地应届毕业生来面试，南京市给予
一次性1000元面试补贴；“5年留住100万
大学生”，这是武汉的雄心；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也相继推出具体政策，面向全球征集
高端人才……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城市
陆续发布“引才”新政，大招迭出，各有倚重。

50多年前，“人力资本”的提出者加里·贝
克尔就坚定地认为：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
空间、土地、自然资源，而是人的智慧与能
力。到如今，如此洞见早已成为人们的共

识。人口大省不一定是人才大省，城市发展
的高度，有赖于人才厚度而非大楼高度。要
预测一个城市未来潜力，看看今天人们的脚
步去留吧。在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
提出新要求的当下，人才储备上晚一步，发
展可能就晚十年。今天抢人才，就是为了明
天的发展。

不可否认，短期内，人才战可能导致有人
“截和”、有人做嫁衣的失衡，因此我们不免听
到欢呼与哀叹的此起彼伏：谁又“输血”了，谁
又“失血”了。甚至本土人才也会叫屈：凭啥
外来和尚好念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呼唤良性的人才竞争。有了良性的人才政
策，才不会造成哄抢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也
才能真正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良性的人才竞争，有利于推动一个更加

开放自由的人才市场的形成。不妨将今天
的人才战放在40年改革开放的视野中审
视。其实，这一历史进程层层推进、从未中
断。从1984年城乡间闸门的松动，到前些
年中小城市放开落户，从居住证制度推行，
再到二线城市城门大开，人才一次次跨过
了地域的隔阂，流动到最需要的地方。在
劳动力“充分供给”之后谈人才的竞争其实
是一种必然，这也将倒逼更多地方发现人
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让惜才成为发展
的气质。从这个角度说，“抢人大战”的关
键不在政策与优惠，而在于发展的势能。

与早几年就陆续开始的二线城市抢人
大战不同，最近的新变化是，一线城市也加
入其中。北京为优秀人才引进设立了“绿
色通道”，不拘一格引进紧缺急需人才；上

海瞄准了卓越人才，要吸引一批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大科学家、大企业家、大艺术家，在“国
际人才本土化”和“本土人才国际化”上双向
发力。这充分说明：没有哪座城市有理由拒
绝人才，面对二线城市来势汹汹的优惠政策，
一线城市也不足以高枕无忧。更重要的是，
今天的人才竞争，早已不只是国内人才的再
分配。

经济全球化也是人的全球化。中国顶尖
城市正志在高远，加紧制定全球化用人战
略。当然这绝不仅仅是地方实践。早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就深刻阐释了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的意义，最近这轮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中，“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也被视为中国
开展全球人才竞争的顶层设计。由此不难发

现，从顶层到基层，在各线城市，为高质量发
展寻找人才原动力，突出人才在转型升级中
的关键作用，已经成为普遍实践。这也意味
着，唯有与当地实际结合，培厚发展的土壤，
才能真正在人才争夺战中占得先机。

当然，无论对于哪一层级的人才竞争，
政策的出台都只是第一步，仅有金钱、户籍
等优惠完全不足以支撑人才政策长远走下
去。这两年，有地方在抢人上用力很猛，却
不知抢到何用，以致人才好不容易来了，最
终因不被重视又流失了。人才是潮水，在大
洋里涌动。这意味着，比起一拥而上抢人
才，更可贵更难得的是一如既往爱人才，如
果能为每一个人才搭建人生出彩的舞台，修
建安身立命的港湾，大潮自然汹涌而来，各
地何愁发展不起来？ （据《 人民日报 》）

■四十春秋 让惜才成为发展的气质

每个人都想长寿，这个愿望古
已有之，而严肃的长寿研究却一
直受到各方冷落，真正的原因或
许是——研究难度实在太大了。

科学意义上的长寿研究只有
不到100年的历史，因为此前的
生物学家们认为永生是不可能
的，人的身体就像一辆小汽车，只
要天天上路，早晚会抛锚，这是个
物理问题。

有趣的是，最早意识到这个
想法有问题的却是物理学家薛定
谔，他把熵的概念引入生命科学，
指出生命和非生命的最大区别就
是如何应对熵增原理。像小汽车
这样的非生命物体，无法依靠自
己的力量对抗熵的增加，最终一
定会化为一堆铁锈。但生命会主
动从环境中获取能量来抵抗熵的
增加，只要能量供应不断，理论上
是有可能做到长生不老的。

薛定谔开创了物理学家跨行
研究生物学的先河，尤其是长寿
领域更是吸引了很多物理学家投
身其中。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
DNA的秘密被发现后，生物学家
们才从物理学家手中接过了火
炬，开始从基因的角度探索生命
的奥秘。

在此之后，长寿研究领域诞
生了300多个理论，彼此争论不
休。大致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认
为人一生中要面对各种生存压
力，比如饥饿、病菌和放射性元素
等，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如果无法
按时修复，伤害大到一定程度人
就死了，所以一个人的寿命最终
是由他的身体修复能力决定的；
另一派则相信，死亡是生命用来
调节种群数量的一种方式，或者
是生命为后代留出生存空间的一
种手段，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死亡
本质上是一种自杀行为。

