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4年 12月 3日  星期二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站在地球一隅，你有没有想过，脚下的土地

曾是一片汪洋，或是山势连绵、林海莽原？

地质变迁，沧海桑田，蕴藏着科学原理。素

有东北粮仓之称的松辽盆地，地面上是肥沃的

黑土地，松花江穿流而过，一片静谧祥和。然

而，这里曾经有过两阶段湖泊扩张、10 次海侵

和多期火山喷发。侏罗纪、白垩纪、古近纪、新

近纪的地质变化，使这里经历了高山、湖泊、盆

地等的巨变。

人类世世代代生活在地球上，却对它的内部

所知甚少。探知脚下土地亿万年的变化，需要实

施科学钻探工程，给地球做一系列“微创手术”。

如果建造若干条通往地球深部的通道，就能将人

类的“视距”向地球内部延伸数千米甚至上万米，

通过岩心获得地壳运动及其演化的真实信息。

如果在钻孔内布设长期观测仪器，动态实时观测

地球内部，我们便能回答为何会有沧海桑田。

“入地望远镜”

科学钻探被誉为人类的“入地望远镜”和了

解地球演化的“时光隧道”，是获取地球深部物

质、了解地球内部信息最直接、最有效、最可靠

的方法，也是解决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不可

缺少的重要技术手段。它和航天技术一样，是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

志，不少发达国家将其列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

自古以来，“上天入地”就是人类的梦想。

随着载人航天技术发展，“上天”已经实现，“入

地”却困难重重。地球半径约为 6371 千米，人

类目前入地最大深度 12.2 千米，仅为地球半径

的 0.19%。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鸡蛋，我们目

前的探测还仅仅停留在鸡蛋壳层面。地球深处

坚硬的岩石和高温、高压、高地应力的极端环

境，成为深部科学钻探的巨大障碍。随着地层

深度增加，地层温度平均以 30 摄氏度每千米梯

度增加，压力以 8—12 兆帕每千米梯度增加，环

境条件更加复杂危险，这些都对大陆科学钻探

技术、装备与工程带来巨大挑战。

为了解地球深处的奥秘，科学家进行了各

种 尝 试 。 1968 年 ，美 国 率 先 发 起 深 海 钻 探 计

划，为验证大陆漂移和板块学说提供了科学依

据。几乎同时，苏联开启大陆科学钻探计划，

1970 年科拉超深钻开钻，用了近 20 年时间，创

造了 12262 米的人类入地纪录。1996 年，中国、

德国、美国共同发起“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

截至 2023 年，该计划已在全球实施了近百个大

陆科学钻探项目，在地球气候与环境演变的规

律及机理、地质资源的形成与勘探、地震和火山

喷发的物理化学过程、地球演化的动力学过程

等领域取得不少重大发现，促进了地球科学理

论发展和地球探测技术提高。

钻探装备是解开地球奥秘的钥匙。为满足

地 球 深 部 探 测 工 程 对 高 端 专 用 装 备 的 需 求 ，

2009 年“地球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启动，我国地球深部探测“入地”计划拉开序

幕。“地壳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机是其中的关

键技术装备，于 2013 年完成自主研制。这台高

60 米、占地超 1 万平方米、钻深能力达 1 万米的

科学超深井钻机，2018 年在松辽盆地“松科二

井”顺利完成 7018 米钻孔，创造了亚洲国家实

施的大陆科学钻井新纪录。这次成功应用，使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科学

钻探计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用它钻

取的岩心，更为我国科学家建立地球演化档案

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

获取岩心和冰芯

科学钻探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获取不同

时间尺度的气候、地质构造等记录，破解气候变

化密码。比如，20 世纪地球科学的一个重大进

展，就是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地球表层系统和

全球气候产生直接影响。近百年来，全球平均

温度升高约 1 摄氏度，两极冰川冰量持续减少，

海平面上升。整个地球气候系统加速变暖，很

可能是因为人类过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温室

效应”。然而，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影响有多

大？未来的极限情况又如何？这些问题迫切需

要科学解答。

“松科二井”就为气候研究提供了关键“史

料”。其获取的岩心来自白垩纪，这根 4134.81
米、完整度为 96.61%、几乎没有损失的岩心，就

像是一条通往白垩纪的“时光隧道”。通过研究

这根岩心，地质学家发现在白垩纪（距今约 1.45
亿年至 6600 万年），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超过 0.1%，是现在的两倍多，陆地温度比现在高

