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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澎 见习记者 李晨琰

基普·索恩等三位科学家提到了四个窗口， 未来 15 年内可以通过它们对宇宙中发出的引力波进行观测。 上图分别为： ①升级后的地面引力波探测器， 包

括 LIGO 以及全球不同地方设立的新观测点。 ②拟于 2030 年发射的欧洲空间局 （ESA） 的 LISA 探测器， 用以检测地球上不可能探测到的低频引力波信号。
③2020 年将形成的全球脉冲星阵测时阵 PTA 项目， 通过它可以看到频率更低的引力波。 ④已经建造及正在规划中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 观测项目，
坐落于智利天文台、 美国南极极点科考站以及中国阿里地区。 （索恩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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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买菜做饭，大到飞机制造，千克都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质量计量单位。1 千克代表多少质量？或者更

确切地说，多少质量相当于 1 千克？ 明年开始，这些问题的

答案将不再是熟悉的回答。
198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克劳斯·冯·克里青（Klaus

von. Klitzing）在第三届“复旦科技创新论坛”暨第二届“复

旦—中植科学奖”颁奖典礼上透露，将于明年 11 月召开的

第 26 届国际计量大会将最终审议新的国际单位制 （SI）修
订案，届时安培、千克、开尔文和摩尔四个基础单位将获得

更严格的定义。

国际千克原器将逐渐被取代

“我们都知道千克是基本的质量单位， 它的测量方法

用于许多其他数学和科学计算。 科学家们相信， 我们已

经 习 惯 了 超 过 140 年 的 旧 的 测 量 千 克 的 方 法 是 有 缺 陷

的！” 克劳斯·冯·克里青指出， 在 1875 年之前， 科学家没

有标准、 统一的测量方法来精确地建立质量单位， 随后他

们通过制造一个叫做 “国际千克原器” （IPK） 的圆柱形

物体来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计量局主观裁定以国际千克原器为标准确定千克

的质量，IPK 由一种铂合金制成， 这种合金叫 “90Pt10Ir”，即
90%的铂及 10%的铱（按质量比）；然后把这种合金用机器制

作成高度和直径均为 39.17 毫米的直立圆柱体，代表 1 千克。
随后，国际计量大会确定了国际通用的国际单位制，简

称 SI 制。 米、秒、千克、安培、开尔文、摩尔和坎德拉被确立

为七个基本单位。
19 世纪 80 年代，大约有 40 个国际千克原器复制品被

分发给签署了《米制公约》的国家，而主要的原型存放于法

国巴黎的国际计量局总部。每十年，国际计量局便会观测该

国际千克原器。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员发现国际千克原器

的某些官方复制品在 100 年内增加了 50 微克，或者说国际

千克原器少了 50 微克。
这一改变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个世界需要标

准化和规范化，微小的变化累积起来的误差会很惊人。 ”克
劳斯·冯·克里青表示， 国际千克原器的变化不仅仅会对计

量本身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其它标准的建立。因为千克也被

用来作为其它度量衡的工具。
不过从明年召开的第 26 届国际计量大会开始，这些变

化将变得无关紧要。通过瓦特天平来衡量 1 千克单位，相关

实验对比机械能和电磁能，利用激光来衡量电流和质量。因
为实验采取的测量方式和普朗克常数的使用， 科学家可以

更加精确和稳定地定义千克的质量。
“未来的质量单位普朗克常数推算得出，国际千克原器

也将逐渐被取代。 ”克劳斯·冯·克里青说。

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

不管你信不信， 1 千克缩水了！ 千克和安培、 开尔文、 摩尔新的定义将从

2019 年 5 月开始生效， 所有使用国际单位制的国家都将受到影响。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这些新的度量衡单位， 就算确定之后， 也不会改变我

们现在的日常生活。 将来千克还是千克， 但是我们将会用更为稳定、 更为通用的

方法， 对它们的标准进行界定。” 克劳斯·冯·克里青表示， 重新定义并不会影响

到日常测量。 但是对需要最高测量精度的那些科研工作者来说， 重新定义后的方

案允许他们以多种方式，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以任何规模进行测量而不会损

失任何精度。
“最早的时候， 我们对于质量的定义， 可能跟我们当地的物产有一定的关

联， 比如说多少颗豆子构成多少质量等等， 但是现在全球的标准， 比如说 1 千

克就是 1 立方分米水的质量， 将来我们用普朗克常数， 那么对于所有物理的定

义， 就可以普适于整个宇宙。” 不过克劳斯·冯·克里青也提醒道， “想要永恒

固定 1 千克是不现实的， 毕竟所有的物理实验都是在逐步接近精准与稳定、 趋

于完美。”