长期以来，前一种理论占了
上风，主流的长寿研究一直按照
这一理论进行，科学家们一直在
努力寻找提高抗压能力的方法，
或者想办法减轻外部压力对身体
造成的伤害。

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长寿
基因在线虫身上被发现，理论上
证明可以通过调节基因的活性而
延长寿命。长寿研究骤然升温，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入这
个行列。不过后来的长寿研究换
了个名称——衰老研究，研究目
的也从提高绝对寿命改成了延长
健康寿命。

虽然目前这两派仍在争论，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脑是不
可能长生不老的。因为神经细胞
不会分裂，而不会分裂的细胞寿命
肯定是有限的，只能通过替换的方
式让其永生。但是，人脑神经元的
连接方式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个
性所在，如果替换了它们，“我”就
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即使未来发
明出了长寿药，最多也只能让我们
的身体活得更长，我们的精神是没
办法延续的。于是另有一派人开
始研究脑机接口的问题，试图通过
这个办法把我们的精神传入电脑，
间接地获得永生。

以目前研究来看，如果大脑
无法永生的话，身体的长寿是没
有意义的。就像热门电影《寻梦
环游记》里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死
亡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记得
你了。 （据《解放日报》）

人到底
能活多久？

大脑自动刷脸辨敌友

在一项新研究中，参与者的一只眼
睛可以看到人脸图片，另一只眼睛看着
几何图形，并被要求在看到人脸时即刻
按下电脑按键。一般图像快速闪过时，
大脑需要至少几秒钟才能将图像信号做
有意识的信息处理，但此项试验结果表
明，大脑会无意识地处理人脸信息，并迅
速选择出两类面部：具有威胁性的和可
信赖性的面部。研究者希望该发现能有
助于理解并治疗自闭症、创伤后应激障
碍以及抑郁症等精神障碍。

（据《生命时报》）

胖人可能更快乐

英国研究人员分析如何使用“表型
组检索分析工具”来对英国生物医学库
进行自动的表型组检索。英国生物医学
库是包含 50万名 37岁至 73岁英国男
性和女性基因数据的数据库。研究人员
发现，超重的人可能一般心境更加平
和。研究人员解释说，人的饮食模式对
他们的精神状态有影响。

（据《参考消息》）

沙棘果渣
替代亚硝酸盐添加剂

罗马尼亚研究人员日前展示了一种
不含亚硝酸盐的香肠。这种香肠通过沙
棘果渣来替代化学添加剂亚硝酸盐，可
以让消费者放心食用。

罗马尼亚多瑙河下游大学的研究人
员发现，提炼沙棘油后留下的果渣具有
着色和防腐功能，可以完全替代亚硝酸
盐，并且富含蛋白质和纤维。添加了沙
棘果渣的香肠呈沙棘果的黄色，口味与
传统香肠差异不大，但比传统香肠更健
康，最多可以保存28天。

（据《科技日报》）

一堵“城市树”
等于275棵树

在英国、德国一些城市，一堵堵名叫
City Tree（城市树）的智能绿植墙开始出
现在街头。路过的居民可能只把它当作
是普通的长凳，他们或许意识不到的是，
City Tree每年可以过滤高达265吨的二
氧化碳，相当于275棵树的吸收污染能
力，但只占到树木所需的1%空间。

据悉整个安装过程大约需要6个小
时，而日常维护非常简单，因为结构内置
的传感器可以控制空气温度，湿度和土
壤水分。传感器还可以测量空气质量，
以评估该结构的效率。

（据《北京日报》）

■百科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相
当悠久：西汉时已设专门的
外事机构“大鸿胪寺”；唐朝
始设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

“市舶使”；北宋时期就曾颁
布了世界上最早的进出口贸
易法规《市舶法》和反走私法
《漏舶法》等。在鸦片战争以
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一直
都是顺差，即史籍记载的“出
超”……

1840 年鸦片战争之
前，中国不论对哪个国家
的贸易几乎都是巨额顺
差，古人称为“出超”。为
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从
英国开始，欧美诸国开始
对中国走私鸦片，获取暴
利，导致晚清对外贸易罕
见地出现了“入超”（逆差）
现象。

中美之间的贸易史是
从美国独立后才正式开始
的，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 年）美国第一艘商船

“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是
标志性事件。美国贸易公
司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专
事对华贸易。在鸦片战争
前，美国从中国输入的大宗
商品有茶叶、丝绸、南京布
等，而美国本身可供对华出

口的商品并不多，最受中国
市场欢迎的是西洋参（花旗
参）。

美国商人擅做“二道
贩子”（三角贸易），倒买倒
卖，除运回美国之外，又将
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丝、
土布等转售德国、西班牙、
法国等以谋取厚利。但鸦

片战争以前，中国在中美
贸易中一直“出超”，为了
弥补这一贸易差额，美国
人最后跟英国人学，将大
量鸦片走私到中国，轻易
取得贸易顺差。从 1805
年独家贩卖201箱土耳其
鸦片起，美国人开始了向
中国的“输毒”贸易。1817

