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1 月 16 日出版的第二期《求是》杂

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

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文章指出：“要聚焦

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

重点领域，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培育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

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构建自主可控产

业生态。”多年来，我国显示技术快速发展，

显示产业升级跃迁，功能丰富的显示屏不断

涌现，持续为数字生活增色添彩。

2022 年 2 月 4 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

行。“致敬人民”环节中，运动员优美地滑行

在浩瀚的冰雪“运动场”上。这个“运动场”，

正是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 1 万多平方米大

地智慧显示屏。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仅打

造出梦幻般的冰雪世界，也让中国显示技术

的创新成果惊艳亮相。

视觉是人类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显示

技术让人类通过视觉获取到的信息呈几何

级数增长。电视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城市建筑的高清大屏、增强现实和虚拟现

实的体验设备……正是各式各样的显示技

术产品，让我们看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大千

世界。

显示技术发展历程

1897 年，物理学家发明了 CRT（阴极射

线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子显示器，拓展

了人类社会信息传递的形式。1939 年第一

台黑白电视机诞生，从此人们不仅可以闻其

声，也能见其人。随着技术成熟，CRT 显示

屏幕越来越大，显示效果越来越好，但存在

笨重、尺寸受限、不能移动等缺点。

液 晶 的 发 明 开 辟 出 显 示 技 术 新 领 域 。

1888 年，奥地利植物学家发现了一种随温度

变化而在固液之间转换的中间态，这种物质

具有液体的流动性，同时在光学上表现出晶

体的各向异性，被称为“液晶”。100 多年后，

液晶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电子表等产品中，

产业化发展初具规模。液晶显示使十几公

斤重的手提电脑降到几公斤，极大地方便了

人们的工作生活。

随着技术进步，TFT-LCD（薄膜晶体管

液晶显示）闪亮登场，它应用广泛，是目前

最 成 熟 、产 业 链 最 完 整 的 主 流 显 示 技 术 。

其典型结构类似三明治，在两片玻璃中间

夹着液晶材料，其中包含上偏振片、彩色滤

光片、液晶层、TFT 阵列基板、下偏振片和

背光模组等 6 个部分。其显示原理是利用

电压控制液晶分子的排列，进而改变光的

偏振性能，实现图像和文字的显示。这项

技术发展迅速，其对比度、分辨率、刷新率、

色域等取得巨大突破，多项显示参数接近

人眼视觉极限，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电

子 产 品 。 近 年 来 ，在 Mini LED（次 毫 米 发

光二极管显示）背光技术加持下，液晶产品

的色域更广、亮度和对比度更高，未来可在

车载、家居、教育、医疗等各类应用场景中

大显身手。

液晶显示高速发展的同时，OLED（有机

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登上舞台。这是一种

具有多层有机薄膜结构的自发光器件，相比

于液晶，具有响应快、高色域、高对比度、可

柔性等优势。2008 年，OLED 显示屏首次在

智能手机上应用，今天已经成功应用于折叠

手机，实现外折、内折、360 度折叠、卷曲等多

种形态。除了手机，平板电脑应用这一技术

也可实现折叠，电视则可以像画轴一样舒

展。当这项技术集成屏下指纹识别、屏下人

脸识别、屏下摄像等功能时，会实现真正的

“全面屏”显示效果。未来，OLED 技术将在

显示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流行的 Micro LED（微米量级发

光二极管显示）技术具有芯片尺寸小、自发

光等特点，在亮度、色域、分辨率、对比度、功

耗、寿命、响应时间、热稳定性等显示性能方

面拥有优势，是一项充满潜力的技术。借助

无缝拼接、可定制化形态的特性，这一技术

可以应用在超大尺寸显示领域，也可以应用

在微显示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

领域。

还有更多前沿显示技术值得期待。量

子点发光显示、光场显示、全息显示等将是

显 示 技 术 的 探 索 方 向 。 另 外 ，在 5G、大 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带动下，

