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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

中國名片

中國太空站已進入長期有航天員駐留的階段，他們的所需所用，包括一日三餐都需要利用太空貨船速遞，「天舟」貨運飛船則
肩負著這項重任。而且中國科學家不斷努力提升「天舟」的運力，多項性能指標已在世界現役太空船中排首位。

最新一艘「天舟六號」貨運飛船總長��.�米，整體分成兩個部分，底部是推進艙，上面比較大的部分是貨物艙。「天舟」貨運飛
船總重��.�噸，從「天舟六號」開始，它的載貨量就從以前的�.�噸提升至�.�噸，是目前世界上運貨能力最強的貨運飛船之一。

「天舟六號」貨運飛船要為太空站送多少貨呢？太空站在太空中停留，有時調整姿態就會消耗燃料。因此貨運飛船除了為航天
員運送物資之外，還必須為太空站補充推進劑。「天舟六號」攜帶了�.��噸的推進劑，其中有七百公斤左右是要為太空站補給。「天
舟六號」運送的物資種類和過去相差不大，主要是服裝、食品、飲用水，其中新鮮水果的重量就有七十公斤，是「天舟五號」攜帶水
果重量的兩倍。除了航天員日常需要用到的物資，今次「天舟六號」的貨物清單還多了一組電推進氙氣瓶，可以作為空間站燃料推
進劑的備份，為太空站日常維持軌道、調整姿態所用的電推進器補充之用，有效節省了空間站推進劑消耗。

由於「天舟六號」的密封艙運力提升，未來向天宮太空人送貨的周期可從每年發射兩艘發展為每兩年發射三艘，大幅提升經
濟效益。關於貨物快遞服務，「天舟」飛船可以返回地球再重用嗎？中國航天專家表示，技術上完全可以設計可返回式貨運飛船，只
需根據需求來決定。專家指出，目前貨運飛船完成任務後離軌和墮入大氣層燒蝕銷毀的方案是最經濟的方案，若要具備返回能
力，則會犧牲一部分的上升能力。

澳門中小學生人文社科教育基地



李振聲：矢志攻關 築牢大國糧倉

反省 讀者來稿

國家精神
李振聲，曾在祖國西北耕耘��載，培育推廣抗病、高産的遠緣雜交小麥；曾組織開展多項重大農業科技攻關，助力我國糧食大幅增産。
在七十餘年的科學生涯中，李振聲始終把「回報國家」作為奮鬥目標，為讓「中國人吃飽飯、吃好飯」而不懈努力。
����年從山東農學院畢業後，李振聲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從事牧草栽培研究。����年，他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的號召，奔赴陝西楊淩工作。
當時，小麥條銹病在我國黃河流域肆虐，一年便能導致小麥减産超百億斤。更棘手的是，將外來抗病小麥與本地小麥雜交培育抗病新品種需要八年左

右，而小麥條銹病讓這些新品種失去抗性平均只要五年半。李振聲和團隊迎難而上，通過反復實驗，選取長穗偃麥草進行重點研究。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年攻關，李振聲和團隊育成了「小偃」系列高産、抗病、優質新品種，幷迅速推廣。其中，「小偃�號」能同時抵抗�個條銹病菌

生理小種侵染，成為我國小麥育種的重要骨幹親本，衍生品種達��多個，截至����年全國累計推廣�億多畝，增産小麥逾���億斤。
����年�月，李振聲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時，我國糧食産量已出現連續三年的徘徊不前。如何進一步增産？李振聲經過三個月的調研，提出了黃

淮海中低産田治理方案。
隨後，他組織中國科學院��個研究所���多名科技人員深入黃淮海地區，與地方科技人員合作開展了大面積中低産田治理工作，被稱爲農業科技領域

的「黃淮海戰役」。這項工程實施六年，爲我國增糧���.�億斤。
����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榮譽接踵而至，但他沒有止步。
����年，李振聲提出建設「渤海糧倉」，向鹽鹼地要糧，����年「渤海糧倉科技示範工程」正式啓動，實現環渤海地區五年增糧���多億斤。����年，年

