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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个暑期，青少年读者在畅游科

技世界、吸收相关科学知识的同时，助力自

己的梦想起航。”近日，“用科普讲好中国式

现代化故事——2023年大手拉小手科普报

告汇”国之重器系列讲座在闵行区大零号湾

图书馆启动，“国之重器——舰船科普丛

书”主编张毅如是寄语。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

世界、重塑生活，航空母舰、国产大飞

机、天问一号、中国天眼……一件件“国之

重器”为中国发展提供动力，一批科学大咖

撰写的科普读物也集中在沪出版。其中“国

之重器——舰船科普丛书”由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推出，面向青少年科普全谱系舰船知

识，由近200位从事舰船及海洋工程科研、

设计、建造的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花费近

三年编撰，涵盖航空母舰、潜艇、护卫舰、驱

逐舰、航天测量船、海洋科考船、挖泥船等军

用、民用主要船型。

暑假期间，这一系列讲座将以“中国远

‘舰’，追梦启航”为主题，以舰船为主线，举办

有关航母、补给舰、医院船、核潜艇、两栖攻击

舰、邮轮、科考船、液化气船等诸多舰船趣味

科普讲座，邀多位中国造船行业专家科普“国

之重器”背后的故事。

有统计数据显示，青少年科普百科类图

书20年来首次超过儿童文学，成为青少年

读者的首选。当科普阅读渐成“刚需”，科学

知识究竟要怎么讲给孩子听？越来越多出

版人意识到——科普不仅是把科学概念说

清楚，有趣有料的科普读物布满知识点和干

货，也具有趣味视角和人文情怀，凝聚着做

书的匠心——从作者的专业性到素材选择

的高标准，从知识体系的严谨性到语言表达

的反复打磨，都马虎不得。

“国之重器——舰船科普丛书”以一线科

学家视角普及前沿知识，以大家写“小书”形

式深入浅出阐释何为科学家精神，有助于启

发鼓励青少年探索未知，开阔科学视野，增强

科学思维，激发更多小读者的好奇心、想象力与探求欲。

比如，专家王建方、陈德耀带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主题讲座，介绍潜艇发展现状、设计原理、装备、结构等，与青少

年畅想中国潜艇的强国未来。“核潜艇无需携带燃油，一个高尔

夫球大小的铀块就可以让排水量几千吨的核潜艇持续航行几万

海里，常规动力潜艇航行这一距离则需要消耗近百节火车车厢

的燃油。因此，核潜艇节省出来的空间可以用于装载弹药等更

重要的物资。”“为了适应在深海里航行，核潜艇的外形也十分独

特——钝钝的头部、圆圆的身躯、尖尖的尾巴，身背背鳍，活似

‘海中杀手’鲨鱼。”深入浅出的通俗解读，加上形象生动比喻，令

现场“小军事迷们”印象深刻。

“回顾我国国防工业，特别是中国造船的历史成就，深海装

备、核潜艇、航母‘三舰客’驶向深蓝，助力新时期的国防建设。”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席专家、报告团团长田小川感慨，“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越来越多学子对船舶与海洋发展，特别是对我国

舰船建设与发展感兴趣，令人欣慰。”

原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所长梁启康以中国国产航

母的发展史为核心，自中国百年航母梦的缘起讲起，讲解航母的

发展历程、现状概览、构造特点与未来发展趋势等，让读者全面

认识我国航空母舰和科技发展情况。李刚强研究员则聚焦“现

代海军的坚强后盾——补给舰、医院舰”主题，解析支援舰的重

要作用以及发展历程。

据悉，系列活动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上海市科学技

术协会指导，由市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会、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

海图书有限公司等主办，大零号湾图书馆承办，共举办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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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夏夜的小马路边，沿街铺面简单的小

