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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记者手记R

本报北京 8 月 16日电 （记者赵永新）2024 未来科学大

奖 16 日揭晓，邓宏魁等四位科学家获奖。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邓宏魁

因开创了利用化学方法将体细胞重编程为多能干细胞，改变

细胞命运和状态方面的杰出工作，获得“生命科学奖”；中国科

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清华大学教授李亚栋

因对“单原子催化”的发展和应用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获得

“物质科学奖”；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孙斌勇因在李

群表示论上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据了解，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未来科学大奖

设立于 2016年，该奖每年颁发一次，迄今共评选出 39位获奖者。

四位科学家荣获 2024未来科学大奖

本报北京 8月 16日电 （记者王浩）依据《太湖流域洪水

与水量调度方案》《太湖流域水资源调度方案》等，水利部太湖

流 域 管 理 局 8 月 16 日 启 动 2024 年 夏 秋 季 引 江 济 太 应 急 调

水。此次应急调水通过引调长江水，促进太湖及周边河网水

体流动、保障太湖水源地供水安全。

7 月 15 日以来，太湖流域累计面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六成，超过 35 摄氏度高温天数达 31 天，太湖水体蓝藻水华、湖

泛风险增加。8 月 16 日，太湖流域管理局发出调度令，调度望

虞河常熟水利枢纽当日 11 时起实施闸泵联合引水，以日均

110 至 160 立方米每秒流量调引长江水，适时调度开启望亭水

利枢纽按 50 至 80 立方米每秒流量将长江水引入太湖。

太湖流域管理局向江苏、浙江、上海 3 省（市）发出通知，

要求相关地方、部门加强望虞河两岸口门控制运用，做好水量

水质监测、工程巡查、信息共享和报送等，共同保障望虞河引

江济太调水工作高效开展，后期将视流域雨情、水情变化等适

时结束本次调水。

2024年夏秋季引江济太应急调水启动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张鲁阳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行政楼二楼仅 10
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目光所及全是书。

除了靠墙的书架上，办公桌上、茶几上甚至

地板上，都是高高摞起的各类辞书和文件资

料。见到记者进门，满头银发、面容清瘦的

黄建华从一人多高的书堆里走出来说：“我

这儿太乱了，你们找地方随便坐。”

1998 年，黄建华退休，随即接下了主持

编纂《汉法大词典》的重任。每天早早地到

办 公 室 ，是 这 位 88 岁 老 人 多 年 来 养 成 的

习惯。

“我已经将 17 册的修改意见给了出版

社，为出第二版词典做准备。”黄建华说，新

版词典中，“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等

词语都将列入。

“参与并见证这样一部
词典诞生，我很幸运”

2014 年 12 月 28 日，2300 多页、700 多万

字的《汉法大词典》正式出版。“参与并见证

这样一部词典诞生，我很幸运。”黄建华心里

惦记了十几年的一件大事，终于完成了。

这一年，黄建华 78 岁，从事《汉法大词

典》编纂已经有 16 个年头。虽然身患癌症

多年，但他仍然把这件事坚持了下来。

对于受邀编纂《汉法大词典》这件事，研

究了大半辈子理论词典学的黄建华明白，这

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国无辞书，

无文化之可言”，考虑到汉法词典领域存在

空白，他毅然接下重任。

在 2008 年被确诊肺癌之前，为了编纂

词典，无论寒暑，黄建华坚持每天上午 8 时

30 分到办公室，晚上 11 时 30 分离开，几乎

所有的节假日都不休息，只有除夕那一天才

给自己放假。

词典编纂工作既枯燥又艰苦。有时为

了确定一个词语的翻译，要通过很多资料来

求证。遇到一些多义词，更需要考虑跨文化

背景下的不同理解。“无论任务有多重，都要

对每一个词的翻译负责。”黄建华对自己翻

译内容的要求非常高，绝不会放过任何一处

疑问。

为了词典内容能够贴近生活，符合汉

语使用习惯，黄建华找到汉语言研究功底

扎 实 的 广 外 教 师 杨 英 耀 为 词 典 做 中 文 审

订，严把质量关。有时遇到某些新词语或

不知如何准确处理的语句，黄建华还会邀

请国外的专家帮忙审核把关。“不仅要找懂

中文的法国人看，还要找不懂中文的法国

人看，这样翻译出来才能更精准、更地道。”

他说。

编词典是个漫长的“苦活”，随着时间推

移，编写组一些成员陆续退出。“我虽然退休

了，但还是要全身心地去做好这件事。”黄建

华说。

2012 年黄建华病重住院。亲友们纷纷

劝他停止编纂工作，安心治病。然而，他不

打算放弃，“最硬的骨头都已经啃下来了，就

是咬紧牙关也要做完。”抱着这样的信念，黄

建 华 一 边 与 疾 病 抗 争 ，一 边 与 时 间 赛 跑 ，

2014 年终于完成了编纂工作。

“最要紧的是不断贡献
有分量的成果”

