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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
陪伴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

本报记者 严 瑜

日前，“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文艺工作
座谈会，受到了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从 《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的英雄去哪儿了》到《我待祖国如暖男》等，他在网络上发表了一
系列传播“正能量”的文章。10月23日，海外网特别邀请周小平到演播
室进行访谈，分享他对文化价值观的认知和感受。

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

周小平一身黑衣，背着双肩背包来到海外网的演播室，清瘦安静，
与他犀利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

说起前不久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他告诉记者，之前自己并不知情，
到了现场才知道主持会议的是习总书记。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习总书记读
过很多文艺方面的作品。“他不仅读过这些书，而且对这些书里面讲的内
容，他耳熟能详，甚至创作这些作品的地方，他很多都去过。”周小平
说，“习总书记讲了很多故事，他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复兴的渴望之情溢
于言表，让人感动。”

回归对中国文明的自信

周小平说自己网上粉丝众多，并不是自己的文章多好，“而是在于我
表达了他们心中也想到的但是还没来得及表达的心声，或者说没有那么
多时间创作的人的心声。我们只有回归对中国文明的自信，才有可能把
自己的国家、生活变得更好。在西方语言环境中生存，我们是没有前途
的”。

“太多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作品还是跟随在西方的语境下面，没有创
造出自己的精华来，这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说我的作品是在吹捧国家，这个理念是错的。”周小平说，
爱国不是献媚，弘扬中国精神也不是吹捧，侮辱国家不是批评，谩骂国

家也不是批判。“我们认同中国经
济的发展，我们认同中国 65 年来
取得的成就，这叫献媚吗？这叫吹
捧吗？这是实事求是。”

当兵对我影响很大

周小平直言，他小的时候受到
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那时候反华
的东西很多，他也比较崇拜什么美
国、日本、欧洲，对自己的国家不
太认同。“我很年轻的时候也写过
很蠢的文章，批评政府，推崇美
日。但是后来我当兵的时候发生了
一件事情，对我的世界观和文化价
值观产生很大影响，埋藏在心底很
多年。”

周小平说，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他在西藏边
防上。“我抱着枪，停止训练，进入二级战备。那一天，所有对美国、日
本的崇拜都消失了，对欧洲的喜欢也消失了，突然从一个很不懂事的娃
娃兵，就变成一个很坚定的保卫国家的战士。”

坚持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

周小平说，文化价值观是有属性的，这个属性就表现为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应该是百花齐放、多元化的。“在中国，
就是要坚持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

“文明和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如果说只有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西方的
文明观是对的，全世界都要变成这样，那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周
小平说，“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文化，它的包容、它的力量、它
的传承性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周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文化丢了，我们文化价值观没有了，我们完
全被西方意识形态的洪流给摧毁了，那么我们1840年以来所有的努力都
付之东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让中国人对我们的历史、我们
的文化感到骄傲而不是自卑。

说到网上争议，周小平说，互联网时代，民间的舆论最终会沉淀出
一个真实的答案，不管过程有多曲折，中间有多少争议，一定会得出一
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因为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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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装置通过国家验收 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中国登上脉冲强磁场高地
本报记者 顾兆农 程远州

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
（筹） 自行研制的90.6 特斯拉
脉冲磁体。 资料图片

装 置 总
投资 1.3385 亿元，

仅为国际同规模装置投
资的 1/4；建设期 5 年，仅

为国际同规模装置建设工期的
一半，但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

国际先进水平，自行研制的脉冲磁
体更实现了 90.6 特斯拉的峰值磁场，

磁场强度位居世界第三……
10月23日，我国“十一五”期间部署

建设、首批由高校承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之一——华中科技大学脉冲强磁场实验

装置通过国家竣工验收。这标志着我国拥有了

国际顶级水平的脉冲磁场实验装置，成为继
美、德、法之后第四个拥有大型脉冲磁场实验
装置的国家。

基础科学研究的必需品

“从此以后，我们在强磁场环境下做实验，
再不用找关系到国外实验室排队了！”验收现
场，验收委员会专家、长期从事磁学和磁性材
料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有为难掩激动。

“简单来讲，这就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极端环
境下的实验平台。”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
磁场科学中心 （筹） 主任李亮介绍，强磁场与
极低温、超高压等，被列为现代科学实验最重
要的极端条件之一。建设脉冲强磁场实验装
置，可为凝聚态物理、材料、磁学、化学、生
命与医学等领域科学研究提供理想的研究平
台。“如果说在正常实验环境下我们是用放大镜
观察科学效应，那么在脉冲强磁场环境下，就
如同用光学显微镜做观察”。

“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脉冲强
磁场的技术领域，我们做到了世界顶尖！”作为
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发起人”，潘垣表示，

“有了这个平台，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出更多的
原创性成果。”

工业应用将引发技术革命

“看起来就像气功一样，当我们用电源

驱
动 一 个 脉
冲强磁场时，在
100 毫米的直径范围
内，可产生 500 吨的电磁
感应力，瞬间改变对象的形
态。”李亮指着一件板材厚 6 毫
米 、 直 径 600 毫 米 喇 叭 状 金 属 管
说，“利用脉冲强磁场成形装置，将一
块金属圆板塑成这个形状，只需要一道
工序、十几毫秒、0.001千瓦时电。”

这种技术被称为“多时空脉冲强磁场成
形制造技术”，是李亮团队依托该中心自主研发
的电源、磁体和控制技术，在世界上是首先提出
并成功研发的。其原理在于，在脉冲强磁场环境
中，线圈与金属材料相互作用，能产生极大的洛仑
兹力，将坚硬的金属材料“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在
1至2毫秒的时间内塑造成特定的形状。