房间，满满的光晕洒在小提琴和大提琴的琴身

上，勾勒着画面中青年男女的身影，还有马路

对面席地而坐的听众，乖巧的柴犬，偶尔穿过

镜头的来往车辆……这是在安化路73号的一段

即兴音乐演出场景，连日来在演出者的视频号

上获得了80万的点击量，1.8万个点赞，评论

区更汇聚了各地网友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

对上海这座城市艺术氛围与浪漫气息的认同与

喜爱——

“上海马路边的小确幸，简陋的舞台，喧嚣

的马路，阻挡不了美好的流淌与传递”“你们的

琴声与隔壁的门窗作坊一点都不违和，是这黑

夜里最柔美的一束光”……这则视频中的女主

人公是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与音乐剧双专业毕

业的新派弦乐手邓寅莹，小提琴专业师从上音

“一代宗师”俞丽拿教授的她年仅25岁。作为视

频的发布者，她这两天“根本忙不过来”，但还是

会尽量抽空认真回复网友们纷至沓来的留言。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

雀跃。她说，这一晚，与男友也是视频中的大提

琴手王嘉衍一起演奏、与城市夏夜中的路人一

起享受音符的画面，将成为她人生中值得珍藏

的美好回忆。

简笔画般的临街店铺传来即兴琴声

“见过各种剧场舞台灯效的绚丽，却更中意

这万家灯火的温馨，犹如简笔画般的临街店铺，

没有大师娴熟的技巧，却不乏热爱的灵犀。”“这

一幕堪比动画片里的定格画面美爆了”“这是我

心目中的大上海啊，我要去上海！”安化路73号

传来的悦耳琴声，与马路、店铺、过往车辆和欣

赏音乐的路人所构成的上海城市美好图景，感

动了无数网友。

“不是商演，也没有考虑过舞台大小或者有

无酬劳，我们单纯地想要享受演奏时的快乐。”

小提琴手邓寅莹说，这场在简朴到近乎空无一

物的店铺里的演出，是她和王嘉衍应“Together

SocialClub”团队之邀而来。出乎这对因音乐而

结缘的情侣预料的是，他俩充满烟火气的演奏

场景，还有音符里流淌的浓情蜜意，不仅获得了

在场路人的极佳反馈，还让全网百万网友感同

身受。甚至，还带火了一墙之隔的纱窗店，毕竟

很少有“纱窗换纱”的字样出现在弦乐组合的演

出画面中。

《爱的礼赞》《卡农》《Flymetothemoon》

《Awholenewworld》《Can’ttakemyeyesoff

you》……演出当晚，邓寅莹和王嘉衍合作了十几

首曲目。“观众都很开心，气氛越到后面反响越

热烈。我们临场加演了好几首曲目，每一次谢

幕会收到越来越多‘安可’（要求返场）的声音，

感觉太棒了。”邓寅莹说，她上传的这段视频就

是返场曲目之一，甚至没有谱子，是自己和男友

随着那一刻的情绪，心意相通一起“玩”出来的

音乐。“其实，那天演奏的时间为晚上七点至八

点，声音的分贝也不高，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每

当有车辆行驶过时，我们就被迫来个几拍‘休止

符’。”就像邓寅莹所说，与其说是殿堂级艺术

的经典高贵，更多网友在这段视频中感受到

的，是生动音符和街巷市声所激荡出的美妙

“协奏曲”。

“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一点浪漫，有

一点喧嚣，又有一点安静。”夏夜晚风中如诗如

画的上海风景感动了每颗温热心灵，评论区的

一条条精彩留言，如拼图一般，一句句拼出人们

对生活对城市的美好定义。

艺术的气息在夏夜的上海可观可感

“生活无处不艺术。”这是上海安化路73号

即兴音乐演奏视频下的高赞留言。也有网友评

论：“在夏季纳凉的同时，将艺术文化渗透给路

人，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弄堂里集体

观看电视的状态。”就像画面中席地而坐、为美

好音符而鼓掌的青年们，这就是充满烟火气的

音乐，带给城市的小小感动和真实快乐。

“看到这则视频，我挺感动的，想起了自己

求学时的画面，小时候在农村的院子里和小伙

伴一起唱歌，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我们对音乐

和生活的热爱，是非常自然、不刻意的一件事。”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

示，正是片中的青年音乐人心怀这份对音乐的

热爱，让这则视频获得了大家的喜爱。“我的第

一感受就是好温暖，好有亲和力。”上海音乐学

院教授、作曲家赵光说，让音乐走出殿堂回荡在

听者的耳边，是不少当代作曲家所渴望的。“其

实，很多艺术家都希望拉近观众和舞台的距离，

你看这则视频，店铺把门打开，音乐人在其中演

奏，对面是坐着休息赏乐的老百姓，一切都是那

么自然和生活化，艺术的气息在这座城市里可

观可感。”