近��歲的李振聲提出建設「濱海草帶」的設想，以確保我國飼料糧安全。����年，新中國成立��周年之際，李振聲被授予「 共和國勛章」 。
「中國人自己養活自己！」面對國際上一度出現的「誰來養活中國」的聲音，李振聲的話擲地有聲，他也用實際行動作出了有力回應。

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
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花。
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婿車。
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和董傳留別 宋 · 蘇軾

譯文：我雖然身穿簡陋的土布，用粗絲綁發，卻滿腹詩書，自然氣質高華。我厭倦了與老書生清談，卻鼓舞精神
和衆多士子共赴中制科考試。兜裏沒錢，一雙舊鞋已跟隨我多年，出行全靠它；富貴人家的香車美女，讓我眼花繚
亂。放榜以後我成績好，得意洋洋來誇耀，看：黃紙詔書上墨跡還溼着。

賞析：蘇軾的「腹有詩書氣自華」流傳甚廣，經典地表達了讀書與修養的關係。書香熏染出高雅不凡的氣質，還
能讓人在面對失意和窘迫時表現出一份豁達之態。清代學者梁章鉅指出，無書氣即為粗俗，讀書的多寡影響內在素
質。「腹有詩書」意指飽讀詩書，展現的「氣」則指氣質。對董傳而言，「氣」是面對困境的樂觀態度，蘇軾的贈言既是讚
美，也是安慰。此句清晰闡明讀書與高雅氣質的聯繫，深受讀者喜愛。

廣大中學  高一 李奕瑾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意思是每天都反省三次？沒有犯錯也要自省？自省的意義在哪？

         天才是由��%努力加�%的天賦。呂蒙因孫權苦口婆心的勸學而發奮讀書，在正確的反省之下，從一個武夫到文武雙全，從「呂下阿蒙」到令人「刮
目相看」的將軍，呂蒙的蛻變見證了理智性反省。人生的酸甜苦辣、七情六慾，正確排序應當是先苦後甜。反省自身問題與態度、正確改善並糾正，眼前的
你，必定會閃閃發亮，卓爾不群地出現。

         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每個人都會有失誤、缺點美國成功人士富蘭克林有錢後便驕傲起來，一次去拜訪他一位朋友，他昂首闊步地走到門前，直接
撞到門檐上，臨走時他的朋友送他一句話“做人要懂得低頭”。於是他及時反省，一直謙虛好學，成為一位偉人。幸虧富蘭克林意識自己有問題，虛心接納
朋友的意見。如果沒有及時反省，就好比一位癌症初期病患，發現了病情卻不去就醫，拖到後面便危在旦夕了。也可被一盤植物已經三天沒有澆水，第四
天還不去澆水，但這盆植物注定會因缺水而枯乾。

          生離死別仍是人間常情。二十一歲史鐵生雙腿癱瘓，他的母親就像陽光灑進他陰暗的世界。很不幸的是史鐵生的母親病逝了，他正是從母親離世
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史鐵生用紙折了一艘「寫作號」的小舟，將自己從母親去世的陰影裏掙脫出來，後面
還陸續寫出了優秀作品。行政不單單只是糾正錯誤，及時改善，也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我反省、自我實現
價值。

         人生如水，待水悄悄流入海，你再想去享受水的清洌甘甜，只剩望洋興嘆；人生如葉，代葉飄落在
小街上，你再想去看秋葉時，只剩一片汪洋。人生如夢，待美夢被現實驚醒，你再上去回憶追溯夢帶來的
愜意，只有空悲切！

       人生倘若有一架時光機，可以彌補曾經的遺憾，那麼你會去自省並改善嗎？可惜沒有如果，過去
的人和事早已一去不復返，只望你能在日後切記⸺理智反省、及時反省與深刻反省。

巾幗英雄

詩風詞韻

蔣珍鳳，湖南瑤珍糧油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婦女十三大代表，獲評全國巾幗建功標兵和全國農業農村勞動模範。她
出生於湖南省永州市的農村，����年中專畢業後被分配到江華捲煙廠，成為村裡第一位包分配的中專生。����年，捲煙廠
關閉，她成為下崗工人。為了生計，她前往廣東打工，接觸到「綠色有機食品」的理念，萌生了回鄉創業的想法，並學習農作
物栽培技術。