出生于广东广州一个木匠之家的黄建

华，是家中 5 个孩子中的长子。自小喜欢读

书的他，从初中时就一边打工一边泡图书

馆。到了高中，赶上法国文学热，他开始阅

读 莫 泊 桑 、巴 尔 扎 克 等 法 国 作 家 的 作 品 。

1957 年，中山大学招收第一届法语专业学

生时，黄建华报了名。“没承想，这一学就是

一辈子。”他说。

起初，黄建华学得很吃力，练发音常常

练到“咬牙切齿”。除了在课堂上用心学习

外，课后还抱着词典边查边背，这段经历为

其日后进行词典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打下了

基础。

在中山大学，黄建华师从翻译家、法语

教授梁宗岱。“梁老师重实学轻虚衔，要求

我们不能唯学历是图，绝不能追求做‘草包

博 士 ’。”黄 建 华 回 忆 ，梁 宗 岱 治 学 极 为 严

谨，“学生的法文作业，他会一个词一个词

地批改”。

时至今日，黄建华仍对老师“重实学轻

虚衔”的教诲铭记于心，这也成为他研究词

典学遵循的原则。“最要紧的是不断贡献有

分量的成果。”他说。

1961 年，黄建华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

文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70 年中山大学外

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的前身之一），黄建华与梁宗岱一起随外

语系转至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 1975 年，

黄建华被安排主持《新简明法汉词典》的编

订工作，从此与辞书编纂结缘。当时，我国

现代词典学理论探索刚刚肇始。

在黄建华看来，辞书是一门语言学科发

展的根基，他决定将编纂词典作为毕生事

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认识到

辞书的重要性。

上世纪 70 年代，国内外交流合作加强，

外语人才紧缺，黄建华被推荐进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担任译审。当时，初窥词典学门径

的黄建华，在国外工作之余，努力搜集各种

辞书和辞书学著作，遍访当地著名词典学

家，在学术上有了长足进步。

1987 年，黄建华将关于词典问题的理

论探讨文章结集出版为《词典论》，成为我国

首批系统论述词典编纂的专著，在辞书界产

生了广泛影响。“看来我的后半生再也不可

能和词典分开了。”1988 年，在期刊《辞书研

究》的专栏里，黄建华写道，“词典便是我‘晚

识的知己’”。

“编词典是个不断更新
的过程”

编纂双语词典，是在不同文化间架桥铺

路。针对《汉法大词典》，黄建华设计先行，

仅编辑方案就写了 15 页。按照他的构想，

词典不仅要“内向”，立足于中国人学习法语

的需求；也要“外向”，方便外国人理解，进而

传播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较于把法语翻译成汉语，把汉语翻译

成法语要难得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怎

么翻译？‘不到长城非好汉’怎么翻译？”为在

字里行间搭建起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黄建

华上下求索、字斟句酌。

2018 年初，《汉法大词典》荣获第四届

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很多人以为黄建

华会停下来歇歇，但他认为，“活到 80 多岁，

还能有些力气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很幸福

了。”因此，黄建华利用平常的时间，和妻子

一起出版了《中法谚语对照手册》。

在黄建华看来，“编词典是个不断更新

的过程。”近年来，他又将精力投入词典修

订。“‘粤港澳大湾区’要收进来，‘网红’也要

收 进 来 ”…… 黄 建 华 和 助 手 已 经 梳 理 出

2000 多个新条目，计划加入修订版。

“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欣慰，一是培

养了一批人才，二是没有因为担任行政职务

而荒废学术研究的本业。”黄建华说。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建华创建了词

典学这一新学科，他的众多学生中，诸如章

宜华、田兵等已经成为词典学专业的代表人

物。 2006 年，中国辞书学会向黄建华颁发

了“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在词典学之外，黄建华还翻译了《自然

法典》《论实证精神》等多种社会科学著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黄建华从事汉法翻译工作63年——

斗室之中 辞海泛舟
本报记者 程远州 姜晓丹

黄建华，1936年生，广东广州人，博士生导师，广州翻译协

会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

任。曾任亚洲辞书学会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2006
年被中国辞书学会授予“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南

粤楷模”荣誉称号。黄建华编纂完成 700 多万字的《汉法大词

典》，填补了业内空白，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清瘦的身体、坚毅的精神，年近九旬，依