安化路73号所发生的美好画面，是上海这

座国际大都市充满包容和活力的一个缩影。就

以视频中的演奏者邓寅莹和王嘉衍为例，他俩

是沪上一支时髦的年轻乐团——山泽乐团的成

员。团员们一起拉琴、完成头脑风暴，邓寅莹本

身还是一名活力四射的舞者，所有人都愿意尝

试和参与各种风格的演出，探索古典乐器以现

代语言发声的更多可能性。“我们是一支自由和

随性的乐团，不局限于演奏古典音乐，同时也具

备对布鲁斯、爵士、摇滚、流行、电子等音乐风格

的演绎能力。”邓寅莹告诉记者，因为安化路73

号演出的视频火了，也让他们萌生了更多的新

想法。“未来，我们也会做更多新的尝试，参加各

类新鲜而富有挑战的音乐项目，让艺术走进更

多人的身边。”

这则传递美好的视频还在持续发酵。它让

廖昌永、赵光等艺术家、教育家看到了年轻的

音乐从业者的朝气蓬勃和最朴实的初心。“无

论面对音乐之路上的成功、失败还是挑战，希

望我们的学生能一直保持对音乐的热爱，保持

学习音乐时候的初心，也希望我们的观众们能

保持平常心，给他们更多成长的空间。”廖昌永

说，“音乐学子无论是在学校里学习还是走向

社会，都要明白，感人的音乐都是从心底里、从

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为什么音乐家要深入生

活去采风？因为古典音乐不是像以前很多人

认为的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艺术，离人们的生活

很遥远，她本就应该是扎根于生活、来源于生

活又高于生活，从而激荡出打动人心的力量。”

一段街边拍摄的音乐短视频引来百万网友围观

安化路  号响起即兴演奏，这是独属上海夏夜的浪漫

13个省市41家博物馆参展，展出的

180件精品文物中一级文物64件，大量国宝

首次来沪……“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

明 ·考古文物精品展”昨日在中国航海博物

馆开幕。展览横贯东西6300公里，纵横上

下万年，以三星堆遗址、马王堆汉墓、曾侯

乙墓、海昏侯墓、“南海Ⅰ号”沉船等34项重

大考古发现实证——长江是泱泱中华的文

明之源，也是通达海域的黄金水道，谱写了

“江海共潮生”的华美乐章。

这是中国航海博物馆开馆以来一级文

物最多、珍贵文物占比最重、参展单位最广

的展览，观众足不出“沪”便能饱览吴王夫差

剑、越王鹿郢剑、国内仅存的商代青铜象尊、

三星堆遗址最具特色的青铜人头像，永久禁

止出国（境）展览的季札挂剑图漆盘等国宝

重器，了解长江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

多元共生，中华文明的重要
起源地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横贯东西，连通

陆海，先民逐水而居，早在石器时代和青铜

时代就已孕育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本次展

览显示：“中华第一舟”——目前发现的我

国最早独木舟，出土自浙江萧山跨湖桥遗

址，距今约8000—7500年。此次展出的一

件新石器时代木桨，出土自浙江余姚田螺

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据介绍，该遗址中

出土了近30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木桨，

其中多数比较完整，且大部分出土于河岸

附近。由此可知，当时在长江流域已有原

始的舟船，通过水路驾舟出行是南方水系

发达地区的重要交通方式。

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主要代表

的古蜀，是夏商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

心，神秘诡谲、极具特色。展厅入口显眼

处，一件辨识度很高的青铜人头像，是三星

堆遗址中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头像方

颐，粗眉，立眼，蒜头鼻，阔口，大耳，耳垂穿

孔；颈较粗，前后呈倒尖角形；平顶编发，头

发向后披，发辫垂于脑后，上端扎束。“沉睡

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出土的大量

造型奇特、不见于中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

青铜像，作为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的祭祀礼

器，反映了古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神秘

的宗教信仰。

展览现场并排呈现的数件出土自不同

遗址的玉琮，说明数千年前，长江上游与下

游的先民便以大江为纽带，开始了交流与

往来。玉琮是古代社会重要礼器，以长江

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最为典型。三星堆也

曾发现玉琮，金沙遗址更是出土27件玉琮，

部分玉琮的形制、纹饰与良渚极为相似。

此次亮相的战国越王鹿郢剑，亦是长

江流域密切联系的有力见证。此剑剑格两

面均有错金铭文，正面为“越王越王”，

反面为“者旨於睗”，於睗即鹿郢。据《竹

书纪年》记载，鹿郢是越王勾践之子，公元

前464—前459年在位。长江下游吴越地区

喜将暗纹刻于兵器上，这种装饰方式最早

见于西周，剑的圆茎也具备强烈的吴越文

化因素，春秋晚期已盛行于吴越地区，然而

此剑发现于长江中游的楚地。本次展览内

容策划蔡亭亭告诉记者，具体原因目前学

界尚无定论，可能为战争、礼聘往来等造

就。而出土自安徽马鞍山朱然墓的季札挂

剑图漆盘，底部用朱红漆书“蜀郡造作牢”