未来将有四个窗口探测引力波
五位诺奖得主齐聚复旦科技创新论坛，三位新晋得主获颁“复旦—中植科学奖”

本报讯 （记者姜澎 见习记者李
晨琰） “我们之前任何获得诺贝尔奖

的人都有可能被遗忘 ， 但是这三位教

授将被大家记住。” 这是著名华裔物理

学家、 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对第二届

“复 旦—中 植 科 学 奖 ” 三 位 得 主 的 介

绍。 而这三位获奖者也是 2017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 。 昨天 ， 他们在复旦

科技创新论坛 上 透 露 ， 未 来 15 到 20
年中， 预计会有四个不同的窗口可以

探测宇宙中的引力波 ， 最早可以追踪

到宇宙大爆发初期 ， 宇宙只有现在三

分之一大小时的状态。
2017 “复旦—中植科学 奖 ” 颁 给

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雷纳·韦

斯 （Rainer Weiss）、 基 普·索 恩 （Kip
Stephen Thorne） 和 巴 里 · 巴 里 什

（Barry Clark Bgearish）， 因为他们的研

究使得人类理解宇宙 、 解答人类自诞

生之来就有的疑问成为可能 。 这三位

科学家将分享 300 万元人民币奖金。
昨天 ， 三位获奖者共同出席颁奖

典礼并发表联合报告 《LIGO 与引力波

的发现》。
索恩透露， 未来 15 年， 将有四个

重要的引力波观测窗口在全球不同的

地区开启。 其中包括升级的 LIGO， 拟

于 2030 年 发 射 的 欧 洲 探 测 引 力 波 的

LISA 探测器， 2020 年形成的全球脉冲

星阵测时阵 （PTA） 和已经建造及正在

规划中的智利天文台 、 美国南极极点

科考站和中国阿里地区的宇宙微波背

景辐射 （CMB） 观测项目。 而 LIGO 项

目今年新增日本的观测点， 2022 年还

将新增印度的观测点。
丁肇中在颁奖词中介绍， 雷纳·韦

斯的基础性工作使得 LIGO 系统得以建

立， 他还领导了一期的科学研究， 使之

达到了足够的灵敏度； 理论物理学家基

普·索恩早期就发现了引力波理论的潜

力， 他的研究对发现和解释双黑洞信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奠定了引力波探测

的理论基础， 开创了引力波波型计算以

及数据分析的研究方向， 并对仪器科学

做出了重要贡献； 巴里·巴里什获奖在

于他将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国际的大科

学项目， 领导了 LIGO 的重大升级， 使

得所有频段的灵敏度提高十倍以上， 并

且采用了新型的主动隔震系统降噪， 使

得引力波的探测成功成为可能。
昨天的科技论坛上 ， 世界一流科

学家齐聚一堂 ， 论道全球科技前沿和

创新趋势。 198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 克 劳 斯·冯·克 里 青 （Klaus von.

Klitzing），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技

大学副校长潘建伟分别以 《2018， 重

新定义 “一千克”： 计量学将迎来法国

大革命以来最大变革 》 《打破量子工

程学的壁垒》 为题发表主旨报告 ， 与

现场听众一起分享了相关领域最前沿

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成果。
作 为 著 名 科 幻 影 片 《星 际 穿 越 》

的唯一科学顾问， 基普·索恩昨晚来到

《星际穿越》 观影会现场， 为广大中国

影迷揭秘影片背后的科学故事。
据介绍，“复旦—中植科学奖”由复

旦大学和中植企业集团于 2015 年合作

设立，用以表彰在数学、物理学和生物

医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全球科学家。
复旦科技论坛则重在为科技创新提供

智慧， 本届论坛主题聚焦于大数据、量

子物理和创新创业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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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讲堂

