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脑机接口设备
使中风患者重新“说话”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英国
《自然·神经学 》 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 他们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改进了
脑机接口植入设备 ， 使一名失语
18 年的中风患者能以更接近自然
语言的速度将想法转换成语言表达

出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

校领衔的研究团队在一名 47 岁因
中风失语的女性患者身上测试了这

项新技术。 研究者将设备植入患者
大脑的语言中枢， 借助电极记录了
她在脑海中默念句子时的大脑活

动， 并使用其中风前的声音样本构
建了语音合成器 ， 还原出她的声
音。 随后研究者利用人工智能模型
将神经活动转化成语音单元播放出

来。
在研究中， 患者从屏幕上出现

的一组由 1024 个单词和 50 个短语
组成的句子中默念出 100 个句子。
脑机接口设备从她开始默念句子的

前 500 毫秒起 ， 每 80 毫秒捕捉一

次她的神经信号 ， 每分钟可 “读
出” 47 到 90 个单词 （自然对话的
语速约为每分钟 160 个单词）， 使
其能更接近自然语速。

与早期技术需等待用户思考完

整句才能生成语音不同， 经改进的
脑机接口系统可在 3 秒内同步完成
对患者所思考语句的实时解析与语

音转化， 而患者此前所用的辅助通
信设备完成这一过程需要超过 20
秒。 研究人员说， 这一工作原理类
似于会议或电话的实时转录系统。
快速的语音解码能力有望使患者跟

上自然语速， 采用患者本人的声音
样本还将显著提升合成语音的自然

度。
不过， 与自然对话相比， 新脑

机接口设备的运行仍有相当大的延

迟。 研究人员说， 尽管该设备仍处
于实验阶段， 但他们希望未来它能
帮助那些无法说话的人重新获得表

达能力。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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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我第一次与何东平同志见面，立
即感到他必是一个优秀老练的报人。

他认真倾听，反应很快，总能抓
住要领。他的言谈话语表达的思想清
晰准确，恰到好处，你觉得对面是一
个与你意会神通的人，有头脑，不乏
味，有足够的知识修养。

读了东平同志的《把日记写在报
纸上》，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是一个广东客家的农村孩子，
成长为光明日报社的总编辑，绝非偶
然。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受到不公
正的待遇（后平反），对他的性格是一
种磨炼； 与家人一起被遣返农村，从
事超出他体力的劳动，对他是一种身
心的淬炼； 当不上红小兵上不了高
中，对他又是一种韧性的培育。 他早
就做好了准备：“那些好事一定不会

选中你，你所能达到的，就是下功夫
去自学，下功夫去锻炼，做一个人人
都称道的人。”挫折使他好学自强，淡
定冷静， 也使他得到了长辈的帮助、
老师的信任、 同学的赞扬， 得到了
各种办壁报 、 编小报 、 写广播稿 、
办展览的机会。 最终， 在 1978 年中
央拨乱反正的光辉照耀下， 他考上
大学， 进入光明日报社这个久已向
往的新闻单位。

在中国的党报中，《光明日报》有
着独特的地位。它是毛主席在西柏坡
时建议创立的一份报纸，它既有党报
的庄重， 又充满文化信息与文化风
度，我至今仍喜欢阅读。 我本人也是
《光明日报》 的作者之一，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先后写稿见报近 140 篇。
从那些与我联系的编辑身上，我感到
了 《光明日报》 这张报纸的敏锐、大
气、高远。在光明日报社当总编辑，不

