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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科普 

地球之极（二） 

——南北极探险与北极科考 

开篇碎碎念：各位同学国庆过得如何？学期进度一

大半已完成！报纸榨菜来喽！书接上回，有关自然的事

基本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说有关人的事。 

          再次拿出两张图鞭尸（bushi） 

由于南极探险有料，先说南极的。在卫星出现前，

人们并不知道南极附近是一片陌生大陆还是大片浮冰，

各位探险家能做的基本就是乘坐探险船不断向南抵进，

在被浮冰、冰山和风暴劝返前冲击更高的纬度（各位应

该还记得南极大陆四周都有大片浮冰、冰架和冰山吧）。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各国探险家纷纷向南极大陆发起冲

击，典型代表有英国的库克船长（首次乘船跨越南极圈）。

1821 年，美国捕鲸船员约翰·戴维斯踏上了南极半岛，

这是有记录的世界上第一个踏上南极（大陆）的人。此

后世界知道了南极有陆地的存在，探险船上多了狗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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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我们诚挚欢迎各位读者朋友对本报提出

宝贵意见。我们也热烈欢迎读者朋友们积极来

稿。在学习和生活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

们。学长学姐们期待同学们的留言，我们会尽

己所能地提供帮助。 

我们的联系方式如下： 

微信公众号搜索：晨风社 

（可以在公众号直接留言） 

 

邮箱：chenfengshe@outlook.com 

 

晨风报编辑委员会 

主编：王旋语 

副主编：李家增 

编辑委员： 孙铭鸿 徐得淼 李垚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7%BA%A6%E7%BF%B0%C2%B7%E6%88%B4%E7%BB%B4%E6%96%AF&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rticle%22%2C%22sourceId%22%3A%22449943522%2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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橇、肉干和燃料，大家开始向未知的南极点发起冲击。

1911 年 12 月 14 日，挪威探险家阿蒙森的五人探险队到

达南极点，这是人类第一次到达南极点。1探险的历程并

非一帆风顺，几乎同时抵达南极的英国人斯科特及其探

险队就长眠于这片白色荒漠。为纪念二人，美国将其位

于南极点的科考站命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此后，人们

又尝试了徒步横穿南极大陆，飞越南极点等冒险，并在

卫星的帮助下揭示了南极的全貌。 

相比之下，北极的探险则更多与海洋相关。人们一

直渴望开通一条穿过北冰洋从欧洲直达亚洲的航道，即

北极航道。如果成功，这条航线的距离将远小于从马六

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穿越，大量节省运输时间和燃料。

细分起来，北极航道又分为靠近俄罗斯一侧的东北航线

和靠近加拿大一侧的西北航线（草草在图里画了一下，

大家将就着看吧），分别由芬兰人伊雷克在 1879 年和挪

威人阿蒙森（是的，就是到南极点那个阿蒙森）在 1906

年航行成功。但还是由于万恶的浮冰，两条航道都无法

稳定航行，直到近二十年，由于温室效应带来的海冰融

化，北极航道又被不少国家提上日程（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黑色幽默了）。至于另一个标志——北极点，则在 1909

