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
放40年来的重要经验和启示，也是我们面
向未来、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方法。

不久前，国家博物馆的一场“影像见证
40年全国摄影大展”，吸引了众多前来“怀
旧”的观众。216幅作品，以镜头见证了40
年来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也在纷纭的时代记
忆中，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从
1987 年广州街头用“大哥大”的女士，到
2017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上
挥舞着中国国旗的两名中国留学生，透过镜
头人们不难发现：改革与开放，这两条主线
的交织，让中国变得流光溢彩。

“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

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
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
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回溯40年波澜壮阔的不凡征程，我国改革
开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结伴
同行、相互促进。从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创立
到浦东的开发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自贸区、自贸港
到修订负面清单、大幅放宽外资准入限制
……改革行动与开放举措彼此激荡、形成合
力，让经济引擎迸发出强大动力，推动国家
在现代化道路上加速追赶、书写辉煌。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英国剑
桥大学研究员马丁·雅克说，中国改革开放
是“20世纪最重要事件之一”。40年前，中

国铁路运营里程约5万公里，绝大多数火
车时速只有40公里。今天，中国铁路运营
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
约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66%。今天的中国，
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
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
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
上。中国为什么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我们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
泳，以开放的姿态面对风险挑战，通过经风
雨、见世面，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
放40年来的重要经验和启示，也是我们面
向未来、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方法。主
动作为、推动开放，才能拥抱发展新机遇，

创造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也是改革，要寓

改革于开放之中。可以说，每一轮的改革总
是伴随着新一轮的开放，而更深层次的开放
总是推动着改革进一步迈向纵深。今天，中
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向内
看，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进一步冲破思
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
激发制度活力、激活基层经验、激励干部作
为，都需要以开放促改革。向外看，国际局势
复杂多变，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多，如何更好
利用世界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需要
向开放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中国坚持对外
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发

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坚定不移地以
开放促改革、向开放要动力，我们才能迎来
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用自身的发展实绩有力诠释了开
放的价值意义，也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告诉世
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四十载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四十载风
雨兼程、不畏艰险，“中国号”巨轮在劈波斩
浪中行稳致远，日渐驶入更加开阔的水域。
以永不停滞、永不懈怠的干劲涵养开放的气
质与能力，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全面深
化改革注入新动能，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必将永葆生机活
力，中国的发展成就必将给世人带来更多智
慧启迪。 （据《人民日报》）

开放促改革，增添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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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达·芬奇是“文艺复兴人”中的佼
佼者。除了画家的身份，达·芬奇想做工程
师、军事家、音乐家、数学家、哲学家、建筑师，
他想了解万物，但他清楚的是，“我不曾被贪
欲或懒散所阻挠，阻挠我的只是时间不够。”
尽管如此，达·芬奇留下了6000页各类手稿，
记录了他对世界的精确观察和奇思妙想。

跟此前那些大师的“PPT展”不同，终于，
达·芬奇的真迹《大西洋手稿》第一次在国内
展出了。

15世纪的佛罗伦萨，私生子不准研读希
腊文和拉丁文，而当时的书籍几乎全都用这
两种文字撰写，作为私生子的小列奥纳多，无
法成为当时受人尊敬的医生、律师，或是像父
亲一样的公证人。在家乡度过童年之后，由
父亲操办，他来到佛罗伦萨，拜著名的艺术家
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为师。

小列奥纳多很快乐，韦罗基奥的工作室
太有趣了，这里暂时满足了他那“不可遏止的
好奇心”，他画画、解剖、雕塑、冶金，也可能学
习科学，尤其是几何学——韦罗基奥曾十分
热衷于此。

1472年夏，20岁的列奥纳多注册成为佛
罗伦萨画家组成的协会——“圣路加公会”的
会员，协会的账簿上称其是“列奥纳多·迪·塞
尔·皮耶罗·达·芬奇画家”，这意味着，他可以
独立接活儿了。

当时画家、金银匠收入都比较可观，可
达·芬奇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他长期处于
入不敷出的状态，不是画画难以赚钱，而是他
很难按时完成订单，他总是“走神”，对科学的
兴趣要比对绘画大得多。

达·芬奇不按时完成订单的习惯已众所
周知。（《著名的《蒙娜丽莎》画了4年，并且最

终也没有交付，《最后的晚餐》花了4年时间，
他不是单纯的画画，他是在研究画。

达·芬奇喜欢鸟，他最早的记忆不是母
亲，也不是父亲，而是一只鸟。50岁出头时，
他写了一些有关鸟儿飞翔的说明。他研究过
鸟的飞行方法，从这项研究中，他发现了翼的
大小与人体重量的关系，构想了好几种飞翔
方法，甚至设计了降落伞。

