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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中国答
卷如同阳光穿透乌云，照亮了世界的期待

风云激荡，更显英雄本色。“大幅度放宽
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
近平主席宣布的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彰显
大国担当。“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习近
平主席对开放政策落地的表态，振奋世界。
正如外界所说，“中国是‘稳定的灯塔’，帮助
稳定了这个‘混乱的世界’。”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与
世界的历史经验教训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开放包容，涵养过开阔的盛唐气象；闭关锁
国，则招致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苦难。40年
来，是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从“赶上时
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今天，中国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7
亿多人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
70%以上。这样的“中国奇迹”，印证着在开
放中发展、在合作中共赢的历史规律。二战
以后，全球13个经济体实现25年以上的高
速增长，无一例外都得益于投身经济全球化
浪潮、采取开放政策。推进互联互通、加快
融合发展，是各国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放眼全球，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到区域冲突、气候变化、恐怖活动，当今世界
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的国家筑起

保护主义高墙，有的国家退回单边主义老
路，以致国外媒体发出“世界进入‘各扫门
前雪’时代”的喟叹。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的，“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
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各国
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有
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现协调合作、联动发
展，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

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
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有句话说得
好，“一棵树挡不住风沙，一片森林却能改
变气候。”面对现实挑战，中国给出的答案
不是退回到港湾中去，而是打造开放共赢
的合作模式，与各国同心协力，携手前行。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
国。从加入世贸组织到自贸区建设的风生水
起，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到共筑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国始终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积
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人坚
信，“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与这一全新局面相伴而生的，是中国人
愈加开放自信的气质。40年来，中国勇敢打
开国门，“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就在博鳌
亚洲论坛举办地海南，曾因率先在全国将成
片土地出让给外商开发而引起激烈争论的洋
浦，历经喧嚣与沉寂之后设立保税港区，如今
正蓄势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绿色园区。类似
的国内争议“漩涡”、国际摩擦“风浪”，在加入
世贸组织时遇到过，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时碰到过，但中国融入世界、
拥抱世界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在千千万
万中国人身上，人们强烈感受到对外开放步
伐不断加大带来的全球视野，感受到中国国
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带来的强烈自信。

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的中国答卷如同阳光穿透
乌云，照亮了世界的期待。新时代、新征
程，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画卷已
经展开。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对外开放的大道上，
我们需要继续跋山涉水，闯出自己风光无
限的未来，更与各国一道共创和平、安宁、
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据《人民日报》）

■四十春秋 开放的中国照亮世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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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作品中没有长篇小说鲁迅的作品中没有长篇小说

■知道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一生共创作了
3部短篇小说集、2部散文集和十几部杂文集，还
有大量的日记、书信、翻译作品等。但奇怪的是，
在鲁迅丰厚的文学遗产中，竟然没有一部长篇小
说，这让不少人深感遗憾。其实，在鲁迅的创作
生涯中，曾有过3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只是没
有完成。

第一部是历史小说《杨贵妃》。1924年，鲁
迅应西北大学邀请到西安讲学。鲁迅当时的想
法是沿途好好考察，回来后完成长篇小说《杨贵
妃》。关于这个写作计划，鲁迅曾多次向许寿
裳、郁达夫等人提及。但是，等鲁迅从西安回来
后却说不写了，理由是他到西安后发现西安的
天空已经不是唐朝的天空了，艺术感觉全都被
破坏了。

第二部是关于红军的故事。1932年5月，鲁

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
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
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
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
《飘落的红云》。冯雪峰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
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
（前苏联战争小说）似的写”。但是，鲁迅此时忽
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他又
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
终于未能写成。

第三部是1936年 6月鲁迅大病后想写一部
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据冯
雪峰回忆，鲁迅当时说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讲
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
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
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

这类年龄的青年。”冯雪峰还说，“大约过了一星
期，再去访问的时候，鲁迅先生说道：‘那天谈起
的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倒想了一下，我想从
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衰落写起……’又说，‘一直
写到现在，分量可不少。不过一些事情总得结束
一下，也要迁移一个地方才好。’”可惜的是，这个
计划最后也没有完成。

鲁迅为什么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对此，人们
有许多不同的解释。鲁迅生前的好友许寿裳、冯
雪峰、茅盾等人都认为，是因为鲁迅从事了太多
的工作，时间、精力不够；再就是当时的时代、社
会需要比长篇小说更迅速、更有力的杂感。今天
的学者则更多倾向于认为这与他的创作观念和
个性有关系。无论是哪种解释，鲁迅没有写长篇
小说确是事实。

（据《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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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院长李洪日称，我国将于今
年首次从海上发射运载火箭。

运载火箭通常是在陆地上发射
的。如何从海上发射运载火箭？它
又有什么优点呢？

研究和实践表明，在海上发射火
箭有许多优点，其中最主要的优点是
可以节省运载火箭的燃料，增加运载
火箭的有效载荷。这是因为，在地球
上越靠近地球赤道的地方，地球自转
产生的线速度越大，所以航天发射场
越靠近地球赤道，就越能充分利用地
球自转力来增加运载能力，且入轨角
度也比较好，从而能延长卫星运行寿
命，降低发射和运营卫星的成本。20
世纪90年代，在海上建造发射场的奇
思妙想就应运而生了，即把海上石油
钻井平台或巨轮改造成海上发射平
台，然后把海上发射平台和火箭移动
至赤道附近，接着在海上发射平台起
竖运载火箭，最终完成海上发射任务。