■本报记者 李念 袁琭璐

“华人船王”赵锡成：逆风飞扬的人生
回忆 90 年人生重要瞬间 分享新出传记《逆风无畏》

刚过去的一周， 在纽约的福茂集

团员工并没有看到 90 岁董事长赵锡成

每 天 朝 九 晚 五 的 身 影 。 12 月 10 日 ，
纽约下了第一场雪， 赵锡成在家中与

夫人赵朱木兰的照片道别， 带着小女

儿赵安吉返回了大陆。 在北京和上海，
赵锡成携刚在大陆出版的传记 《逆风

无畏》 分别走访了北大、 清华、 上海

海事大学 。 昨天下午， 当他站上母校

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的演讲台

时， 近 400 位来自社会各界的听众被题

为 《90 年间的 9 个瞬间》 的演讲深深折

服。 这离他 1972 年第一次从美国回到

家乡嘉定已经过去了 45 年。

和年轻人分享
困难就是机遇

赵锡成， 世界最大的散装轮运公

司创始人， 蜚声中美商界、 政界、 慈

善界、 教育界的 “华人船王”， 也是文

汇讲堂 11 年历 史 上 最 年 长 的 主 讲 嘉

宾。 昨天下午， 在由上海交通大学与

文汇报社联合主办的赵锡成传记 《逆

风无畏》 新书分享会暨 118 期文汇讲

堂 《中国文化的力量： 跨世纪的逆风

创业梦》 上， 赵锡成用不改的乡音和

听众们分享了他人生的九个瞬间， 为

了符合中国传统 ， 他又追加了 一 个 ，
并趣称为 “十全十美”。 十个瞬间分别

聚焦： 早产体弱勤锻炼、 父母经济拮

据坚信教育、 受人歧视反弊为利、 练

打乒乓球健身 、 因战争与父母 分 别 、
半年破格升任二副、 四颗炮弹死里逃

生、 在台湾找到恋人朱木兰、 家乡老

宅故事激励女儿们、 在美六年获取硕

士学位。 串联这十个故事的主线就是

“要把困难当成机遇”。
赵锡成认为， 人不要恐惧困难，要

将困难看成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他回

顾自己出身在嘉定马陆镇公孙乡种杏

村时 “仅两间草屋 ，无电无水 、冬季 漏

水 、夏 季 虫 飞 ，根 本 无 法 写 字 ”，但 父

母坚持送他去镇外、市区读书，并最终

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这位九旬老人

趣称自己是个 “贫下中农 ”，遇 到 的苦

很多，回答听众关于如何面对困难的提

问时，也强调首先内心“并不恐惧”。
赵锡成回忆自己 1949 年初到台湾

时在货轮上谋生， 悄悄地学会了二副

的技能， 仅半年就被破格提拔。 同样，
他在美国读硕士， 因为战争无法获得

上海交大的毕业证书， 他便用四年旁

听修学分， 最后感动了圣约翰大学而

被 录 取 为 硕 士 生 。 “我 总 是 问 自 己

‘准备好了吗？’” 这些人生经验也传递

给了他的六个女儿， 他曾对 20 岁的长

女赵小兰说， “你不在美国出生， 不

可以做总统， 但可以做部长。” 这句话

在赵小兰 48 岁时应验了———成为小布

什内阁首位华裔劳工部长， 如今又成

为特朗普内阁的交通部长 。 今 年 初 ，
在被二度推荐入阁时， 她第一时间打

电话给父亲： 我做到了。 在现场， 赵

锡成回想自己 29 岁当上远洋货轮船长

后去新加坡， 那些英国 “老领港” 上

船找船长 ， 对年轻的赵锡成很 不 屑 ，
但在目睹他数次无懈可击的操 作 后 ，
他们肃然起敬。

演讲的结尾， 赵锡成分享其 90 岁

人生从挫折走向成功背后的心得： 世界

是公平的， 努力是必须的， 既然如此，
我们可以把努力当成一种享受， 不幸人

人都会遇到， 关键是 “是否准备好， 接

受挑战”。

乐做文化传播者
中美交流不丢“根”

智慧、 博爱， 这些优秀的 “基因”
在赵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 在小女

儿赵安吉眼里， 父亲如光， 充满着人

生智慧， 而父母恪守中国文化的言传

身教更成为了女儿们的准则。 “要懂

得感恩， 因为感恩是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传统美德，” 赵安吉分享了成长过程

中父母教给她们的做人之道， “我虽

在美国出生、 接受教育， 但是父母一

直教育我们 ‘千万要记住自己的根’，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 如果我

们好好地学习， 能给人以深刻的思想

和底蕴， 同时也能增强向西方传播中

国文化的力度。”
当 1958 年赵锡成去美国念书时，

当地华裔非常少， 必然面对不少的困

难和歧视。 赵锡成坦言， “歧视是世

界性的， 如果应对得好， 可以将它看

成是激励。” 赵安吉清晰地记得父亲送

她去学校时， 那里仅有她一个中国人，
她经常遭到同学嘲笑， 此时， 父亲告

诉她， 不要去争执， 更不能颓废， 而

是要 “prove them wrong” （去证明他

们是错误的）。 他告诫女儿， 要在勇敢

尝试的过程中努力培养自己的兴趣，发
挥出自己的力量。《逆风无畏》书中也透

露了赵小兰担任部长期间遭遇的种种

困难，当她求教于父亲时，赵锡成总会

告诉她“hold on”（坚持住）。
“爱而不骄、 严而不厉”， 赵锡成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国优秀文化

间的精华融入对子女的教育中。 对赵

安吉而言， 她乐做中美文化交流的传

递者。

嘉宾听众感悟深切
“成己成事更成人”