达·芬奇对自己的本事非常自信，在写给米
兰大公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自荐信中，他说：

尊贵的大公阁下：
对于那些自诩为制造兵器的能工巧匠之

人，我充分观察并思考了他们的成就，发现上
述兵器的发明及性能与平常使用的并无二
致。我对他人不抱任何成见，只是想斗胆求
见阁下，允许我将自己的洞见悉数奉上：

1.我规划建造的桥梁轻巧、牢固、搬运便
利，可用来追赶或驱逐敌军：同时它也坚不可
摧，可以抵御大火和进攻。这种桥梁可轻易装
卸。我也有良计能焚毁、破坏敌军的桥梁。

2. 在围城之际，我知道如何从城壕中切

断水源，也知道如何制造无数桥梁、掩体、云
梯和其他工具攻城。

……
在和平年代，我的建筑才华也不亚于任

何人，能令阁下称心如意。我能建造公共建
筑和民用房屋，还能引水疏流。

我还善用大理石、青铜或陶土制作雕
塑。至于绘画才能，我也绝不逊色于当今任
何一位画家。 （据《新快报》）

帽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和流行，一直有
不同的说法。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根本
查不到“帽”字，但并不能说当时没帽子。因为
《说文解字》里的“冃”字即指帽子，许慎释之为：
“冃，小儿、蛮夷头衣也。”“蛮夷头衣”就是所谓
的“胡帽”。从许慎的解释中可知，中原成年人
在秦汉时期并不戴帽，帽子是北方少数民族（胡
人）御寒的首服。但这种说法似乎太绝对了，汉
代人也戴帽子，只是没有冠、巾一类首服流行罢
了，当时帽写成“冒”。

《汉书·隽不疑传》记载，刘衎（平帝）当皇帝
的始元五年（公元5年），有一男子乘坐小黄牛
拉的车子来到皇宫北门前。此自称“卫太子”的
男子当时“衣黄襜褕，著黄冒”，用现代的话说，
就是穿着黄棉袄，戴着黄帽子。

在汉代，最喜欢帽子的应是女性。刘衎的爷
爷刘骜（成帝）当皇帝（公元前51年至公元前7

年）时，宫中就出现了帽子。据晋葛洪《西京杂
记》记载，刘骜的第二任皇后、当时相当风流的赵
飞燕被册立为皇后时，刘骜的宠妃、赵飞燕的妹
妹赵昭仪给姐姐献了35件礼物，第一件就是一
顶“金花紫纶帽”——饰有金花的紫色圆边帽。
有学者推测，赵昭仪所献的“金花紫纶帽”可能是
从西域过来的胡帽，可见当时确已存在戴帽了。

如果就“冒”这个字的来历来考证，中原人
戴帽的历史确实很长。在殷商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中，已能找到此字。金文的“冒”字写
作 ，下面的眼（目）代表人的头部，上面便是一
顶帽子。现代考古发现也证实，在陕西临潼邓
家庄新石器时期遗址上，曾出土过一件6000年
前、被视为中国原始雕塑代表作之一的半身陶
塑女性人像，此女便戴着帽子。

中原流行戴帽子，应该从魏晋时期开始。
最早引发中国人“戴帽子运动”的是曹操，为了
解决战争期间物资匮乏问题，曹操设计制作出
简易的帽子“帢”，此即晋张华《博物志·服饰考》
所称：“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帢，于是遂废，唯二
学书生犹著（巾）也。”

帢，可以说是中原人发明的第一顶流行帽
子。帢以“以色别贵贱”，曹操将白色定为最高
贵的颜色，“白帢”遂成时尚。但这种白帽子后
遭强烈非议，东晋人干宝即认为，“缟素，凶丧之
象也。”所以，《晋书·五行志上》将白帢列为“服
妖”。不只帽子的颜色不吉利，“帢”细究也是凶
字。史家称：“帢”字“毁辱之言也，盖革代之后，
劫杀之妖也”。帢读“恰”音，与掐死之“掐”音

同，注音时正好可与“劫杀”二字反切。白帢因
此遭冷落，后渐演变成为丧服，此即如今孝子所
戴“白孝帽”的由来。

古人并不将冬天戴的帽子称为棉帽，而叫
“暖帽”，这一叫法在唐代使用最广。宋元后棉花
普及种植，中间则填棉絮，遂成真正的棉帽。风
帽其实是据胡帽设计改进的，在南北朝时已出
现。由风帽改变而来的“突骑帽”是南北朝时期
北方人冬天喜欢的又一式样，戴这种帽子另需在
头顶系结布带，将发髻扎住。在唐代，最受欢迎
的还是“胡帽”，此系列中的“蕃帽”为当时最流行
款式之一。蕃帽是从西域过来的最好的“进口
货”，帽两边有护耳，又称“搭耳帽”，冬天垂下来，
刚好把两只耳朵护盖上，保暖性能很好。