5—10 摄氏度。另外，白垩纪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的波动，与气候冷暖变化具有一致性。这些成

果，对研究当前气候变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但地球并不是一直变暖，探寻气候变化规

律，有赖于更大时间尺度的“史料”，这需要科学钻

探获取更多岩心。目前，相关研究已经表明，新

生代（6400万年前至今）全球气候最显著的变化，

是从“温室地球”到“冰室地球”。然而，缺乏对大

陆环境的长时间尺度连续记录，制约了我们对新

生代全球气候变化特征和动力学的深入理解。

于是，我国实施了渭河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

划项目。渭河盆地位于黄土高原与秦岭造山带

之间，对东亚季风气候变化非常敏感，还保存了

超过 7500 米的巨厚细粒河湖相沉积，是“打一口

深井”的绝佳场地。这一钻探计划，第一阶段获

取上部 3000 米沉积地层，第二阶段将获取盆地

7500米完整的沉积记录，揭示新生代季风演化过

程及其与青藏高原—秦岭隆升的耦合关系，为探

寻气候变化规律提供更多扎实依据。

除了岩心，还可以通过冰芯研究气候环境

演变。在地球上，不少地方被厚厚的冰层覆盖，

通过钻探获取冰芯，可以得到近百万年来气温、

降水、大气化学等气候环境各要素的变化信息，

探究影响气候环境变化的驱动因子，

如大气温室气体含量、太阳活

动、火山活动等。为

此，世界各国在南北

极开展了大量相关工

程，其中欧盟在南极冰穹 C 完成的钻孔深度达

3270 米，获取的冰芯记录了过去 80 万年的连续

气候环境变化信息，证明了南极洲曾出现以 10
万年为周期的冷暖交替现象，使我们对南极这

片人类极少涉足的大陆有了更多认识。

实时观测地球深处

深部科学钻探不仅能够获得地质“史料”，

还可以实时观测地球深处，帮助预测地质灾害。

在科学钻井中安装先进的科学观测仪器，对地

球深部的多种参数进行长期、连续、原位、实时

的综合观测，相当于在地球内部布设“气象站”、

建设“实验室”，成为继地面海面、空中遥感和海

底观测三种平台之外的第四种平台，形成观测

监测网，使人类充分了解地球家园的细微变化。

比如火山和南极，一“热”一“冷”，是地质灾

害观测的重点。借助深部科学钻探技术，在活

动断裂带、活火山附近，将观测仪器放到深井中

的不同深度进行实时动态观测，有望揭示地震

孕育过程和火山喷发机理，帮助科学家举一反

三，动态评价地质灾害的发展趋势和地质作用

过程，为更好地监测、预报和预警各类重大地质

灾害提供技术支撑。除了获取冰芯，对南极大

陆冰层及冰下地质环境钻孔，开展长期监测，了

解冰盖分层流动、冰层内部温度、冰岩界面湿润

状态等的变换规律，进而预测极地冰盖的不稳

定性，助力更好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目前，深地观测仍然挑战重重。为克服深

部井下高温、高压、高腐蚀、高应力、狭小空间等

多种极端苛刻环境限制，我国科学家正在努力

提升仪器系统的微型化、集成度及稳定性，努力

建设以深井井群为基础、井中观测为核心的多

井孔深地观测网。未来，深地探测将开创人类

对地观测的新手段与新平台，有效提升地震与

火山活动、缓慢地质作用过程等自然灾害监测

预警能力，推动深地资源勘探开发、环境保护、

国防军事安全等领域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球表层发生的现

象，根子在深部；缺了深部研究，地球系统就无

法理解，而且越是大范围、长尺度，越是如此。

在科研创新之路上，会有更多科技工作者向

我们脚下的地球深深扎根，让科学钻探工

作结出服务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的累累

硕果。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地壳一

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机项目

研发总负责人）

人类人类““视距视距””向地球内部延伸向地球内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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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反复翻看着一

