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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京日报有消息称，今年南京
城建投资计划已敲定，总额为 388 亿元。
思路也已明确：力戒烧钱建筑，在建筑
设计上要实现美学价值与实用价值融
合。对建筑尤其对高层建筑、公共建筑
的规模、尺度、外观、形态、区位、数
量、风格、色彩等要素，将从城市整体
层面进行有效控制和引导，避免“贪
大、媚洋、求怪”。在城市建设或规划设
计中，“美”终于被放到了重要位置，令
人期待。

一段时期以来，城市建设盲目追求
“标志性建筑”，目的是要让人感到惊奇
和叹服，而不是把它建设成为舒适的生
活环境，也不管它是否有利于服务于本
地需求。

东南大学教授程泰宁曾直言：在一
些城市领导和开发商眼里，不管美丑、
适用与否，只要标新立异、能吸引眼
球，就是成功的建筑设计。中国正成为
西方各种建筑理念的试验场，很多在西
方国家根本不可能“落地”的畸形建
筑，在中国却可以一路绿灯、变为现
实。不少城市领导“远学迪拜，近学新
加坡，普遍模仿拉斯维加斯”，自觉不自
觉地充当西方文化的“义务推销员”。这
不仅使我国城市普遍陷入特色危机，而
且造成土地、资金、能源的巨大浪费。

在城市建设中，“美”不仅指外观好
看，更主要是协调、宜居、舒适、持
续、有特色。在规划设计中则要求，加
强对城市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
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规划和管
控，拓展和提升城市绿色空间，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
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换句话说，实用和审
美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个有机体，两者属于互补关
系。建筑当然要讲实用，但实用又离不开审美。人除了物
质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赋予实用以审美价值才能真正给
人品质生活。处理好实用和审美之间的关系，自觉补好城
市建设美术课，就是提升城市品质以惠民。

“建筑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从中你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抱
负”。城市规划也好，建筑设计也好，都极具专业性。补好城
市建设美术课，尤其需要各级官员对建筑审美多些自知之
明，尊重专业人士的审美和大众文化的审美，防止权力任性
而留下历史性遗憾。还应严格兑现决策失误问责规定，用制

度来防止政绩眼光和商业眼光取代审美眼光。
（据《南京日报》）

如今，海淘一族不仅会将奢侈
品、化妆品等列入扫货清单，还大
包 小 包 从 国 外 买 回 各 种 “ 洋 中
药”，即进口我国中药材制成的

“汉方制剂”。业内人士认为，中药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完善中
药材质量标准体系、提升产品质量
迫在眉睫。

占据全球八成市场

从业10余年的导游余琳发现，
近两年，除了帮亲戚朋友从国外带

奢侈品、化妆品，韩国的牛黄清心
液、日本的救心丸等越来越多的“洋
中药”也进入了委托购买的清单。

日本小林制药公司近日发布消
息，去年小林制药的多款产品被中
国游客疯狂扫货，去年二三季度销
售额同比增长五六倍。日本其他几
家生产“汉方制剂”的企业也因此
利润大涨。

有资料显示，“洋中药”已占
国内中药市场很大份额，而在除中
国外的全球中药市场，日本占的市
场份额高达 80%，中国仅占 5%。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中医药专家
赵朝廷说，中国游客抢购的“汉方
制剂”，其实就是外企从我国进口
符合其标准的中药材，深加工后生
产的中成药，加上外文就变成了

“洋中药”。“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
瑰宝的中药，出现这种现象值得深
思。”赵朝廷说。

质量标准高是大卖点

专家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我
国中药质量标准的缺失以及在抢注
专利、技术研发方面的短板。“中
药原本是野生的，但现在多是规模
化种植，有的是农民散户种植，至
于什么样的药材是合格的，至今没
有明确的标准。”华森制药集团董
事长游洪涛说。

游洪涛说：“洋中药”最大的
优势就是质量标准规范程度高，我
国中成药出口时，常被欧美国家认
定为不合格产品。去年以来，已有
多种中成药在国外被检验出重金属
超标。

同时，我国中药企业在专利方
面也吃亏不小。太极集团董事局主
席白礼西说：“屠呦呦研发的青蒿
素获得诺贝尔奖，但青蒿素核心技
术专利早已被瑞士的企业抢注，极
大地影响了国内相关产品的市场拓
展。”

技术研发放在首位

另外，国外医药学者与制造商
都致力于从植物药中寻找新药线
索，将技术研发放在最重要的位
置。例如，银杏叶收购价每斤几元
钱，德国从银杏叶里研发出降压降
脂的新药，这些药物市场价格高达
数百元。

“传统中药养生讲究原料的道
地性，‘道地药材’是高质量产品
的第一保证。”游洪涛说，应建立
完善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例如对
中药材种植的各个环节，如每亩地
的种植密度以及水、农药、肥料的
使用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同时，
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相关部门
应对使用违禁农药等违规行为进行
严厉处罚。