宋代时胡帽遇冷，汉魏时期大为流行的头
巾再一次兴起。不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文人、
官宦都喜欢扎头巾。这些所谓的巾其实上是软
帽子，如以前属于巾类的幞头，虽然宋代仍呼其
名，但早已变成了帽子。

帽子在明朝开始大普及，明清时期人们冬天
除了着棉袄，穿棉裤，还戴棉帽。明代最为大众
化的帽子则是名叫“六合一统”的小圆帽，它比

“四方平定”巾出现要早。此帽由裁为六辦的等
比例布料缝合而成，下缀一道帽檐收口，官称“六
合一统”。 这种帽子因纹线、形状如西瓜，俗称

“瓜皮帽”。这种瓜皮帽由朱元璋亲手设计。明
陆深《豫章漫钞》记载，“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
缝，下缀以檐如詹。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
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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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冬季戴帽子有讲究

同样是球形的水果，苹果和梨的果肉，
越靠近中心，甜度越低；西瓜则相反，越靠
近中心，甜度越高。

从分类上来说，苹果和梨属于梨果，我
们吃到的果肉，主要由它们的花托与花萼
筒发育而来；靠近种子，感觉酸的，则发育
自另一部分——子房。而西瓜则属于瓠
果，且是瓠果当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我们
吃的瓜瓤，是它膨大的胎座——简单来说，
可以认为是产生种子的地方，即植物胎盘。

这也能解释为何西瓜的瓜籽分散在瓜瓤
中，而哈密瓜、南瓜、黄瓜等其他瓜类，瓜籽都
集中在中心部位：因为它们并无发达的胎座。

现阶段一般认为，果实积累糖分的方
式有3种：首先是淀粉转化。先积累淀粉，
然后降解为可溶性糖，如香蕉。其次是直
接积累。不经过淀粉，直接积累并运输糖
分，如西瓜。再次是中间型。可以认为是
上述两者的过渡或综合体，比如苹果和梨。

苹果和梨的合成途径可能其实更倾向于
淀粉转化。且果实发育初期，因为本身含有叶
绿素，所以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光合作用合成糖
类，这或许是造成外层果肉味道更甜的原因。

对于西瓜而言，糖分则是经由叶片合
成，向果实传输；且早期以葡萄糖和果糖为
主，成熟后期则在果实内部大量积累，并合
成蔗糖。这也可能导致内部的糖分浓度高
于靠近表皮的部分。 （据《奥秘》）

西瓜越靠近芯越甜

即使你自己还没有做好跑马拉松的
准备，你的细胞也已经准备好了。根据最
近的一项研究，人体的每个细胞都携带着
一种或许有助于我们的肌肉在长跑时达
到最佳状态的突变。

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已知最古老的
基因差异之一可能有助于古代的原始
人类——以及现代人——在长跑方面表
现出色。为了了解这种突变是如何发挥
作用的，科学家对经基因改造拥有这种突
变的老鼠的肌肉进行了研究。对老鼠来
说，这种突变提高了运动中肌肉的氧气水
平，增加了耐力，减轻了总体肌肉疲劳
度。研究人员猜测，这种突变在人类身上
或许会发挥类似作用。

得益于许多为适应环境而出现的生
理变化，人类变得擅长长跑——进化出长
腿、能出汗以及毛发退化都帮助我们提高
了耐力。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细胞和分子医
学研究人员说，有了这一新发现，他们“找
到了人类这一不同寻常的变化的首个分
子基础”。

大约200万到300万年前，当原始人
类开始离开森林到广阔的大草原上觅食
和狩猎时，人类的祖先体内的 CMP-
Neu5Ac羟化酶（简称CMAH）基因发生
了突变。这是我们所知的现代人类与黑
猩猩之间最早的基因差异之一。

（据《参考消息》）

人类天生能跑
或缘于基因突变

下雨时，空气的湿度会增加，同时，空气
中负离子含量也会增高。这是因为雷电可以
产生大量的负离子，同时雨水和空气的摩擦
也会产生负离子。负离子的增加会明显改善
人体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和呼
吸系统的功能，使人更为舒适，同时负离子还
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让人容易入睡。

