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据气候资源布局产业

甘肃迭部扎尕那位于青藏高
原东部边缘，地处高山峡谷之
中，山势奇峻、云雾缭绕，宛如仙
境。这片区域有着不同的海拔高
度和山地坡向，气候条件也大不
相同。当地人充分利用这种资
源差异，或在山下的田间种庄
稼，或到半山的草场牧牛羊，间
或进入山林采集。多种生产活
动，构成了一个空间布局合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林牧复
合系统。农耕主要种植青稞和
蔬菜，并形成了合理的轮作制
度；牧业供给肉和奶类；森林既
能提供建筑房屋所需的木材，又
生长菌菇和药材。

2017 年，扎尕那农林牧复合
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这是依据地理气候条件合理
布局产业的典型代表。

2022年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
原游牧系统，则是通过空间迁徙
适应草原气候资源。当地气候干
旱少雨，降雨集中，草场植被自
我恢复能力相对脆弱。根据这样
的气候和生态特点，草原民族发
展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式生
产生活方式，依据气候影响下的
牧草生长情况，将草场划分出夏
牧场和冬牧场，在不同牧场间迁
徙，从而实现了草场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从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可以
看到先民适应气候资源空间分布
的传统智慧。

主动调节局地气候条件

除了被动适应，人们还通过
植被、景观结构的改造，主动调
节局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在这方
面，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
堪称典范。

哈尼人生活在地形起伏的哀

牢山区，村寨坐落于半山腰，村
寨下方是梯田，上方至山顶是茂
密的森林。高山森林土壤是涵养
水源的宝库，水源形成溪流、山
泉流经村寨，再经人工开凿的沟
渠流入梯田，而层层梯田能够很
好地防止水土流失，整个梯田系
统布局科学，水分利用效率高，
具有旱涝保收的能力。水流最后
汇入山谷的河流中，河水蒸腾形
成水汽又降落到山上，形成了立
体的水循环。

山顶高耸的树木就像成片的
“冷凝塔”，路过的空气冷凝成水
汽，再加上山谷河流蒸腾而上的
水汽，使冬春之际的哀牢山区置
身于茫茫云雾中，不仅成为当地
一景，还大大增加了降雨的频
率。即使其他地区雨水稀少，哀
牢山区也能凭借着茂密植被、缭
绕云雾获得充沛降水。

良好的局地小气候有效保障
了农业生产。2009 年秋到 2010
年春，我国西南地区遭遇严重干
旱，但哈尼梯田几乎没有受到影
响，这就是它合理的景观结构对
局地小气候的调节在发挥作用。

多样化防御气象灾害

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优良品
种，向来是抵御气象灾害的宝贵
资源。

传统农业中，各地先民都会
从当年收获的作物中挑选颗粒最
饱满的植株种子用于来年耕种。
相比于外来优质品种，这种通过
自然选育留下的品种，或许不具
备产量高、生长周期短等优势，
但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和最适
应当地环境、种植方式的基因特
性，能够有效地抵御当地常见的
气象灾害。

同时，人们还有意识地选育
并保留多样性品种，以适应气象
条件的变化。比如河北涉县王金
庄旱作石堰梯田，就有 74 种作

物、180 个老品种，当地依此建立
了“种子银行”。

生产技术和模式的多样化，
也是人们抵御气象灾害的选择。
一整套田间管理技术是农田保墒
的重要措施。在涉县，人们为应
对干旱搭建了集雨蓄水设施，保
证石堰梯田的供水，并在梯田实
行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套种、不同
生长期的作物间作、经济作物和
粮食作物混种等模式，增加梯田
生物多样性，以应对气象变化。

在内蒙古敖汉旗，全年降水
有限，为了充分利用每一次雨
水，当地农户总结出一套根据不
同降雨情形调整种植方案的经
验：5 月前降雨，可以种生育期稍
长的谷子、高粱；6 月才降雨，可
以种黍子；如果直到7月才降雨，
可以种生长周期很短的荞麦，以
避免饥荒。

由于这些传统智慧的突出价
值，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和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分别
于 2012 年和 2022 年被列为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此外，固碳减排也是气候智
慧型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与发展
要求。而利用生物共生减少投入
与排放的发展理念，在我国的诸
多农业文化遗产中都有体现。浙
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贵州从江
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浙江湖州
桑基鱼塘系统等，都是其中典
范。稻、鱼、鸭共生的模式，“桑
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
泥壅桑”的生态循环，能有效降
低化肥等制剂的使用，减少氮氧
化物排放，更加环保。