然笔耕不辍，黄建华编出 700 多万字的《汉

法 大 词 典》，填 补 了 业 内 空 白 ，但 也 历 尽

艰辛。

编词典工作量大、内容枯燥，一些团队

成员从充满热情到心有疑虑，再到陆续退出

……黄建华不是没有想过退缩，但出于对

事业的追求、对知识的崇敬，他还是坚持了

下来：每天到办公室工作十几个小时，即使

节假日也不休息；一边与疾病抗争，一边与

时间赛跑，终于迎来了词典出版。

辞海无涯苦作舟。在黄建华眼中，词典

是“晚识的知己”，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这是他倾心专业的“温度”，更是专注研

究的“态度”。每一次下笔都字斟句酌，每一

个词的收录都深思熟虑，这种严谨与坚韧，

深深感染着年轻一代，为后来人树立了严谨

治学的榜样。

严谨治学 笔耕不辍
姜晓丹

8 月 27 日至 29 日，第五届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

青岛举办。8 月 16 日，国务院

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

关情况。

“跨国公司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参与者、见证者，跨国公司

在中国不断取得自身发展的同

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中国政府一直非常

重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

推出一系列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举措，并且推动这些举措

落地见效。”商务部国际贸易谈

判副代表李詠箑表示。

山东省副省长宋军继介绍，

峰会将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

国”主题，今年有“四个首次”，首

次设计跨国公司投资交流合作

会，首次组织上合示范区等功能

区进行主题推介，首次安排新质

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坛，首

次开展海洋领域创新人才专场

推介。峰会将高质量的招商引

资和贸易合作贯穿始终，既聚焦

山东 11条标志性产业链开展精

准招商，又安排 37 个贸易类项

目签约，并组织百余场“小而准”

的投资交流活动，还有 20 多个

省级商务部门开展洽谈合作，最

大限度释放招商潜力、放大峰会

的平台效应。

峰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将

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

列报告，本次报告主题是“跨国

公司在中国：共享‘中国式现代

化’新机遇”。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

表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将 促 进 国 内 统 一 大 市 场 的 建

立，为跨国公司提供广阔的市

场需求空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将推进城乡融合和

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跨国公司优化战略布局；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将进一步创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为跨国公司提供优良的市场选择；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助力跨国

公司高质量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将打造更高水平

开放平台，为跨国公司经营决策提供更多确定性。

宋军继介绍，前四届峰会共签约项目 471 个，总投资 569
亿美元。下一步山东将重点扩大制造业、电信、医疗等领域开

放，加快推进股权投资、股权并购等重点项目，支持金融服务、

会计法律、设计咨询等服务业领域的跨国公司来山东开展业

务，持续拓宽投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

制机制改革。李詠箑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出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举措——

继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尽快修订和发布新版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造业领域限制措施“清零”，推

动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的扩大开放，

推动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的试点示范。修订和发布《外国投

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外国投资者

战略投资上市公司的限制，拓宽外商投资渠道，引导更多优质

外资进入资本市场长期投资。

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进一步完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

和投诉工作机制，指导地方健全外商投资促进成效评价体系，支

持各地聚焦自己的优势领域，开展精准、透明、合规的招商引资

活动，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引进来。

加大鼓励政策的力度，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

一步增加鼓励的条目。聚焦先进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

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应用等相关领域，鼓励加大对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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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R

上图：黄 建 华 在

查阅资料。

周 喆摄

左图：青 年 时 的

黄建华。

受访者供图

本报北京 8月 16日电 （记者王昊男、施芳）日前，为

提升景区游览体验，增强应急保障能力，美团无人机在延

庆八达岭长城景区开通了北京首条无人机配送航线。目

前，这条“空中走廊”可为降落点附近游客提供防暑降温、

应急救援等物资的配送服务。据了解，这也是北京市内

首次开通常态化无人机配送服务。

据介绍，该航线降落点设在八达岭长城南城延长线

的南九城楼，该区域于 2023 年年底面向公众开放。为了

尽量保持区域内的原始风貌，这里不设任何商业设施，但

这也让到访此处的游客在补给饮用水等物资时，至少需

要步行近半小时。

航线开通后，降落点附近的游客只需在手机上下单，

等待几分钟就能收到无人机配送的消暑商品。在满足运

载要求的前提下，无人机还可帮助降落点附近游客购买

并运送急需的防晒伞、降温贴等防暑降温物资。起飞点

还增设了应急小药箱，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消毒液、淡盐

水等急救物资。

北京市延庆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延庆区已将无

人机作为区域重点培育的四大产业之一，北京市首个中

关村低空经济产业园近期也落地延庆。未来，延庆将不

断丰富应用场景，在生态监测、长城保护、城市物流、支线

物流、文旅体验等 6 个领域拓展无人机应用。

2020 年 10 月，延庆区获批中国民航局首批、北京市

唯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拥有 374 平方公里空

域，真高 1098 米。

左图：配送无人机飞越八达岭长城。

本报记者 王昊男摄

北京首条无人机物流配送航线

在延庆八达岭长城投入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