年又贩卖波斯鸦片来华，
1821年则参加英国东印度
公司的鸦片贸易。据《中
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美国
走私来华的鸦片总量仅次
于英国。

另一方面，美国还减少
了中国茶叶等传统大宗商
品的进口。美国后来不是
购中国茶叶，而是买中国茶
树，学中国种茶技术，自产
茶叶。美国商人通过对华
贸易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成
为美国早期财富原始积累
的重要构成，美国早期巨商
富贾都是通过对华贸易发
家的，可以说，自美国立国
起，中国便是其重要的贸易
伙伴之一。

（据《北京晚报》）

中美贸易始于乾隆四十九年

■知道

■大观

汉武帝时开通的“西
北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中
国对外贸易兴起的重要标
志。汉武帝在朝廷中首设
相当于现代外交部或对外
经贸部的“大鸿胪寺”，接
待人员中已有专职翻译
官，此即《汉书·百官公卿
表》所记：“武帝太初元年
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
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
邸长丞。”其实，比大鸿胪
寺更早的外交官员当属秦
始皇时代的“典客”。“典
客”级别很高，系九卿之
一，汉景帝在位时更名“大
行令”，当时京师还设有涉
外宾馆“蛮夷邸”，专门接
待外国商使。

汉朝时，中国对外贸
易 以 陆 道 为 主 ，兼 行 海
市。当时的对外贸易通道
已是四通八达，除了西北

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
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
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
古老商道相交会，称为“西
南丝绸之路”；往东北朝鲜
半岛有“乐浪道”，不仅运
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
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
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
北丝绸之路”。两汉时，中
国国际贸易业务是当时世
界上走得最远的。《后汉
书·西域传》记载：“于是五
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
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
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可
见，中国当时国际贸易能
力之强大。

古代中国对外贸易长
期采用“朝贡”方式，外国
来 的 商 品 称 为“ 贡 ”或

“献”，中方交换出的商品
则叫“赐”或“赏”。这实际

上是一种不等价的官方贸
易行为，中国的“赐”远远
大于海外的“贡”。《史记·
大宛列传》记载，元狩四年

（公元前 119 年）张骞出使
西域时，带“牛羊以万数，
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

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
后，中国对外贸易更加频
繁。《汉书·西域传》上有这
么一个说法：“自是之后，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
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
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
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
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
四面而至。”

汉朝的对外贸易活动
扩大了中国和中国产品的
影响。在古罗马，中国丝
绸还曾一度与黄金等价，
不少外商主动来华开展经
贸活动。

面对日益繁荣的国际
贸 易 ，唐 朝 始 设“ 市 舶
使”。这是中国最早的专
门管理对外贸易的专门机
构，最早出现在海上贸易
频繁的广州。宋朝则颁布
了世界贸易史上第一部进
出 口 贸 易 法 规《市 舶
法》。宋朝对外贸易实行
许可证制度，为从事海外
贸易的商人颁发“公凭”

（又 称“ 公 据 ”“ 官 券 ”）。
中外商人持“公凭”进港
或出洋，并可自由往来中
国各地，无公凭则属非法

“走私行为”，一旦被查
缉，货物没收。“走私”行
为在古代称为“漏舶”，对
海关走私行为，宋朝出台
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走私
法”《漏舶法》，该法规定：

“如不出引目，许人告，依
漏舶法。”

秦汉时期的对外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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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都繁会图》中描绘
的南京市场场景。商家纷纷打
出“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等招
牌，反映出当时中外国际贸易
已很发达，进口货街头就有。

金文“贸”“易”

小篆“贸”“易”

1867年5月11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发的中
英贸易商船到港情形。

一家人相亲相爱对孩子的人格塑
造有着重要影响。研究显示，家庭中不
时“爆发”的争论可能也有正面效果，让
你的孩子更加具有创造力。

科学家认为，如果父母在家时比较
克制，孩子在身边时通常不多说废话，
不让孩子听到比较激烈的争论的话，会
变相“剥夺”孩子的学习机会——珍贵
的独立思考机会。父母“交换不同意
见”的过程，正是孩子们开始学习“没有
权威能够垄断真理”的过程。

家庭内的“分歧”只有在涉及思想
交流的情况时才会对孩子产生好的效
果。暴力和虐待不会给孩子的心理带
来任何好处，只会让他们产生不安全感
和焦虑感。

家庭环境的和平和宁静固然是美
好的，但是在涉及分歧意见时不能只求
做个“和事佬”。有研究发现，不同意
见、辩论和竞争观点都具有积极的意
义，能够激发人们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
思维。同时，为批评和辩论颁发“许可”
能够创造出有利于产生创意的氛围。
实验中，当参与者们受到鼓励大胆地公
开批评彼此时，头脑风暴产生的创造性
想法会比拘谨讨论时多16%。

（《北京晨报》）

父母爱争论
孩子有创造性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