去年，国家相关部委已启动中
医药服务贸易重点项目，探索中医
药服务贸易发展模式。业内人士表
示，国家应出台具体政策鼓励药企
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专利意识，提
升产品科技含量。

（据《山西晚报》）

“洋中药”为啥
成国人海淘“新宠”

赵宇飞

“开笔礼”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
少儿开始识字习礼
的一种启蒙教育形
式 。 20 日 下 午 ，
西安汉城湖畔，55
名学龄儿童身着汉
服，在家长的陪同
下进行了一场古韵
飘 香 的 “ 开 笔
礼”。图为朱砂开
智。

张 远摄

2 月 24 日，“2016 年第九届中国·宜宾早茶节”在四川
省宜宾市翠屏区茶叶基地早茶园拉开帷幕。湿润的气候以
及海拔高度适宜等因素使得宜宾生长的茶树萌芽较早，每
年正月十五前后，宜宾各地茶园就开始忙碌起来。图为采
茶姑娘在采摘早茶。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中华春节吉祥物
瓷娃“年娃”和“春
妮”日前在江西省景
德镇“一瓷二茶”主
题馆正式发布。据
悉，设计创意源自中
国传统文化的“金童
玉女”，是春节吉祥
喜庆的象征。图为瓷
娃“年娃”和“春
妮”。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西安举办少儿“开笔礼”

四川宜宾早茶开采

景德镇发布吉祥瓷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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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怀化芷江侗族自治县档案馆在对民
国民众教育类档案进行抢救性修复时，发现了一套
1933年的国立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卷。相对于现在的
高考试卷，当时的考题无论是题型还是页数，都可
谓“短小精悍”。

至于难不难，你来做一做就知道了。

选词作文，考生功力一看便知

比起如今多元化的考题，83年前的考生在国文
科目上只要回答3大类题目：标点、订误、写作。

其中，标点题选取的是唐代郑薰《赠巩畴》诗序
中的第一段。全文无标点，让考生自己去断句。

至于当年的作文题，简直是太“极简”、太“开
放”。一道题只给出了 5 个简单的词语“苦热”、“晓
行”、“灯”、“路”、“夜”，要求考生选择其中一个写
作，文言文白话文均可。

但一位专家认为，这道题虽然看似简单，其实
非常考验考生的功力。考生的文笔和情怀，一篇作
文就能看得出来。而且相对于之前的八股取士，是
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数学考卷，含有现实情景题

这份考卷的数学题分为“代数几何平面三角”和
“高中代数解析几何”两大类，题型较为丰富，包含了
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情景题。如有一道题就是这样出
的：由高百尺之灯塔，测得恰塔东经过之船之俯角为

45°，经一小时后，船恰行至塔之正南，是时自塔顶测
船得俯角30°，问船之速率为若干。

考虑到80多年前的科技与教育水平，以及当时
社会重文轻理的现象，这种考题的难度不能算低。

英语作文，复述三国演义片段

这份英语考卷命名为 FRESHMAN ENGLISH
（大学新生英语）。考题共有三大题：填空题、简答
题、作文题。

填空题考查的是考生对英语介词的使用，简答
题的题目为“用 100个单词左右的段落来描述你早
上起床之后通常要做些什么事情”。作文题要求考
生用大约150个单词的英文短文复述《三国演义》中
任意一个片段。

虽然只有 150个单词，但考虑到当时的教育水
平，并不容易。考生也要对《三国演义》有一定认识，
否则并不容易作答。

“现在大学毕业生未必答得出”

芷江侗族自治县档案局副局长吴希元介绍，这
份“八十多岁”的试卷为右侧线装，对折式双面印
刷，共6页，纸张已发黄，四周稍有磨损，但字迹十分
清晰，保存基本完好。

说起这份1933年的国立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卷，
吴希元甚是感叹，“现在的孩子考清华大学不容易，
只有尖子生中的尖子才能实现，看了这份民国时期

的考卷，很多题目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都未必答得
出，看来清华大学一直就是学霸聚集地啊。”

“这套试卷的发现，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有着
极为重要的价值。”吴希元说，档案馆下一步将对
档案原文进行数字化。 （据《潇湘晨报》）

湖南发现1933年清华试卷
数学似奥数 英文写三国

梁美兰

开学第一课

▶2 月 24 日，四川广安区大安镇小学开展“开学第一
课、为国土添新绿”主题实践活动，栽植春芽树 2000 余
株。图为少先队员在植树。 廖小兵摄 （人民图片）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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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伊始，河北邯郸广平县广平小学开设“趣
味科技小课堂”，引导学生近距离观看并操作模拟无人
机、机器人、风能发电器等，让学生体验科技的乐
趣，激发创新创造的热情。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制图：张 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