气候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历经千百
年仍然活跃的生产系统，可以说
经过了气象的“千锤百炼”。它
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必将
为当代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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芫荽的香气有点霸道，老百
姓称其香菜，这名儿好听，每年
秋冬季上市。它原产地中海沿
岸及中亚和南欧地区，据《博物
志》记载，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

“使西域还，得大蒜……胡荽”，
种子归，初名胡荽。但有人考
证，胡荽的传入实际上是在张骞
之后。不过，胡荽作为一种蔬
菜，至少在南北朝时，可以肯定
已经得到了广泛种植。因为在

《齐民要术》里，已经记载了颇为
详尽的种植胡荽以及腌胡荽的
方法。胡荽汉代本称葰荽，故种
植历史在西汉。后来在南北朝
后赵时，石勒做皇帝，胡荽听起
来不顺耳，下令改名为原荽，后
来演变为芫荽。

芫 荽 在 我 国 华 北 地 区 最
多。它的嫩茎和鲜叶有种特殊
的香味，和葱花、姜丝、蒜头一
样，常被用作菜肴的点缀、提味
之品，是人们喜欢食用的佳蔬之
一。民间主要用作调味，比如兰
州牛肉拉面或西安羊肉泡馍，非
芫荽不正宗。又如做鱼时放些
芫荽，鱼腥味便会淡化许多。涮
火锅，火锅里不加芫荽，就不是
完整意义上的火锅。据有关资
料记载，因芫荽带有特殊的清香
气味，被道家列为“五荤”之一，
并被当作驱邪镇鬼的法宝。李
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胡荽可
消谷，补虚，治五脏。许慎在《说
文解字》中讲，“芫”字为“鱼毒
也”；“荽”字为“香口也”。

芫荽最简单的吃法是将摘
来的芫荽挑拣好，然后用清水洗
净，沥干水分，放入稍微大一点
的盆里面加入食盐、辣椒粉、鸡
精等调料，拌均匀即可食用。另
一种是吃火锅时，管它羊肉火
锅、三鲜火锅、鱼头火锅，都可以
把芫荽拿来涮着吃。现在，芫荽
已不单纯做“配角”，还用来做三
鲜芫荽水饺。饺子馅透着一股
清香，鲜美异常，越嚼越香。汪
曾祺在他的《四方食事》一文中
写道：“我原来不吃芫荽（香菜），
以为有臭虫味。一次，我家所开
的中药铺请我去吃面——那天
是药王生日，铺中管事弄了一大
碗凉拌芫荽说：‘你不是什么都
吃吗？’我一咬牙吃了。从此，我
就吃芫荽了。”

芫荽籽大，像小花椒粒似的
呈球体，含左右一对籽粒，播种
前要晒干，放在笸箩里用鞋底或
砖头之类的东西搓开来，使其外

壳破裂，方便发芽。芫荽播种是
个关键，撒稀了芫荽长得又矮又
胖，如小孩踢的鸡毛毽子；撒密
了又像是一团扯不开的粉丝，且
又细又黄，卖不上好价钱。它开
出的花朵也极具文艺范，全是细
白的小碎花，满天星似的，轻盈
婉约，仙气袅袅。远远望去，绿
意蒙蒙。

芫荽由于有刺激性气味而
少虫害，一般不需要喷洒农药，
接近有机食品，非常适合生食、
泡茶和做菜用。日本现在流行
用芫荽泡茶，在东京出现了香菜
餐馆——“香菜屋”，里面有各种
用香菜制成的菜肴，从生拌香
菜、炒香菜、香菜冰激凌到香菜
饼干，生意异常火爆。

原先不受欢迎的芫荽，如
今却大行其道，还能让人吃上
瘾。如同一个人，越相处越喜
欢 ，越 喜 欢 越 深 爱 。 火 锅 、汤
面、豆腐脑、羊肉汤……没有了
芫荽，味道就不一样。汪曾祺
从不吃芫荽到喜欢上芫荽，悟
出了“从能接受不同品味的食
物开始，慢慢接受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行为
习惯，从而慢慢有一颗宽容的
心，容人的量”。世上很多事都
是这样逐渐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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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外面是什么样子，我想出
去看看”