显示技术、显示产业也将发生变革，为人们

提供更舒适、更便捷的视觉信息获取方式。

我国显示产业崛起

我国从 20 世纪末开始探索和发展显示

产业，经过 20 多年“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

新 ”，已 经 成 为 全 球 液 晶 显 示 技 术 的 引 领

者。我国显示产业的崛起，折射出我国从制

造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发展步伐。

这一发展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探索。20 世纪 90 年代，CRT 技术

发展如日中天，但平板显示技术的替代已

初露端倪。国内企业敏锐意识到技术变革

的到来，经过对产业发展方向的研判，正确

选择了液晶显示作为发展方向，1998 年开

始 战 略 布 局 和 技 术 积 累 。 第 二 阶 段 是 突

破。多条液晶显示生产线的成功建立，使

中 国 显 示 产 业 实 现 了 从 0 到 1 的 突 破 ，结

束 了 中 国 大 陆 没 有 自 主 液 晶 显 示 屏 的 时

代，实现全系列液晶屏国产化。第三阶段

是引领。 2012 年，中国大陆显示面板产能

达到全球 10%；2017 年，中国成为显示面板

出货量第一的国家；2021 年，中国在全球显

示 市 场 销 售 额 为 648 亿 美 元 ，总 份 额 达

41.5%。无论是技术实力、产业规模还是市

场占有率等，中国显示产业都已位居全球引

领者地位。

尽管我国在显示领域已经取得显著成

就，但我们依然要重视全球显示产业发展态

势，正视技术、材料、设备等方面存在的不

足，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加快创新步伐。在

新型显示技术布局上，抢占产业发展高地时

不我待，特别要提高关键材料和设备的国产

化率，提升我国显示产业链的自主化能力。

只有加大新型显示技术研发力度，持续加速

产业链上下游国产化进程，才能让中国显示

产业稳步发展。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示并称“一芯一屏”，

在高端制造业中具有重要地位。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里，“缺芯少屏”难题限制了我国显

示产业发展。如今，我国显示技术和产业已

经位居世界前列，曾经动辄上万元的液晶电

视，如今只需几千元就可以买到，实实在在

地为百姓带来了实惠，其背后凝结了无数科

研人和产业人的智慧与心血。

创新永无止境。在万物互联时代，显示

技术作为重要角色，将以蓬勃的生命力赋能

更多应用场景。我们应紧抓物联网与显示

技术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积极构建物联生

态，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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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村

庄是最平凡不过的微观单元。从北

方 到 南 方 、从 内 地 到 沿 海 、从 山 区

到平原，一个个村庄依形就势、自

然生发，又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

中持守与变迁。今天的村庄和身处

其中的人们，正在经历巨大而深刻

的变化。

伴随新的机遇涌现，不断有新

的村庄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往昔

“地无三尺平”的落后小山村，今天

吃上了“生态饭”，富了起来；曾经地

处近郊、人均耕地较少的村庄，如今

交通便利成为最大的优势；以往气

候条件只能种特色小品种，因为有

了 电 商 ，再 小 众 的 品 种 也 有 人 追

捧。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持续

而深远地影响着、拉动着乡村的发

展。而乡村内部，也正在经历着一

场脱胎换骨的变革，踏着全面振兴

的铿锵鼓点，乡村开始了新一轮的

奔跑与嬗变。

有必要在此时，认真看看这些

平凡的村庄，以真实的书写为它们

立传。这不仅是乡村振兴宏观叙事

的必要补充，是一个重要时代切面

的写实记录，也是当代中国乡村发

展的珍贵存照。

村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

传承。时间的河流带走无数悲欢离

合，沉积下的伦理、规范、习俗，在记

忆里物化为一片青瓦、一棵古树、一

畈农田。他们南迁了上千年，仍称

“客家人”，在一座座形制特异的土

楼里，抱守着自己的语言风俗；他们

“走西口”走出上千里，又经过多少

代的繁衍，仍携带着关于故乡的基

因密码——山西大槐树……每一座

村庄都有自己的故事。村庄承载的

历史像是一本厚重的书，读懂这本

书，不仅可以知晓“我们从哪里来”，

还能更加明了“我们要往哪里去”。

村庄，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走过了浩荡历史，村庄又迎

来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国大地上的平凡村庄开启新的征程。你可以看到，“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使海岛古村找回了茂盛的植被和清新的空气；你可以听