回到家鄉後，蔣珍鳳湊齊十多萬元創業資金，開設了糧食加工坊，親自種植水稻。����年，她抵押房產、借款流轉了一
千多畝土地，採取生態種植模式，堅持不使用化學農藥，人工除草。初期遭遇不少困難，第一年因罕見暴雨和福壽螺導致減
產，損失慘重；第二年雖然收穫豐盛，但因成本和定價過高，銷售受到阻礙。

多年投入讓她面臨經濟壓力和家庭矛盾，壓力過大，甚至影響睡眠。然而，她始終相信「苦盡甘來」。����年，蔣珍鳳參
加中國中部（湖南）農業博覽會，攜帶團隊推廣自己的大米。她將大米蒸熟，讓參會者品嘗，獲得廣泛認可，從此找到市場和
銷路。她的「瑤珍」優質稻米開始進入中高檔超市和餐廳，逐漸走出湖南，登上全國消費者的餐桌。

回顧創業歷程，蔣珍鳳認為這是一段寶貴的財富。她堅信深陷於絕境中，潛能才會被激發；一旦認定目標，便會全力以
赴。蔣珍鳳詮釋了湖南人「吃得苦、得煩、霸得蠻」的精神，展現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決心和「不搗黃龍誓不休」的堅持。

廣大中學 高一丙 祁澤燁學問藏在生活裡
「學不可已」，學習是一件不可停止而漫長的事情，自從人們出生起，就在不斷反復的學習。語言、文字、個性、行為，乃至三觀都是人類通過模仿承襲下來的。「人非生而無惑」，為了滿

足好奇，解決問題，不再困惑，只能去學習，去學習那「無涯」的學問，這就是人生。
但是，人生之中的學問又在哪呢？我認為答案永遠在問題裡，沒發現的答案無論如何它都存在，是我們沒有通過現象看到本質。千百年前，我們的智人祖先們以捕食血肉為生，直到

偶然的天雷劈向樹木，仿佛是上天給祖先們的一份大禮⸺火的首次出現。他們不懂這是什麼？也不明白這會他們帶來什麼？只看到了，火的光，焰的紅，一切都是那麼的未知，直到偶
然的發現火燒死了動物，成為了熟肉，偶然的將其吃下，他們才發現，火的灼燒性，以及更美味的熟肉，結合研究出了烹飪。在偶然中他們遇到了偶然的未知並在多個偶然中獲得了答
案，而在偶然中發現偶然的答案卻是偶然中的必然，時間會必然的帶來偶然，所以他們在生活中遇到了問題，最後在生活中找到了那個必然的答案，所以問題發生在生活裡，學問就藏
在生活裡。

生活是一個奇怪的傢伙，它時而給我們答案，卻又不斷給我們提出疑問，但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所以人的偶然也是有限的，不是每個人都能發現所以的問題並偶然發現答案的，所以
如果學問只能在生活中的探索獲取，那人的學問就會被壽命以及運氣設置了上限。所以我們的祖先聰明的解決了這個問題，記錄經驗，記載學問，將所擁有的知識通過筆書寫出的文字
傳承至千年，讓後人們以較短的時間進行積累，然後去不斷的尋找探索，這蘊含這數代人智慧不斷的延續，這樣的傳承就可以讓人類突破上限，向無窮的汪洋大海邁出重大的一步。

可是先人的記載中的知識卻不一定是對的。比如說，曾經的著名學者亞里斯多德就曾說過鐵球比羽毛重，所以鐵球比羽毛先落地，因為更重的物體所受的重力更大的結論，最後因
為他的威望，以及大家看到的事實就導致這條歪理傳承幾個世紀，實際上羽毛是因為受到了空氣阻力才變得慢了，正確來說不同品質的物體所受的重力一致；古代教會提出地平說（指
地球是平的）、地心說（宇宙的各個星體是以地球為中心做圓周運動的）等自認為正確的假設，並秉持這條歪理，甚至傳播，如果有人（哥白尼）反對他們所認為的，就會被活活燒死。所以
錯誤的傳承會使人們走上歪路，減慢知識積累與傳承，甚至會使真相被埋沒，知識的傳承被停止，所以我們可以從前人的
故事中學習他們的知識，但我們不可以盲目的去聽信歪理成為教條，成為社會上的刻板，所以我們不需學會篩選與判段。