除了电磁成形制造方面的创新，李亮团队
在永磁装备充磁方面也取得了革命性突破。他
们利用先进的脉冲磁体和脉冲电源技术，研发
出大型永磁设备整体充磁系统，为大型永磁
设备整体充磁的革命性改进提供了可能。

此外，脉冲强磁场的相关衍生技术还
可应用于磁制冷、磁治疗等多个领域，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量。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汪
灵犀） 由中非民间商会、中国民营经济
国际合作商会、坦桑尼亚投资促进中心
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坦投资论坛23日
在北京举行，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出席
并讲话。本届论坛以“促进互利的伙伴
关系”为主题。期间多项中坦合作项目
签约，中非民间商会与坦桑尼亚私营企

业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据悉，本届论坛距上届仅时隔 4

个月，展现了中坦两国在经贸领域加
强合作的迫切愿望。中非民间商会组
织了 127 家中国企业的近 300 名代表
与 200 多名坦桑尼亚企业家对接交
流，签署了6个投资项目，协议金额超
过18亿美元。

中坦加强经贸领域合作

10月 23日，第
116 届广交会二期
开幕。为保障参会
人员安全，埃博拉
疫情防控举措进一
步升级，所有入场
人员均要接受红外
线体温探测。图为
大会卫生保障办的
志愿者为外商测量
体温。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广 交 会 严 防 埃 博 拉广 交 会 严 防 埃 博 拉

本报专访周小平：

爱 国 不 是 献 媚
国 人 应 该 自 信

本报记者 徐 蕾

著名美裔中国籍翻译家、作家、中国外文
局和人民画报社老专家、中国对外传播领域的
杰出代表沙博理 （Sidney Shapiro），于 10 月 18
日8时30分在北京家中安详辞世，享年98岁。

这位曾经“陪伴中国人民走过半个多世纪
的真诚朋友”，留下的是一个值得人们久久仰望
的高大背影。

留下来做更多的事

1947 年 4 月，32 岁的沙博理带着对神秘东
方的向往，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上海。“老百姓的
日子过得多苦啊，我觉得自己留下来可以做更
多的事情。”沙博理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这一
留就是近70年。

在上海，沙博理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
进步作家封凤子，并在她的影响下，投身于中
国的革命浪潮。

在最危急的时刻，沙博理利用自己的律师
身份，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躲避国民党反动派
的追杀，帮助进步学生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
文杂志，把解放区来的密使带进美国人办公的
商务楼密谈，甚至还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
药品运送到解放区……

1949年 10月 1日，沙博理与妻子终于盼来
了解放。他们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

典，共同目睹了中国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的
伟大奇迹。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只要他们
像我一样认识中国人，就不能不喜爱并敬佩他
们。文学或许就是最好的媒介了。”沙博理曾这
样说道。

新中国成立后，沙博理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使
者，将大半辈子的精力与心血都花费在翻译中国文
学作品的工作上，其译著总字数约1000万字。

20世纪5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沙博理
在闲暇之际翻开一本朋友送的小说，尝试着将
它翻译成英文。很快，他就被其中通俗易懂的
文字和生动紧张的情节所吸引，也体会到在中
英文之间游走的乐趣。这本讲述白洋淀抗日游
击队故事的 《新儿女英雄传》 成为沙博理翻译
的第一部中国小说。

此后，《家》、《林海雪原》、《春蚕》……一系列
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通过沙博理的笔尖，延伸至
异国他乡，成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文革”时期，沙博理完成了中国古典名著
《水浒传》 的翻译。最初，“四人帮”并不同意
沙博理在书名中将梁山好汉译为 heroes （英
雄）。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名著精髓，沙博理巧

妙地用“outlaws”取代 “heroes”，明贬暗褒，
借此将梁山好汉隐喻为西方文化中“劫富济贫
的民间英雄”。沙版《水浒传》也成为公认的“信、
达、雅”兼备的经典译作，备受国内外赞誉。

“中国是我的国家”

细数沙博理的人生，其中超过 2/3 时间都
是在中国度过的。无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
代，还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沙博理的命运
都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加入
了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他与中国的关系
更为密切。

吃馒头、喝茶、睡硬板床、打太极拳、穿
布鞋、穿丝棉袄……在中国长达67年的生活早
已使沙博理深深的“中国化”。甚至有人说，他
长得越来越不像外国人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我从未失去我身上的
美国味儿，但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是我的国家，我的
家园，我的家庭。”沙博理曾经这样深情地说。

1983年离休后，沙博理当选为第六届全国
政协委员。虽然角色有所转换，但他爱国爱民
的心始终没有改变。多年来，沙博理一直积极
参政议政，利用大量时间到各地考察，为民生
疾苦鼓与呼。

周小平接受本报海外网专访

陕西省榆林市区近年来人
口激增，城区原先的 31 所学
校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子女
上学的需求，上学难成为当地
群众的后顾之忧。

从 2011 年开始，榆林市
委、市政府实施“百亿教育工
程”，共投资116.9亿元，集中
用于榆林城区学校建设，目前
新建的38所和改扩建的7所学
校，已投入使用 34 所，新增
学位 41340个，使孩子们上学
不再难。

图为10月23日，榆林市高
新区高新小学的学生在课间活
动。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陕西榆林：孩子上学不再难陕西榆林陕西榆林：：孩子上学不再难孩子上学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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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严
冰） 由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
合组织开展的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
究成果今天发布。林地林木资源核
算结果显示，截至 2012 年末全国林

地资产实物量 3.10 亿公顷，林木资
产实物量 160.74 亿立方米；全国林
地林木资产总价值 21.29 万亿元，其
中林地资产 7.64 万亿元，林木资产
13.65万亿元。

中国森林资源核算成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