到，特色产业让山野村落响起久违的音乐声；你也可以亲身体验

到，乡村旅游让长期封闭的偏远村寨成了四海宾客远方的家。

当然，乡村振兴不仅是村里人的事，也是城里人的事，是全社会

的事；破解乡村发展难题不仅要从村里找答案，也要从城里找答

案，从城乡融合中找答案。

村庄，是亿万农民生长于斯的家园。“村庄”是一个地理概

念，更是糅合了生存与生活、历史与未来、个人与宗族的人文概

念。乡村是人的村庄，是安身立命的生存条件，是世代相承的文

化赓续，是同宗同源的精神凝聚。乡村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

为中心，必须尊重农民意愿。不同村庄塑造出不同的生产方式、

生活节奏、文化传统、饮食习惯，也衍生出农民对乡村发展的不

同需求。也只有这样，村庄才能既齐头并进又各有各的鲜明特

色，既享受现代化便利又顺应乡村肌理，既融入现代文明又保有

历史痕迹，如此，村庄才能真正成为“小而美”的家园。

中国村庄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乡村振兴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蓬勃兴起。未来，乡村有无限可能。

《走向振兴的中国村庄》一书记录的 35 个村庄分布在不同

行政区划、不同地形地貌上，建村年代、历史成因也各自不同。

这里大多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村庄，对它们的讲述也没有溢

美或贬低，真实地记录，真诚地讲述，尽力还原村庄的样貌。

也许，正是因为平凡而真实，这些村庄所经历的，也是中国

大多数村庄正在经历的。记录这些村庄，可以让后来人更为客

观地了解当下农村的大致轮廓，更为真实地感知振兴中的中国

村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大事件，从

中国现代化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这本书，通过讲述

一个一个村庄的创业史、变迁史，具体记录农村进入全面小康社

会时的模样，呈给今人，留给后人。

（此文为《走向振兴的中国村庄》序言，本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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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春节，我在央视做节目，谈的

是古代饮食文化，主题是中国古人吃什

么、怎么烹饪、如何吃，涉及食料、炊具和

食具，正好可以发挥我考古学的特长。我

当时说，考古发现的器具，多数都与饮食

有关，但习惯上却并不与饮食作关联研

究。考古中还出土不少食物和庖厨遗存、

与饮食有关的壁画和雕塑等艺术品，这些

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资料。

《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中不少篇

章都以考古资料为依托，有食物，也有食

具。书中附有不少插图，也都得益于考古

发现。考古不仅让历史有形有色，而且还

有声音、有味道。所以，这是一部“有味

道”的历史读物。

书写饮食文化，不能忽略食料，这关

系食物的生产，涉及物种的传播。食物生

产包括获取食料，还包括烹饪技法的运

用、调味原则的创立等。有了食物就有

了相关的进食规范，饮与食的器具随之

完善起来，与饮食过程相应的礼仪规范

也逐渐建立起来。很难说哪一个方面最

重要、最关键，它们是缺一不可、相辅相

成的。

当然，与饮食过程相关联的，还有饮

食的态度、饮食的观念，特别是对饮食的

认知程度，这也是历代饮食文化十分注

意的问题。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饮食

的发展有其阶段性，这种阶段性总是与

科学水平的提升有关。例如，同样都是

熟食，陶器时代与铜器时代有明显不同，

到了铁器与瓷器并行的年代，人们得到

的食物更是不同。这样就逐渐改变了人

的味觉体验，也随之改变了人们对饮食

的认识。

饮食与科学相关，也与艺术相关。没

有艺术的观照，我们无法想象人类的生活

会成为什么样子，吃什么，怎么吃，可能不

会有我们所能看见的餐桌风景。与科学

和艺术相关的过去都已成为历史，但饮食

所创造的文化，却绵延不绝地展现着新的

内涵。忘不了的是那些滋味，忘不了的是

那些传统。因此，将饮食称为文明的重要

驱动力，是有一定道理的。

王仁湘

管窥饮食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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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王仁

湘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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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传承。中
国村庄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上，乡村振兴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蓬勃兴
起。未来，乡村有无限可能。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中国工程院、

光明日报社著；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讲 述 100 名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与 党 同 心

同德、同向同行，建设科技强国的故事。

《海上漂来你的信》：于潇湉著；青岛出版

社出版。

用中国海洋科考工作者的家书串起从基

地科考到深海探测的海洋科考故事。

推荐读物

《TFT-LCD 原理与设计》：马群刚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新型显示技术》：高鸿锦、董友梅等

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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