如何確定真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方法」，所以要快速的判段及學習就要去實踐。我們把學習比作大海撈針，尋找
的過程猶如在野外的叢林中尋找沒毒的食物，而正確的學問就是那海底針，美味果。過程艱難且無助，像是無頭蒼蠅般到
處亂撞是沒用的；靠著前人們的知識與經驗，靠著這些個理論，去先相信，去賭，結果沒人能知道你有沒有被毒死。所以我
們真正應該要去把前人的思路過程當作指南針，當作黑暗中的方向，要沿著指引自己找，而不是直接確認他人的結論，通
過前人的幫助縮小搜索範圍，再刻苦前進才能學到真理，才能擁有學問。要以理論為基礎去實踐出真理。

所以從生活提問，尋找答案，再提問，往往復複，無窮無盡，也要通過教育去學會更多知識，用理念去實踐而檢驗，再不
斷向前進步，迴圈如此便是學問，它藏在生活裡，也被人複製到了書本裡，只有通過這樣的點點滴滴去發現與受教，讓知識
積土成山，積水成淵，這才是學習學問的目的，這才是生活。生活是獨屬於你的寶藏，發現它，得到它，運用它，這將會是你
無上的至寶，這就是你的學問。

上期談及在十九世紀末以前，葡人主要生活在一座由城牆包圍的小城中，而華人則主要居住在城牆以外的平地及內港一帶。而「萬里長城」就是這城牆最
主要的組成部分。在說「萬里長城」之前，我們先說一下葡萄牙人為何建城牆，後來又為何要拆城牆。

����年，葡萄牙人來到澳門半島。由於明朝政府防範倭寇而實施海禁政策，葡人就壟斷了中國廣東一帶海外貿易的利益，巨大的商業利潤滾滾而來，吸引
了荷蘭人注意。����年，荷蘭艦隊的隆隆炮聲震驚了澳門平靜的海港。葡萄牙人沒有任何支援，他們惟一的，也是最後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嚴防死守，盡力加強
對這個小城的護衛。����年，他們在聖保祿教堂（大三巴牌坊）左側，開始興建起澳門正式的防禦性城牆。

葡萄牙人修建城牆的事很快就被明朝政府知道了。明朝政府非常擔心葡萄牙人把澳門變成一個據險自守的獨立領地。����年，中方制定了《海道禁約》五
款，其中要求居澳葡人禁止擅自興造房屋建築。但是葡萄牙人並不理會明政府的要求，並加快了修築城牆的速度。至����年，經過了十幾年的修建，澳門的城
牆體系已初步完成。

����年�月��日，荷蘭人對澳門發動了大規模進攻。他們在英國人的助陣下，出動了十七艘軍艦，上千名士兵，向澳門猛撲過來。葡人守軍只有百人，葡籍
市民以及黑奴傾巢出動，甚至連傳教士也踴躍參戰。他們依靠簡陋的城防工事，進行殊死的抵抗。激烈的戰鬥
持續了三天，最後，荷蘭人敗退了。而中葡雙方也最終達成了協議，兩廣總督於����年上奏朝廷，葡萄牙人拆
毀了面向中國內地的一些城堡工事，允許保留下來對外防禦的部分。

媽閣斜巷（葡萄牙語：Calçada da Barra），又稱萬里長城。由於百多年前其巷沿途並未建有任何高層樓
宇，隱隱可見澳門舊城的城牆遺跡，並順延至媽閣廟旁，故被當時人們稱為「萬里長城」。關於澳門舊城的城
牆，是葡萄牙人於明天啟年間所修築的，基本上分為南北兩面，其中位於媽閣斜巷的相信屬於南面城牆西翼，
延伸至北面媽閣廟海鏡石的一段，城牆早於��世紀中葉被拆毀，而該段城牆的痕跡已難復尋。

有趣的澳門街道又怎會這麼少，下期繼續為大家講述有趣的「澳門街」。

黃天俊澳門趣事澳門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