1955 年，徐宗本出生于秦岭深
处柞水县凤凰镇，是家里的第 5 个
孩子。父亲是名老中医，母亲是位
大家闺秀，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
徐宗本从小就很自立，5 岁时开始
给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做饭，后来
进入村办小学读书，每天上学要赶
3 公里山路，而早餐常常就是泡在
水里的柿饼。

童年的艰辛，磨炼了徐宗本吃
苦耐劳的非凡毅力。学习对他来
说是一件最轻松愉快的事。“当时
对于学习的理解就是‘学好数理
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每次坐
在山顶上都会想，这连绵无际的大
山外面是什么样子，我想出去看
看。”正是这种跟吃饱肚子一样的
渴望，激发了徐宗本靠学习走出大
山的信念。

虽然小时候在大山里的日子很
苦，但徐宗本却对大山怀有深厚的
感情。“18 岁之前，我记忆中只有饥
饿，为了填饱肚子，就得不断向上
追求，这是大山对我最初的塑造。
然后是毅力，我明白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必须通过自己的奋斗才能
获得。最后就是必须设身处地为
他人着想，大山里的人必须互相帮
助。”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一名
数学家，徐宗本在《人民日报》上还
发表了 5 篇理论性文章，这归功于
他小时候练就的好文笔。

颁奖礼上的三句话

在第十六届华罗庚数学奖颁奖

典礼上，徐宗本发表获奖感言时讲
了三句话，引得现场数学同行击节
叫好。

“余则成回家了，感觉真好。”
是 第 一 句 话 。 为 什 么 是“ 余 则
成”？徐宗本坦言，在西安交通大
学读博士时，最初是做纯粹数学基
础研究的，如泛函分析、Banach几何
学，那时根本不考虑应用，就是一
个劲儿写文章，然后逐渐开始研究
应用数学、人工智能、神经网络。

“大概上世纪 90 年代，所谓人工智
能第二次浪潮来临时，我正在其
中。”徐宗本回忆说。后来，徐宗本
觉得只做公共方法论还不行，要把
数学作为生产力和技术的一部分，
直接嵌入到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上。
这就是他开创的一个新领域——数
学技术。

大家通常认为，数学属于工具
学，具有工具属性，但徐宗本认为
数学还有技术属性。现在随着信
息化和数字化速度的加快，所有技
术都是以数据形式呈现，人工智能
和数字经济的本质及基础资料也
是数据。要想读懂其中的规律，数
学就要发挥核心作用，也就是技术
属性。

徐宗本说，很多人觉得他是在
做应用数学，但真正的应用数学不
是这样。徐宗本团队做的是从原始
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产业落地的一
体化工作。“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能
获奖，可能就是我们所走的这条道
路得到了数学界的认可，数学不仅
仅是个工具。就像《潜伏》里的余则
成，终于被‘本家’认可了，这是一种
喜悦的心情。”徐宗本说。

“做数学的，无论是纯理论的研

究，还是一般方法论的研究，还是应
用落地的研究，这几个方面，要做好
哪个都不容易。”这是徐宗本在发表
获奖感言时讲的第二句话，也是他
的第二个感悟。徐宗本想告诉大
家，数学是一个整体，没有高低之
分。不仅数学，整个科学界都有一
条“鄙视链”，其实大可不必。

“与其说是把这个奖颁给我，还
不如说这是中国数学界对于数学技
术服务于国家的期盼。”徐宗本的第
三句话，也是他的最大心愿——数
学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国家的重
大工程和重大需求。

数学技术要与国民经济建设相
结合

徐宗本这次获奖，主要源于
他在应用数学稀疏信息处理、机
器学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数学
基础这三大领域取得的成果，在
具体应用上相对应的分别是为全
球首部稀疏雷达样机提供成像原
理和核心技术、提出了一系列广
泛应用的人工智能算法，以及在
医疗健康领域研发成功“扫描与

成像分离”CT 系统。
“我们采用新原理造出来的CT

辐射很小，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到
十分之一。”徐宗本说。这项研究
给医疗健康界带来了一场“革命”，
意义非凡。徐宗本的愿景是通过
解决 CT 的剂量问题，真正实现筛
查功能，扫描与成像分离后 CT 终
端机可以到农村、社区、病房，甚至

还能上天入地，实现自由部署。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经常

想，科研成果如何能让广大农民受
益。所以我特别关注国家推动的医
疗改革，哪些是我们医疗行业特别
需要解决的问题，急国家之所急，尤
其是如何建立适合中国的医疗体
系，让老百姓受惠。”徐宗本说。