现在各航天大国都将自己主要的

卫星发射场建在尽可能靠南的地方。
像美国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场位于北
纬28°；我国的西昌发射场也位于北
纬28°，而新建的文昌发射场位于北
纬19°；最理想的陆上发射场是欧洲
航天局法属圭亚那的库鲁发射场，它
恰好位于赤道附近，只有北纬5°。

另外，因为在海上发射火箭可远
离人口稠密区，当火箭发射后其助推
器及第1、2级的残骸可直接落入海
中，所以能大大提高火箭残骸坠落的
安全性，即使在升空时发生故障或爆
炸，也不会殃及平民或地面设施。

海运优势也是在海上发射火箭
的一大长处。目前，运载器和航天器
的发展趋势是体积、直径和重量等越
来越大，用公路、铁路运输都难以满
足要求，而在海上发射则可以通过轮
船运输来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在海上发射火箭也存在着
一些不利因素，如容易受到海盐空气
的侵蚀，且海上多雨和台风，天气情
况复杂。 （据《北京日报》）

我国要首次从海上发射运载火箭

人类 13 岁时大脑达到巅峰状
态，此后负责记忆和学习的海马体就
将停止生成新的神经细胞。科学家
对59个成人及儿童大脑样本进行研

究，在18岁以上成人的大脑中未发
现新的神经元。在1岁以下婴儿、7
岁以及13岁儿童的大脑样本中发现
部分新生神经元。

13岁时人脑最好用

国际电工委员会指出，全世界共
有15种各式各样的插头，各国的电
压也不相同。出门在国外要想使用
电子设备，经常会遇到插头插座不适
配的问题。为什么世界各国没有统
一的插头插座呢？

插座诞生于一个尚未全球化的
世界，这是世界各地插头型号不统一
的主要原因。据介绍，插头的最初概
念是美国发明家哈维·哈贝尔提出
的。他发明了可拆连接插头，并于
1904年申请了专利。

国际电工委员会成立于 1906
年，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国际性电
工标准化机构。该机构早期将精力
主要放在电气设备的标准化之上。

工程师们将注意力放在插头插座的
标准化之上已经是二战之后的事
了。二战前，各个工业强国的基础
设施基本完备。从 20 世纪初期到
1947年这40多年来，插头插座的发
展一直没有受到任何标准化控制。
出于商业利益，大多数企业专注于
国内市场，这就导致全世界出现了
多种型号的插头。

西班牙标准化协会的发言人表
示，虽然人们尝试推出统一的插头，
但是这一愿望不可能很快实现。因
为世界上已经有无数个插头插座。
他反问道：“谁能说服一个国家改变
全国的基础设施？”

（据《文摘报》）

为何各国没有统一插座？

■百科

老鼠：苏联科学家于 1987年首
次克隆哺乳动物。生物学家将家鼠
的胚胎细胞与清除遗传物质的卵子
结合起来，繁殖了3只克隆小鼠。

羊：1997年，英国科学家伊恩·威
尔马特公布了克隆羊的细节。这只
克隆羊名叫“多莉”，是277次克隆尝
试后唯一幸存下来的羊羔。

猫：第一只克隆猫于2001年 12
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
经过 87次尝试后诞生。它的 DNA
取自一只三色猫，自己的毛色却为白
棕相间。科学家解释说，毛色更多地
取决于胚胎发育过程而不是基因。
这只克隆猫曾生下3只健康的小猫。

骡子：2003 年美国培育出一只
名叫“爱达荷宝石”的克隆骡子。它

由母马产下，但基因材料取自一头在
赛跑比赛中夺得过冠军的骡子。“爱
达荷宝石”与其他自然出世的骡子一
起比赛，获得第三。

狗：首只克隆狗于 2005 年 4月
24日诞生在韩国首尔大学，是一只阿
富汗猎犬幼崽，名叫“斯纳皮”，是
1095个胚胎中唯一幸存的一个。

骆驼：2009年4月8日，一只30公
斤重的骆驼“因贾兹”出生，它是一只去
世骆驼的克隆版本。“因贾兹”健康地长
大，并于2015年生下了小骆驼。

猴：2018 年 1 月，两只名为“中
中”和“华华”的克隆猴在中科院神经
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诞
生。两只小猴都很健康。

（据《参考消息》）

7种克隆成功的哺乳动物

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分析了30
种灵长类动物的睡眠情况，发现人
类是其中睡得最少的，也是实际睡
眠时间与理论睡眠时间差异最大

的。从体重、脑容量、饮食结构和生
活方式等因素来看，人类平均每天
应该睡9.55小时，但实际只有7小时
左右。

在灵长类中人类睡得最少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宏观进化研究组哈拉尔德·施耐德研
究员，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菲利浦·多
诺霍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合作，发现