部 令 我 眼 前 一 亮 的 书

——《党的出版故事》。

我尤其喜爱它的封面，

明亮又端正。后来得知

该书甫一上市即引发好

评，还获评年度“中国好

书”。细品本书，我认为

有三个特点值得引起读

者和出版同仁关注。

一是鲜明的红色出

版 印 记 。 本 书 从 1921
年建党前后写起直至当

下，可谓是百多年党的

出版史的概述，很多史

实的爬梳与辨析让我们

这些从业者颇受教益。

这里既有那些耳熟能详

的出版往事，也有对一

些 旧 往 故 实 的 纠 勘 补

证，更有一些令人耳目

一新的史料发掘。如关

于中共一大原始文件的

俄文版、英文版经美国

学者韦慕庭检读后的公

之 于 世 ；张 人 亚（1932
年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出版局局长）与

其父亲对党的文件的生

死相护；宋庆龄对《论持

久战》海外推广传播的

不遗余力与独特贡献；

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

早期出版历程的红色印

迹 和 邹 韬 奋 的 赤 子 情

怀；茅盾在建党初期活

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交

通员”作用……如此鲜

活的出版史料，勾起我们对出版传承思想文化的神

圣使命的由衷感慨。

二是以纪事本末体撰述专题出版史。看完全书

并听作者介绍，我们得知本书是对庆祝建党百年出

版专题展的延伸与拓展，一事一专题并有纵向的延

展阅读和史实铺叙，体例结构与篇章布局比较准确

严谨。细读品赏又能够感受到文字饱满、洗练而不

乏秀丽，再配以精美图片，使得本书文图并美。那些

动人的故事和感性的文字定会引发读者掩卷思考，

感动于那些热血、激情、奔放的出版年代。

三是全方位呈现了党的出版工作传承思想、弘

扬文化的重要作用。从建党之初的红色报刊到如今

《中华人物故事汇》等出版物的推出，出版一直是党

的重要宣传阵地，彰显着出版业在人类文化发展中

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功能。1931 年 8 月，中央印刷厂

成立，隶属于中央印刷局与中央出版局，承印《红色

中华》等报刊。这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的机关报，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心和历

史担当，是红色出版珍贵的见证。1949 年 10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

议开幕，毛泽东同志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为出

版提出了时代新命题。一方面，党的出版工作紧扣

时代脉搏，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记录了那些火

热年代里的社会潮流与生活印迹。另一方面，党的

出版工作也将视角置于泱泱华夏的浩瀚典籍，让中

华文明瑰宝走到人民身边，为广大读者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二十四史”点校、《中华大藏经》、《楚辞集

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乃至《复兴文库》等

反映的新中国出版辉煌史迹，同样值得我们增添笔

墨、挥毫抒写。

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出版故事》以出版文物的

视角切入，以党的出版史铺陈，以故事的形态走到读

者身边。出版故事活化了出版文物，出版文物则为

纸质阅读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视觉体验。出版流淌在

文明的长河里，经久不息。假以时日，编著者们仍可

添加篇目，增益图片，甚至增加影像再现功能，修订

成一部精装大开本，让出版故事以更具感染力的形

态走到读者身边，更好地发挥弘扬传统、再现经典、

总结记录党的出版历史与传统的重要功能。

（作者为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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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一系列