是容易的事。何东平同志从大学毕业
到退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 34 年，从
记者编辑到各级领导直至总编辑，他
从小受到的各种试练，都为报纸工作
做了准备。 他珍惜、感恩、敬畏，他眼
睛向下，开门办报，不保守不塞听，有
很好的沟通和捕捉能力；他做编辑有
读者意识，“设身处地、视为己出”；他
当记者确信“作家的笔调耐读”，得过
不少新闻奖项。他说：“冷漠和无趣是
新闻工作的天敌。”他深知党报责任重
大、影响巨大，他既能把握大局，又在
遵循、发扬、推进《光明日报》的特色上
做出了新文章。他秉承“文化日记”“学
术日记”的传统，他认为，读者看媒体，
就是看“师、时、史、势”。 他善于思考，
总结出“对举思维”“避免隐性无良”的
策划和编辑思路。他长于用短句、用细
节、讲故事。他责任心强，在杜绝差错、
打磨稿件方面总不满足， 直至成为报

社“第一责任人”后，还习惯把“黄金傍
晚” 作为加班时间，“把休息和应酬时
间压缩到最少”。

读了何东平同志此一自述，我对
报纸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在那么
多重大报道、典型人物、学术文章的
背后，报社编辑记者付出了那么多的
劳动和思考。 我至今记得，《光明日
报 》1978 年发表的石破天惊的大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改
革开放带来了根本性启发意义！ 《光
明日报》的特色，无疑是一任接一任
的总编辑带领一代接一代的报人辛

苦采访、写作、编辑干出来的，何东平
同志无疑是“光明风格”的一个优秀
的践行者和建设者。 我相信，还有许
多同志，像东平同志一样，兢兢业业
地工作着。

我向他们致敬！
（摘自《光明日报》）

文坛走笔

认识报人

□王本道

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无不渴望自

己的居所中能有一个单独的空间作

为书房，在那里读书写作，驰骋思绪。
初唐诗人王勃的诗句 “直当花院里，
书斋望晓开”， 即彰显了文人对书房
的挚爱。

回望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众多文学家笔底生辉，写下彪炳史册
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许多并非出
自富丽堂皇的书房，而是写于被称作
“亭子间”或类似亭子间的斗室之中。
所谓“亭子间”，原指上海石库门建筑
的一部分， 诞生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亭子间一般建在灶披间之上、 晒
台之下、 正房后面楼梯的中间。 七
八平方米的空间， 狭小阴暗， 冬寒
夏热， 大多用作堆放杂物， 或作为
佣仆的住所。 旧中国， 贫困的市民
和小商贩常在此栖身， 许多作家也
散住于此。

鲁迅初到上海时住的就是亭子

间，他的《且介亭杂文》就是在虹口横
浜路景云里的亭子间完成的。 当时，
在附近的亭子间里， 还住着叶圣陶、

茅盾等人。 鲁迅所住的大陆新村，和
瞿秋白住的亭子间仅隔一条马路，二
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文艺，共同
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瞿秋白在这里写出了《王道诗话》
《出卖灵魂的秘诀》 等 12 篇杂文，编
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巴金曾把自己
在亭子间的生活写进小说《灭亡》。周
立波在 1935 到 1937 年间写过许多
文艺评论，后结集出版，书名就叫《亭
子间里》。 茅盾当年为躲避南京政府
的通缉住到景云里， 整日隐居， 足
不出户。 正是在这里的亭子间， 他
第一次以 “茅盾” 为笔名写出 《幻
灭》 《动摇 》 《追求 》 3 部中篇小
说。 方寸之间的亭子间里苦中有乐，
蕴含着人生的理想 ， 从而形成了
“亭子间文化”。

回忆过往，我也有过自己的“亭
子间”。 那是 1978 年初冬，我供职于
政府机关，已娶妻生子，还没有固定
的住房。 为了解决无房户的困难，机
关独身宿舍中辟出了几间房，作为年
轻夫妻的临时住所。我住的那栋楼属
临街建筑，当年楼房设计者为了街容
美观， 在三楼正中设计出一个尖顶。

分配给我的房间恰巧在尖顶下方，这
就使得我除了分得一个房间，又多得
了那个尖顶小屋。那间小屋只有十平
方米左右，坐北朝南，对我而言可以
说是绝好的书房。 迁居后我高兴极
了， 当天就在小屋里摆下一张小桌、
一把椅子、一个两米高的书架，把当
时自己仅有的一百来册图书全部摆

