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明要有科技敏感性

�朱亚夫

最近，“苏超”火出圈了！五元十元的门票，

场场爆满，单场观众破两万，热度惊人。这场江

苏十三个地级市的“足球内战”，凭啥能火成现

象级？背后藏着文化体育产业拉动内需的大学

问。

苏超的爆火，胜在“接地气”。 楚汉争霸的

历史梗，让徐州和宿迁的对决充满看点；“太湖

三傻”“吊无力”的调侃，把赛场反差玩成全网

笑料。苏超把地域文化、民间智慧揉进足球，让

观众从“看客”变成“局中人”。在互联网的推波

助澜下，南通“叫南哥”挎包热卖、恐龙园门票

成“战术道具”， 比赛化作全民狂欢的流量盛

宴。

这场狂欢，实打实拉动了内需。 门票收入

只是小头，周边产品、文旅消费才是“重头戏”。

球迷涌进赛场，带动住宿、餐饮消费；城市特色

商品借着赛事 IP 走红，南通挎包、常州恐龙园

文创供不应求。 苏超正用文化体育的“钥匙”，

打开消费市场新大门，激活内需潜力。

但热闹背后，也有隐忧。 比赛中出现的一

些状况，暴露赛事专业性不足；热度来得快去

得也快，一旦新鲜感消退，如何持续“造血”？这

些都亟待解决。 借鉴国际经验，英国足球联赛

通过完善的青训体系和商业运营，成为百亿级

产业；苏超也该补上短板，制定规范赛事规则，

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升级为可持续的产业模式。

各地方各区域若想让文化体育产业真正成为经济发

展的“活力源”，为内需市场注入动力，还需多方发力。政策

层面，政府可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简化

审批流程，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和职业

院校增设相关专业，开展实践教学，培养复合型人才；科技

融合领域， 运用 5G、VR、AI 等技术， 打造沉浸式观赛体

验，拓展产业边界；同时，注重品牌塑造，挖掘地域文化特

色，打造多样化、差异化的文体 IP，提升国际影响力。

苏超的爆火，给文化体育产业发展上了生动一课。它

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碰撞，民间智慧与商业逻辑结

合，就能释放惊人的消费动能。 从“苏超现象”展望未来，

文化体育产业不仅是满足精神需求的“软基建”，更是拉

动内需的“新引擎”。 期待更多区

域本土 IP 崛起，推动文化体育产

业蓬勃发展，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持续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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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道婆如何返回故乡：