有研究发现，当雨声进入大脑时，大脑会
无意识地放松下来，产生α波，这样的状态很
接近人体睡眠时大脑的状态。下雨的沙沙声，
其声频一般位于0~20千赫之间，人们常常对
这个范围的声频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称这种
声频为“白噪音”。这种噪声在功率频谱上呈
现出一种均匀分布的状态，使人们对这些和
谐的“噪音”非常敏感，可以弱化那些令人烦
躁的声音，这样就使得人的心情变得舒缓了。

人体的松果体会分泌一种与睡眠有关
的激素——褪黑素，它的特点是在黑夜或者
光线暗的时候分泌。雨天由于乌云将阳光
挡住，环境变得昏暗，这时松果体分泌的褪
黑素增加，让人体产生困倦。同时，我们的
眼睛也会产生一种与睡眠有关的蛋白质，光
线越暗，这种蛋白质的合成就越多，伴随而
来的是人的困意增加。 （据《大众卫生报》）

下雨天睡觉更舒服

10月 10日，华大基因在深圳国家基
因库正式对外发布一项迄今为止最大规
模的中国人基因组学大数据研究成果。

研究小组确定了6个在地区纬度方
向上受到强烈自然选择的基因，它们在基
因频率上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充分展现
了饮食、气候、病原体等环境因素对中国
人群的演化所起到的选择作用。

比如，由于古代在北方、西北等地区
如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地可能由于蔬菜
获取比较困难，导致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
们肉类摄入比例较大，因此，促进脂肪代
谢率的等位基因在这些地区有明显富集
的趋势。

与机体免疫功能相关的编码红细胞
补体受体 I的基因CR1呈现了南方富集
的现象。古代中国南方被称为南蛮瘴气
之地，自然环境恶劣，病原微生物尤其是
疟疾盛行，因此对于生存于该地区的人在
免疫力方面有较高的要求。

此外，与耳垢干湿、体味（如狐臭）、大
汗腺分泌等相关的ABCC11基因，也呈现
了明显的南北方选择差异。除了部分广
西、广东和海南的中国人没有这个基因突
变之外，绝大部分生活在北方温带气候地
区的人们都有这个基因突变。突变结果表
现为干性耳垢、体味较小、大汗腺分泌较
少，这样可能更有利于北方的生存环境。
而在南方，则没有这方面的自然选择压力，
从而使野生型基因在南方长久地遗传下
来。 （据《文摘报》）

南北方六大遗传差异
首次被揭示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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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英国的科学家携手，对近
3000名参与者的13项空间能力测试数
据（有关机械思维、心理旋转等）进行了分
析。参与者皆为19至20岁的双胞胎，他
们自一出生便参与了这一大规模研究。

研究的组织者表示：“此次以及早先
的很多次研究显示，男性在所有空间能力
测试项目中的平均得分皆超过女性，分差
接近16%。这表明，空间感跟其他某些特
征不同，例如智商，后者基本是男女均等
的。”

学者们认为，男性在空间感测试中胜
出，无法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最有可能是
基因或者社会文化因素所致。这或许是受
到自古以来形成的男女劳动分工的影响，因
为狩猎一直以来都是男性的天职。

（据《参考消息》）

男性的空间感
强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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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物总共有多重？

以色列和美国研究人员最近报告说，
他们综合数百项研究的数据，对全球生物
量进行了迄今最全面的普查，估算出，目前
地球全部生物量相当于5500亿吨碳，其中
植物占了大头，约为4500亿吨；其次是细
菌和古细菌，分别为700亿吨和70亿吨；
蘑菇之类的真菌为120亿吨；海藻、变形虫
等原生生物为40亿吨；包括人类在内的全
部动物不足20亿吨，大部分来自昆虫、虾
蟹等节肢动物以及鱼类。

容易晒黑是遗传造成的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发表的一项基
因学研究显示，暴露于阳光下的皮肤会晒
伤而不是晒黑。此前研究已发现，是否易
晒黑与遗传因素关系很大。而一个人暴露
在阳光下后，皮肤会晒伤还是晒黑，至少在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基因位点的变异。

长期孤独导致脑区发生变化

美国《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长
时间与社会隔绝会导致哺乳动物的脑区发生
变化。研究人员发现，被“禁闭”2周的小鼠出
现显著的行为变化，包括对陌生小鼠攻击性
增强、有持续性的恐惧表现、对威胁性刺激更
加敏感。如果小鼠经历的是24小时这样短
期的社会隔绝，不会出现显著的行为变化，长
期隔绝才会导致上述变化。（据《科技日报》）

■探源

■百科

古代的“突骑帽”“瓜皮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