最早的陆地植物起源于距今5.15亿年
至4.73亿年前的寒武纪中期至早奥陶
纪，这比此前据化石估测的时间提前
了约1亿年。 （据《文摘报》）

陆地植物或诞生于5亿年前

工作中
的蒋道银。

借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掀起的
热潮，外界世人又重新看到了这个有着特
殊生命体验的职业——文物修复师。据了
解，目前中国从事古陶瓷修复的专业人士
不过200多人，其中被称为修复“大家”的
也就区区几位而已。

古陶瓷修复技艺是一项综合造型、雕
塑、色彩、书法、绘画、化工等的特殊艺术创
作。古陶瓷修复必须一件一件精雕细琢，一
条看似简单的青花线条，在修复过程中仍然
要做到“色分五彩”。整个修复过程包括拆
卸、清洗、补缺、打磨、打底、上色、上釉、做旧
等多个步骤。2011年，古陶瓷修复技艺入
选第三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4年 11月 11日，古陶瓷修复技艺
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项目传承人蒋道银数十年对古陶瓷修
复潜心钻研，其采用瓷片修补瓷器的技术，
至今无人超越，被称为中国古陶瓷修复领
域第一人。蒋道银早年曾在上海戏校学习
舞美设计，在那里积累下来的绘画、造型经
验为后来进行古陶瓷修复提供了必不可少
的条件。

一提到中国瓷器，必然提到闻名于世
的宋代汝、钧、定、官、哥五大名窑器。
2017年10月3日，在苏富比香港2017“俊
雅清凝-乐从堂藏宋瓷粹珍”秋拍会上，北
宋汝窑天青釉洗以2.94亿港币（含佣金）刷
新了中国瓷器的全球拍卖纪录。正因为五
大名窑的瓷器传世不多，而略有破损，必然
身价大跌，需精心修复，方能使五大名窑器
展示其傲视天下名瓷的艺术风采。

元代蒙恬将军图青花玉壶春瓶是国粹
中的精品，无论是“国宝大典”还是“中国陶
瓷大全”等图册均有此瓶较详细的记载。
这款名器1965年出土于湖南省常德县，出
土时已经破损，曾经修复，因工艺粗糙，效
果不甚理想。

蒋道银修复的方案，第一步是进行清
洗，在清洗过程中发现瓶内存有大量沉积
物，沉积物中埋藏两块青花残片，经仔细确
认与该器吻合，这两片珍贵的残片出土后
深藏瓶内半个世纪不为人知，这次修复被
重新利用，而且做到原汁原味，还其真面

貌。第二步是修复，采用无色透明双组分
环氧树脂将两片青花残片粘接复原，残缺
处用瓷粉加合成材料进行补缺。第三步待
器物完整后，做底色、绘彩、上釉、罩光，这
一系列工序均采用机械与传统的手工绘制
相结合的方法，直至最后完成修复。最终，
这款国粹精品重又完好如初。

香港佳士德拍卖公司曾以2000多万
港币拍出了一个明永乐青花扁瓶。在上海
博物馆也有一件同样的珍藏了数十年的明
永乐青花扁瓶，只是因缺耳、缺环、缺颈、缺
盖而长期闲置在库房。此时上海博物馆新
馆已经对外开放，因陈列需要决定修复这
件青花扁瓶，而采用的方法便是古瓷器修
复中最难也最有挑战性的“瓷配瓷”。蒋道
银遍查资料，随后进行传统的手工工艺制
作，其胎釉彩的配方、窑具、窑炉、燃料、火
候必须按照当时当地的风格制作窑烧。烧
制出一批跟原件风格极其相似的瓷片，再
进行挑选。选出其中一部分理想的瓷片，
用微型雕刻机稍作切割打磨，吻合后再去
釉做旧，去掉新瓷的极光，做出自然老化的
效果，然后安装成型。可以说一块瓷片的
复制比一件器物的修复复杂得多。

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原是一堆46
块的碎瓷，最小的碎片只有赤豆大小，是出
窑时因有瑕疵，为杜绝流入民间，被督窑官
残酷地击碎埋于地下。经蒋道银之手，修
复得完好如初。

从业40余年来，除了上面几件代表作
品，在蒋道银手中“复活”的还有唐彩绘侍
女俑、元青花凤首扁壶、明成化素三彩鸭形
香薰等国宝级古陶瓷600余件。在陶瓷器
修复行业内，历来是父子相袭、师徒相传，
没有特殊原因一般不传女性。而上海直至
上世纪70年代有的老艺人仍拒绝传授，故
有些技术因老艺人的去世而失传。

如今在蒋道银的门下，他的学生有许
多是女孩子，“女孩子做事心细，沉得住
气”。2012年起，蒋道银担任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教授，同时为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文
物商店、收藏爱好者做示范讲学，他将自己
的时间花在了讲课和总结经验写论文上，
同时还进行修复工作的科研项目研究。

（据《上海政府网》）

明
永
乐
青
花
扁
瓶
修
复
。

北京出土的元青花凤首扁壶修复。

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修复。

精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