遇赦、夫亡、附海舟归

1.关于“遇赦、夫亡、附海舟

归”的总体分析

按照比较公认的黄道婆 1245

年出生起算，“从夫戍海南”应该是

1260年左右。 因此及至元朝，“宋

五”的身份是“新附军”“南军”，是

被朝廷监控和担心的对象———有

学者认为， 元朝远征日本的一个

目的是消耗投降的新附军。

从卫戍蛮荒之地到经历灭

朝之战， 以至于成为投降部队中

的一员，“宋五”的命运是不幸的。

然而更不幸的还在后面，“遇赦、

夫亡、附海舟归”，词语的顺序表

明，“宋五” 是在元廷赦免之后身

亡的。 于是最终只有黄道婆一个

人“附海舟归”。我们前面强调过：

王逢称“遇海舶以归”，张之象称

“附海舶归”； 张之象对前辈文字

的改动，我们不能用“马虎”来揣

测， 而是意味着： 因为是官方赦

免，回程可能跟随官方的船只。

2.关于“宋五”历史背景的分析

1260 年左右“从夫戍海南”，

大概在南宋理宗开庆、 景定年

间。所以“宋五”可能参与的重大

作战行动，包括对“三巴大王”的

镇压、元灭南宋之战，甚至是元

廷远征越南之战。

镇压“三巴大王”之战。 1267

年，陈明甫、陈公发在鹿回头建据

点，自号“三巴大王”，聚众划地而

治，他们攻击城镇、征税征粮、打

劫官船、海外贸易等。 镇压行动一

直持续到咸淳十年（1274年），“筦

帅马成旺遣其子抚机应麟， 申命

转辖云从龙协赞平之”（乾隆《崖

州志》）。“三巴大王”的根据地就

在今三亚鹿回头山脚， 位于吉阳

军东部。 作为崖州戍军的“宋五”，

应当参与了这场漫长的战争。

元灭南宋的“崖门海战”。

1278 年，南宋末帝赵昺与陆秀夫

等的小朝廷迁到崖山，与元军开

展了史称“崖门海战”的总决战。

到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宋祥兴

二年，1279 年 3 月 19 日），南宋

残军战败，陆秀夫背着赵昺跳海

自尽，南宋结束。 此战宋军阵亡

十万军民，“人死乱如麻”。 崖州

地区是南宋朝廷最后的据点，无

论如何“宋五”都会被组进最后

的抵抗队伍，参加了这次战役。

元廷征服海南。 崖山倾覆

后，以南宋抚州幕官赵深道为代

表的部分南宋军官负固不降。至

元十七年（1280 年），元廷派云从

龙率军平定海南，赵深道等“度

无可支柱， 始提其精兵万众内

附”。 这批原籍浙江的南宋新附

军，主要是配备船只的水师。 正

德《琼台志》称“宋末祥兴遗卒，

置镇白沙防海。 ”“宋五”有可能

是这里面的一员。

第三次南征安南。元至元二

十四年（1287 年），元朝第三次南

征安南。发江淮、江西、湖广三行

省的元兵、 汉南军等七万人，云

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一万

五千，分道南征。 张文虎跟随大

军从海路运粮七十万石。但元军

开局就连番失利，军中又爆发瘟

疫，士气低落，经过云屯、白藤两

次重大失利，第三次远征宣告失

败。 越南派其中大夫陈克用等向

元朝进贡，从形式上给元廷面子

上的交待。 （未完待续）

刊头书法 殷佩红

黄道婆为何去海南？ 又为何回上海？

（八）

�毕信仁

张国华

从小跟随陆一飞、王克文、张大伟老师学习山水画。 作品

参加各种市、区级举办的画展以及国家行政学院、市级机关

和市委党校举办的各项美展并获奖。 近些年主攻画些虫草，

以画蟋蟀为主。 现为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上海红星

书画院画师。

荨 国画《秋声》

茛 国画《雅趣》

最近， 参加一

场科学报告会，报

告人是云南省热带

作物科学研究所的原研究员

纪开萍。 她说，我是云南临沧

人，小时候一到雨季，就会和

乡亲们上山采野生菌，这其中

大多数是牛肝菌。那时候就觉

得， 一家人一起吃一顿香喷

喷的牛肝菌真是弥足珍贵的

事情。 2001 年，在云南省热带

作物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我开

始着手研究西双版纳地区特

有野生食用菌的人工驯化，黑

牛肝菌就是其中之一。我打破

固有思维，大胆地提出黑牛肝

菌脱离宿主树的人工栽培是

有可能实现的！ 从此，我就一

头扎进了这项没有前人成功

过的研究领域里。 过了十年，

我终于成功研发出黑牛肝菌

的人工栽培技术，后来被曾在

云南插队落户、后成为企业家

的上海知青慧眼相中。又经过

十年，终于让富有营养价值的

牛肝菌走出西双版纳，成为千

家万户餐桌上的美食！

会场中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就像在酷暑中喝了杯冰

凉水，我豁然明白，记者要有

新闻敏感性，科学发明要有科

技敏感性。

众所周知，新闻记者要有

新闻敏感性，要在别人没有关

注的地方“看”出新闻来；在别

人看不出新闻的地方“看”出

新闻来。 同样，科技工作者也

要有科技敏感性，就是要善于

发现问题，善于化解问题。 同

样是查资料，许多人看到的是

“已经查明绝大多数食用牛肝

菌都是外生菌根菌”， 就作为

定论，不敢轻举妄动，而纪开

萍却脑洞大开，看

到“绝大多数”是如

此， 那就是说并不

铁板一块，也有可能存在“例

外”。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再加

上勤奋地钻研 ，“十年磨一

剑”，终于找到了这个“例外”，

化解了问题，让科学技术变成

了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纪开萍

本人也成为宏博集团的首席

科学家。

敏感性，其实是对事物的

洞察能力， 对某些问题的心灵

感应。科技敏感性从何而来？有

人说， 它来自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窃以为，科技敏感性当然要

有广博的专业知识， 但还要有

深厚的家国情怀， 沙里识金的

眼光。科技发明七分靠勤奋，三

分靠天赋。同样，纪开萍为了让

更多人“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牛

肝菌”， 经过近 300次失败，为

世人奉献了新的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