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学者对古代

中国的认识。在众多考古发现中，70 年代以来

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等

简帛典籍，可称得上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标志性

事件。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围

绕这些新出简帛文献，在中国古代史、古文献

学、古文字学等不同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深入

探讨，形成了当前人文学科的前沿和热点研究

领域。

2008 年，在李学勤先生的积极努力下，清华

大学得以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收藏一批珍贵的

竹简文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清华简”。清华

简总数近 2500 枚，通过 AMS 碳 14 年代测定，该

批竹简的时代约在公元前 305±30 年左右，属于

战国中期偏晚。同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出土文

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在李学勤先生带领下开展

清华简整理和研究工作。经过 10 余年艰苦的整

理研究，目前已出版报告 12 部，整理研究工作已

进入最后阶段，公布各类珍稀文献 62 种（篇），其

中入选第四、五、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

44种。

清华简内涵极为丰富，包括多种先秦典籍，许

多文献涉及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一）清华简《尚

书》类文献。这些文献中，有的是亡佚已久的古文

《尚书》佚篇，有的是从未见于文献记载的篇目。

（二）清华简与《诗经》有关的文献。这些诗篇多未

收入《诗经》，可以丰富我们对西周时期礼乐和诗歌

关系的认识，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三）清

华简所发现的古史资料。清华简《系年》是一部亡

佚已久的史书，记载了西周到东周的历史变迁，以

及秦、郑、晋、楚、吴、越等诸侯国的兴起和发展。

（四）清华简新见思想文化史资料。清华简中发现

的思想文化史资料，内涵复杂，既有多篇治邦理政

类的文献，也有政治思想、天文历象、阴阳术数融为

一体的文献。清华简第十一辑新发布的《五纪》篇，

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佚书，论述了天地神人的相互

关系，建构了一套庞大而复杂的天人系统，是先秦

思想文化史资料的重要新发现。（五）清华简所保存

的先秦科技史资料。清华简涉及先秦科技史的诸

多方面，如《算表》为古代数学文献最早的实物例

证，是一种实用的“算具”，对先秦数学史研究很有

价值；而《四时》《五纪》等篇，为先秦天文历律研究

提供了珍贵的材料，通过《五纪》篇可以推拟先秦的

宇宙图式，了解先秦对人体结构的精准认识等等。

清华简中的大多数文献未曾传世，其丰富

的内容和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中国上古历史文

化和学术史研究极为珍贵。作为战国楚地抄

本，清华简是当时楚人抄录或撰写的，反映了战

国时代楚地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的实际面貌，

对汉语史、汉字史研究都很有价值。

清华简一经公布，便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

高度重视，被誉为堪与汉代孔子壁中书、西晋汲

冢竹书相媲美的先秦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清华简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国

内外相关学科的学者利用清华简提供的新材

料，开拓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

术成果。

在清华简文本整理研究工作进入尾声之

际，我们适时启动编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

释》（以下简称《校释》）这套丛书，主要是基于以

下考虑：一是各辑整理研究报告发布后，学术界

发表了许多新的意见，为了及时反映学术界研

究 的 新 进 展 ，适 时 启 动 编 纂 本 丛 书 有 其 必 要

性。二是由于原整理研究报告专业性很强，对

非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直

接使用该书颇为不便，他们希望能有一套体现

出土文献研究新成果且便于使用的清华简校释

本。三是许多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也很希望

有介绍清华简的通俗读物出版。此外，2020 年

清华简英译项目顺利启动，编纂这套《校释》也

可为清华简的英译创造有利条件。

《校释》编纂的基础是已经出版的各辑《清

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报告。这次利用编纂

《校释》的机会，根据简文内容的关联性和原简

编连信息，对原整理研究报告各篇进行了重新

分卷，尝试尽可能地恢复清华简文本的原貌。

每卷内容包括各篇简文解题、简文释文、注释、

白话翻译，并附录原简释文、传世文本资料、参

考文献等。各卷之后附简文红外图版，这些图

版是首次发布，相信会受到专业研究者的欢迎。

全书除原简释文部分使用繁体字外，其他皆用

简化字，注释力求简明通俗，白话翻译主要为一

般读者阅读简文提供帮助。我们的目标是使这

套《校释》最大可能地兼顾到本学科以及不同专

业背景学者的需要，并能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

需求。

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和海内外传播，是一项

很有意义的事业，更是一项任务艰巨的长期工

作。李学勤先生晚年为清华简鞠躬尽瘁，直到

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心系清华简。我们要努力完

成李先生未竟的事业，继续做好清华简的整理

研究工作，不断开拓清华简研究和传承传播新

局面。我们深知，只有如此，才是对李先生的最

好缅怀和纪念。

我们希望清华简的校释和英译工作，对推

进清华简的研究传播和中外学术合作交流能有

所贡献，期待中外学者对这项工作给予热情帮

助和支持，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一书

总序，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揭开清华简的神秘面纱
黄德宽   夏含夷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黄德

宽、夏含夷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
党
的
出
版
故
事
》
：
尚
莹
莹
、章
泽
锋
、

赵
莹
著
；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

《党的出版故事》以出版文物的
视角切入，以党的出版史铺陈，以故
事的形态走到读者身边。出版故事
活化了出版文物，出版文物则为纸
质 阅 读 提 供 了 更 为 直 观 的 视 觉
体验。

    版式设计：蔡华伟   

《 活 力 地

球》：陈颙、张尉

编 著 ；科 学 出 版

社出版。

《深时之美：从

宇宙星尘到人类文

明，跨越 45 亿年的

地球故事》：赖利·

布莱克著，刘小鸥

译；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出版。

《“ 地 壳 一

号”万米大陆科

学钻探装备及自

动化机具》：孙友

宏 等 编 著 ；科 学

出版社出版。

《冰川之下：揭

开古气候的秘密》：

叶谦著；青岛出版

社出版。

《地 球 上 遗 失 的 风

景》：艾娜·贝斯塔德编绘，

张晓璇译；北京联合出版

有限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