上。其时，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早已
开始文学创作。 每天晚饭过后，待家
人熟睡，我便只身进入自己的“领地”
读书、写作直至深夜，节假日更是足
不出户。 那时，当地的报纸副刊有一
专栏， 专发散文随笔一类的文章，每
周一期。 刊发前遇有稿件不济之时，
编辑便会在头天下午给我打来电话

索稿， 要求翌日早晨上班前务必交
稿。 往往是接过约稿电话忙完工作
后，草草吃过晚饭，便进入我那“亭子
间”埋头写作。那时身边并无打字机，
稿件写成后为留底稿，还需用复写纸
抄写两份。 这样忙完之后，窗外的街
灯已经熄灭，东方甚至显露出熹微的
曙色。 一年半之后，组织上给我分配
了一套 60 平方米左右的住宅， 两室
一厅一厨。 住房条件大大改善了，然

而我也失去了自己的“亭子间”。事后
每每想起还有些怅然若失。一年半的
时间里，寒暑易节，在那个鸽子笼似
的空间里，我完成了自己最初的两部
散文集的大部分篇章，计 20 多万字。

光阴荏苒，如今我已退休，诸多
文友常常来到我的书房、工作室共同
切磋创作事宜。随着生活水平逐年提
高， 文友们也几乎都有了自己的书
房。 我们时常抚今追昔，聊起早年前
辈作家的亭子间经历。

一次，有位文友收到某刊物的稿
费后，在一间很小的夫妻店请大家小
酌。 小餐馆举架较高，就餐的餐厅算
是厨间上方辟出的一个房间。坐定之
后，几位文友突然察觉到，此餐厅的
大小和所处位置极像亭子间。 于是，
前辈作家当年在亭子间的写作经历

又一次成为谈论的话题。 还有人提
出，建议店主人把店名改为“亭子间
饭店”。听罢我们的议论和建议，店主
小夫妻十分赞赏。 此后，文友们不但
常来此聚会，还热心地协助店主谋划
“亭子间饭店”的改造事宜，演绎了一
段与亭子间有关的佳话。

（摘自《光明日报》）

往事随风

情系亭子间

□赵燕飞

一直喜欢郁达夫的作品， 也很
想去他的故乡看看。 然而， 在来富
阳之前， 竟不知他有这样一篇以真
实地名 “东梓关” 为标题的小说。
网上搜索时又发现， 东梓关如今的
声名更多地缘于它是现实版的 《富
春山居图》， 设计独特的回迁安置
房成了网红打卡地。 只是， 那些举
着手机拍照或直播的人， 有几个会
想到郁达夫和他的作品？

我也是个俗人， 对于东梓关的
向往， 并不仅仅因郁达夫的那篇小
说。 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这样的情
景： 油菜花开得不管不顾， 黛瓦白
墙的民居在花海之中怡然而卧， 天
空蓝得无穷无尽， 白云在蓝和金黄
之中悠闲来去……若郁达夫没有患
上吐血病， 若他的前程似油菜花般
灿烂， 他会写出怎样的 《东梓关》？
那种淡淡的忧和愁， 会不会化作现
世安好的沉醉？

年少时， 因为胃病吃过很多中
药。 逼着我服用中药的， 自然是母
亲。 母亲将那碗热气腾腾的药汤摆
在我面前， 盯着我眉头紧皱咕咚咕
咚喝得碗里只剩一点点药渣。 在郁
达夫的笔下 ， 那个名叫文朴的男
人， 也是在母亲关切的眼神里， 前
往东梓关徐家大院请人诊病。 表面
看来， 郁达夫写的是小说， 但许多
时候， 小说比现实更真实。 那些在
现实生活中无法言说的东西， 作家
在小说中一吐为快 。 《东梓关 》
里， 那个等待渡船的文朴， 那个问
路的文朴， 那个期盼身体快快好起
来的文朴， 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的
郁达夫？