五字铭，证实其产地在蜀地。

随着独木舟进化为木板船这一造船史

上的重大技术飞跃，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以

及更广阔区域的交流也日益密切。此次展

出的一件出土自湖南醴陵狮形山的象尊，是

国内仅存的商代青铜象尊。目前商代青铜

象尊仅发现3件，另外两件流失海外，此件是

唯一一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尊呈象形，为

酒器。象鼻与腹相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椭

圆形口，酒可以从此注入。器上装饰有龙、

凤、虎、兽面等纹饰，尤其是象鼻处的凤鸟和

虎纹，可谓匠心独具。殷商时期，商人南下

带来的青铜铸造技术，使湘地进入青铜时

代。在湘江流域，宁乡、醴陵等地出土的独

特动物造型和纹饰的精美商周青铜器，揭开

了消失方国的神秘面纱，被学术界誉为“中

国南部商周青铜文化中心”。

战国时楚国将军庄蹻顺江来到滇池，

建立滇国，使云贵的水上交通从此发轫，沟

通了西南地区与长江中游。云南出土的充

满个性的古滇青铜器，展现了长江上游亚

洲十字路口上的特色青铜文化。此次亮相

的一面硕大的广南羽人船纹铜鼓是迄今云

南发现的最大、也最能表现当时滇人青铜

文化的铜鼓。鼓身图案精美，雕刻有四组

羽人竞渡纹，船身狭长呈弧形，反映了当时

古滇人的造船技术。

江海和合，中外交流的前沿
和高地

多元共生的长江流域不仅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起源地，自古以来也是中外交流的

前沿和高地，在与海洋文明的贸易往来、文

化互鉴、技术交流传播等方面走在前列。

考古资料显示，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就开通

了从四川经云南西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

交通线，直通中亚和西亚。印度洋地区的

齿贝、象牙等经此传入巴蜀。

海贝是中国文明社会初期进行商品交

换的原始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展现开端

展出的商代海贝出土自三星堆遗址3号祭

祀坑。据透露，三星堆出土了数千枚海贝，

其产地为印度洋沿岸或太平洋沿岸。且越

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的凹刃玉凿、有领玉

璧、玉璋等也与三星堆出土物样式一致，可

见古蜀国很早就与域外发生联系，所经通

道应是早期的南方丝绸之路。

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汉朝人经海上

丝绸之路前往海外的贸易，主要就是用黄金

和丝绸作为硬通货，与海外诸国交换“明珠、

璧流离、奇石异物”，黄金因此大量流通。西

汉视黄金为上币，除继续使用前朝饼形金、

楚金钣外，还仿铸饼形金、金钣，新铸褭蹏

金、麟趾金。此次亮相的褭蹏金出土自海昏

侯墓，为仿天马之足所铸，状如马蹄，俗称

“马蹄金”，前壁高后壁低，呈一斜面，底为较

为规整的圆形。海昏侯墓位于江西南昌，为

刘贺之墓，迄今已出土1万余件（套）文物。

墓中随葬大量黄金，出土有饼形金、褭蹏金、

麟趾金、金钣，合计115公斤，是迄今中国汉

墓考古发现黄金数量最多的一次。

隋唐宋元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

心南移至长江流域，与海外的物质与文化

交流越发密切。江海和合，共同谱写交流

互鉴的文明华章。仅以瓷器为例，长江流

域的重要外销瓷窑口就有长沙窑、景德镇

窑、吉州窑、赣州窑、洪州窑、繁昌窑、寿州

窑、越窑、龙泉窑、德清窑、婺州窑等。

“中国航海日来临之际，在江海交汇的

上海举办此次‘长江与海洋文明’主题展览，

既是回顾，亦是展望。作为长江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长江流域将

肩负起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的全新

使命。”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陆伟说。

长江与海洋文明 ·考古文物精品展以重大考古发现实证

长江是泱泱中华文明之源
也是通达海域的黄金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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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夏夜的马路边席地而

坐的听众，乖巧的柴犬……安

化路73号传来的悦耳琴声，与

马路、店铺、过往车辆和欣赏音

乐的路人所构成的上海城市美

好图景，感动了无数网友。

（均邓寅莹供图）
制图：李洁

▲商代青铜人头像。

▲17世纪开始，茶

叶和中国茶具通过海运

大量销往欧洲。

 唐代伎乐飞天纹

金栉。

（均中国航海博物馆供图）
制图：张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