赵锡成逆境成才的励志故事与卓

越的治家之道以 “温情和暖意” 感染

着现场每一位听众。 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

斯宪也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交大求学

时就知晓赵锡成的故事， 赵锡成是美

国最有影响的大学校友会———交大美

洲校友会的负责人， 那时他就在为促

进两国友谊和文化交流而努力。 “学

以成人” 是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
学系教授童世骏对赵锡成人生故事的

解读，他在点评中指出，学以成人内在

地蕴含着成己成人、学以成事，即通过

学习成就自己、 成就他人并造福于社

会。 赵锡成的学习能力、兴趣和勇气与

他的事业成功间有着密切关联，而这种

关联正是学以成事的生动例子。
比起学者的深刻体会， 提前参与

《逆风无畏》 新书 “漂流读” 的四十五

位听友也有着各自的感悟， “无畏不

是无所不怕， 而是带着爱、 感恩与拼

搏 的 精 神 ， 任 凭 生 之 苦 和 艰 难 的 磨

练， 砥砺于人生的逆境” “贵族的家

庭 传 统 并 不 是 源 于 ‘家 庭 物 质 的 贵

族’， 而是源于家庭精神、 信仰、 教养

的贵族”。
讲座结束后的傍晚， 赵锡成一行

流连在上海夜景下， 故乡日新月异的

变化令他感慨万千。 中美之间虽远隔

太平洋但又近在咫尺 ， 在航运 合 作 、
育人交流、 文化沟通中， 赵安吉正循

着父亲的足迹， 不断拉近彼此的距离。
“只要有梦想， 一定可以飞得再

高一点， 走得更远一些。” 赵锡成， 这

位跨世纪的智慧老人， 在前面无言垂

范着。

赵锡成与听众分享他的传奇人生。 袁婧摄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

中宣部等印发通知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中共

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文化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

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通过加强网上主

旋律宣传、深化网上主题教育活动等进一

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
通知要求，要加强网上主旋律宣传，

充分运用各类网络平台，广泛组织开展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宣传， 深入开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中 国 梦 的 宣

传，开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宣传。
要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准确把握网络

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
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用
正确的网络舆论引导思潮、凝聚共识。

通知要求， 要深化网上主题教育活

动，以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充分用好网络手段，通
过网络直播、 网络视频、 网上交流等形

式， 为党员干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搭建网上学习平台。

流落海外的老煤气路灯“回家”了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自去年 5 月发布征集令

以来，已征集到几百件重要文物文献

本报讯 （记者李婷）一款老上海煤

气路灯昨天入藏正在内部试运行的上海

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据悉，这款路灯从美国回流而来，修复后

将与六件复制件一同安装在该馆的庭院

内，作为绿地景观供市民和游客参观。
这是一款五个头的煤气路灯， 装饰

十分精美，由知名影视演员成龙捐赠。据
成龙本人介绍，2007 年他在洛杉矶拍摄

影片期间， 意外邂逅了一批样式奇特的

路灯，顺路找去，看到一家古董店，通过

咨询来自宝岛台湾的古董店老板， 得知

它们是流落海外的上海老路灯， 于是将

它们全部买下运回国。 2016 年，成龙在

沪参加一次文化活动， 最终促成其中一

盏老灯与上海的“重逢”。
路灯是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标志之

一。根据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记

载，早在 1865 年，上海街头就第一次出现

了煤气路灯， 它们被安装在外白渡桥一

带，吸引了众多市民翘首围观，上海不夜

城的美名也由此而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研究部主任裘争平告诉记者，煤气路灯在

上海的使用时间很长，从 19 世纪 60 年代

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此次成龙捐

赠的这盏路灯，根据其形制以及装饰的考

究程度推断，应该是晚一些时候的。 至于

它曾经安放在上海的哪条街道或花园内，
现在还无从知晓，不过，这种老式路灯，曾
经是上海城市的一部分， 历经岁月沉浮，
世事迁转，它又漂洋过海回到故乡，在博

物馆永远地安下了家，这有助于唤起大家

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一直以来广泛征

集各类与上海有关的文物、 文献和重要

史料。去年 5 月，尚在建设中的新馆向海

内外发出了征集令。 据该馆研究员王毅

透露，外界反响热烈，截至目前已经征集

到了几百件重要的文物文献， 其中包括

被誉为 “中国之莺”的著名花腔女高音

歌唱家周小燕上世纪 40 年代在欧洲表

演时穿戴过的旗袍、 手表和使用过的竹

藤箱子， 以及中国合唱指挥泰斗马革顺

使用过的指挥棒、乐谱和演出服等。

老上海煤气路灯入藏上海市历史博

物馆。 本报记者 李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