近几年，他们团队很大一部分
工作是围绕医疗板块展开，推动医
疗设备的国产化替代。“现在的 CT
做一次就成百上千元，很多人舍不
得做。我希望我们的成果帮助缓
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徐宗本介绍说。下一步，他将瞄准
另外两大设备——核磁和超声进行
攻关，继续推进他“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的医疗蓝图。

“我们这代人的特点是家国情
怀很重”

徐宗本在数学上作出卓越贡

献，仅仅源于对数学的非凡热爱
吗？“我做数学并不是因为热爱，
而 是 大 山 里 的 孩 子 没 有 其 他 选
择，只有学好数理化这一条路，只
有‘干一行爱一行’和‘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这些从长辈们那
里 获 取 的 只 言 片 语 和 朴 素 的 观
念。”徐宗本说。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能做
的事情做到最优秀，这就是他最开
始的目标。完成一个又一个经过
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比树立所谓
的远大理想重要得多。徐宗本是
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要求团
队的。

“我的团队特别能坐得住‘冷板
凳’，并且要做真问题、真研究。”徐
宗本说。他的团队成员目标都很
一致，就是潜心做科研，摒弃不良
风气，保持科研团队的纯洁和正
气，“唯帽子”看资历在徐宗本的团
队里是不存在的。“我最害怕有的
人有了‘帽子’就觉得‘一俊遮百
丑’，‘帽子’的作用是让你为国家
服务、为学校争光的，不是让你躺
平的。”徐宗本说。

徐宗本经常告诉团队成员，
名誉不是拿来消费的，它只是一
个 助 推 剂 ，督 促 你 更 好 地 做 实
事。“作为院士，更要身先士卒带
动一批人，切实解决科技自立自
强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问题。要
作 出 贡 献 ，而 不 能 光 停 留 在 嘴
上。我们这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家
国情怀很重，国家和人民养育了
我们，如果我们不拿出切实的行
动，如何对得起国家的期待？”徐
宗本说。

（据《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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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科学院徐宗本院士一行到重点实验室指导交流中国科学院徐宗本院士一行到重点实验室指导交流

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多年来，气候变
化对农业造成严重影
响，农民需要面对农
作物病虫害加剧、气
候变暖、极端天气事
件频发等严峻挑战。
2010 年，联合国粮农
组织在报告中指出，
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

“气候智慧型”农业，
以应对日益变暖的世
界并养活日益增加的
人口。中国是农业大
国，同时也是遭受自
然灾害最多的国家之
一。早在 2014 年，中
国就启动了第一个气
候智慧型农业项目。

实际上，农业不
仅 深 受 气 候 变 化 影
响，其本身也是影响
气候的重要因素。气
候智慧型农业具有提
高 农 业 生 产 可 持 续
性、对气候变化适应
性、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等显著特点。在我
国农业文化遗产中，
蕴含着适应气候、调
节气候、防御气象灾
害的丰富经验，能够
助力气候智慧型农业
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
加 上 复 杂 的 地 形 地
貌，形成了复杂多样
的气候类型。在上万
年 的 农 业 发 展 历 程
中，人类依赖当时当
地的气候条件，并随
着气候条件的变化，
逐 渐 形 成 了 各 具 特
色、因地制宜的农业
生产技术、传统知识
和品种资源。这些技
术、知识和品种资源，
正是构成农业文化遗
产系统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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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味 斋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为柞水中学学生签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宗本为柞水中学学生签名

徐宗本徐宗本：：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数学家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数学家

近日，中国数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在武汉开幕，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徐宗本在会上获颁第十六届华罗庚数学奖。
徐宗本，这个从陕西柞水秦岭大山中走出来的“砍柴娃”，时隔多年后又一次站在了“山顶”，摘到了“那颗最香甜的果子”。
徐宗本长期从事数学与信息科技的交叉融合研究，是中国应用数学特别是数据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领导者之一，在应用数

学、稀疏信息处理、机器学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数学基础等领域取得系统性与原创性的成果，并将其广泛应用于雷达成像、CT成像、
5G通信等20多个领域，得到国内外同行学者的高度评价。

不久前，徐宗本捐出其获得的华罗庚数学奖20万元奖金，在柞水中学设立励志奖学金，用于激励家乡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用实
绩报效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