《东梓关》 中的徐家大院， 就
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家大院， 郁达夫
当年的确去那里看过病， 而我之所
以来到东梓关， 最重要的就是想去
郁达夫曾经求医问药的许家大院看

看。
兜兜转转， 来到一口方方正正

的池塘旁边， 看指示牌， 才知眼前
这栋沉默的老房子就是我要寻找的

许家大院 。 天井 、 回廊 、 雕梁画
栋， 满面沧桑却难掩曾经的奢华与
辉煌。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房间里却有些幽暗， 仿佛多少年的
故事都化作细微的尘灰悬浮于空气

之中 。 当徐医生为文朴把脉的时
候， 不， 当许医生为郁达夫把脉的
时候， 想必他们的脸上也有着这样
的幽暗吧。

《东梓关》 里， 文朴是第二天
早上离开的， 从徐家大院走到富春
江边等渡船。 我没想到许家大院离
富春江这么近， 近得似乎刚迈出门
槛就到了江边。 老去的渡口和许家
大院一样， 静静的， 有些寂然， 又
是那么坦荡。 江水悄悄地流， 水里
的山影树影石影人影层层叠叠， 微
微荡漾。 偶尔传来扑剌剌的声音，
原来是江边垂钓之人提起了手中的

钓竿， 在太阳的照射下， 一尾青白
色的鱼儿挂在钓竿下方， 闪烁着耀
眼的光芒。

直到坐上回家的高铁， 我才察
觉自己的东梓关之行竟然与那片著

名的黛瓦白墙擦肩而过。 倒不觉得
有多遗憾， 富阳这样的地方， 终归
还会再来。 因为那个名叫郁达夫的
人， 东梓关让我念想， 成为我心中
渴望抵达的远方。

（摘自 《光明日报》）

富春江畔东梓关
心灵深处

健康之友

科学新知

中法天文卫星捕捉到 130亿年前的伽马暴信号
□刘祯 张建松

记者近日从第十个“中国航天日”
启动仪式上获悉， 中法天文卫星已探
测到超过 100例伽马暴， 其中一例来
自 130 亿年前的“婴儿期宇宙”，将助
力探索更多宇宙起源与演化之谜。

据介绍，伽马暴是宇宙中最剧烈
的爆发现象之一，通常由大质量恒星
爆炸产生，持续时间从毫秒到数分钟
不等。

这次公布的科学成果显示，截至
目前，中法天文卫星已探测到了超过
100 例伽马暴， 包括持续 10 秒的富
X 射线暴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例伽马暴
GRB 250314A， 来自宇宙诞生仅 7.3
亿年的极早期。 分析表明，它可能源
自宇宙最早期恒星坍缩形成的黑洞

或中子星。
“这例伽马暴就像一扇时空之

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宇宙婴儿时期的

模样。 ”中法天文卫星项目中方首席
科学家魏建彦说，“这不仅验证了卫
星的卓越性能，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宇
宙早期恒星形成、黑洞诞生、致密天
体并合等前沿课题提供了全新视

角。 ”
中法天文卫星由中国科学院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是中法
两国联合论证研制的空间科学卫星，
于 2024 年 6 月 22 日成功发射，是迄
今全球对伽马暴开展多波段综合观

测能力最强的卫星。 日前，中国科学
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将中法天文

卫星正式交付给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投入使用，进一步推动全球时域
天文学观测研究。

魏建彦表示，中法天文卫星预计
将在轨工作至少 3 年，继续搜寻宇宙
中的高能爆发现象。期待通过中法天
文卫星的观测，帮助科学家理解这类
极端天体物理现象的起源和本质。

（据新华社电）

宏村美景

徐嘉懿 摄

享受阅读
赵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