年由两队美国探险队踏足（具体是那个探险队首先抵达

有争议）。这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搜索一下第一位

踏足北极点的中国人。2 

本质上，南北极探险和发现美洲大陆类似，都是寻

找资源，实现殖民扩张的过程。其中北极地区由于地理

 
1 本段部分引自知乎回答，链接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9943522 

位置，甫自发现之初遍历经各方争夺。在划分国界，争

抢资源的过程中，有一个群岛显得格外特别：挪威的斯

瓦尔巴群岛（也译为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斯瓦尔巴德群

岛，图中矩形圈住的就是）。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有

关这一片岛的故事。 

斯岛（全称太长了懒得写）最早由挪威人于 12 世纪

末发现，这个名字则是 1596 年由荷兰探险家巴伦支起

的，意为“寒冷冰原上的尖峰”。小岛本来不温不火，到

了 20 世纪初，大家都在抢煤炭的时候，发现岛上竟有煤

矿，这感觉就像今天沙漠里突然找到一口油井，各方都

开始打起了算盘。斯岛最近的两国是挪威和俄国，挪威

自知打不过俄国，就拉上英法美日等国撑腰，结果几个

强国想牛皮糖一样来了就不肯走，也想从斯岛问题中分

一杯羹，几方互相扯皮，最后 1920 年整出一个《斯瓦尔

巴条约》，大意就是斯岛主权归挪威，签约各国都有权利

在岛上科考和商业开发。本质上就是让挪威当物业，各

国都可以采矿、驻留（不用签证）。 

为了撑条约门面，各个大国都拉上自己小弟签约，

1925 年，北洋段祺瑞政府在法国邀请下加入该条约，中

国正式成为《斯瓦尔巴条约》缔约国（此时缔约国已有

四十余个）。后来，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位置偏远的斯

岛煤矿开采价值变低，只有挪威和苏联（俄罗斯）仍有

少量开采，群岛主体则作为科考大本营和自然保护区

（当然旅游也很发达）。新中国在上世纪末（也就是约三

十年前）打算开启北极科考，正愁没有落脚点的时候发

现了北洋留下的《斯瓦尔巴条约》，以此为依据于 2004

2 知乎网址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4022358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9%98%BF%E8%92%99%E6%A3%AE&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rticle%22%2C%22sourceId%22%3A%22449943522%22%7D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402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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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斯岛的新奥尔松成立我国首个北极考察站——黄

河站。 

在这分享一个冷知识：黄河站周围有德意日英法韩

挪威等国的科考站，共同组成一个“科考小镇”，日常各

国的科考队员也会串门，开个 party 什么的不在话下。

再分享一个更冷的知识：这栋二层小楼并不（完全）是

中国建的。该楼建成于上世纪 40 年代，原为挪威某公司

宿舍楼，我国租用后签订改造合同，才有了今天的黄河

站。这听上去似乎随意， 但还有更随意的 但黄河站拥

有全球极地科考规模最大的空间物理观测点（可以在小

阁楼上愉快研究极光了！）。 

现在考大家一个问题：中国在北极地区有几个科考

站，一个还是两个？答案：一个或两个（狗头保命）。一

般在网上搜索北极科考站只会弹出黄河站，那还有哪个

科考站？事实上，2018 年，我国与冰岛政府共同筹建了

中国-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这个就是正式名称）。还记

得之前我说过的冰岛纬度问题吗？这个考察站位于北

纬 65 度多，事实上在北极圈之外，不过从用途上，的确

可以将其定义为极地科考站。相比黄河站，这个科考站

占地面积一百余公顷，堪称豪华。等等，科考站为什么

会有占地面积？原来，科考站区域原来是一片私人牧场，

中国政府签约租用 99 年，到期续租，（欧盟国家土地不

能直接向外卖出）一百余公顷说的是牧场面积。（这里也

体现北极地区领土有主权的特点） 

科考站是干啥的呢？广义的“科学考察”太笼统，

简单来说，就是观星、看极光、玩冰、捡陨石和做实验。

南北极地区空气污染小，大气纯净（尤其是南极高原地

区），非常适合地面天文观测，当然也方便研究极光现象；

北极浮冰面积和厚度需要监测，南极可以挖冰芯回顾历

史（原理卖个关子，下期再讲）；南北极极端而独特的气

候条件也适合进行科学实验（或者模拟火星极端环境）。

基于种种理由，在国家力量强大的今天，我国也在不断

增强南北极科考力量，为极地环境保护（如浮冰融化监

测，野生动物监测）和极地资源（生态、矿石、淡水等）

的开发利用做出中国贡献。 

Wait，北极科考讲的七七八八，南极科考呢？那就

是下期内容了。我继续去肝稿子了，诸位敬请期待！ 

 

文：朔之澜 

◎经验分享 

“孔”武有力的孔圣人 

“孔”武有力的孔圣人有一段时间，互联网兴起了

“新解《论语》”，江湖人称“抡语”，咱们看看有多离谱： 

君子不器：君子打架，不用武器（徒手就能搞定）。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他爸妈都在这，他也

跑不远。跑了也有方法给他抓回来。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

十随心所欲：三十个对手来了才能让我站起来，四十个

我就不用犹豫（是不是该出手）了，五十个我能告诉他

们我是天命注定的（克星），六十个我能打到他们跪地求

饶说好话，七十个我就随便来了。 

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知道去他家的路，晚上就

去干死他。 

（说句实在话，我在看到这些的时候笑了一整天，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是边写边笑） 

从小，我们学到的孔夫子画风是这样的：“孔子，子

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

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看来是一

放个科考站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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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蔼可亲，不善作战的老头。事实上，他老人家的画

风是这样的：“孔子长九尺有六寸。”出自西汉司马迁的

《史记》，假如按照古代的标准，一尺 19,91 厘米，那么

孔子身高是 1.92 米。 

问题是，孔子他不仅仅是高，《淮南子》记载：“勇

服于孟贲，足蹑效菟，力招城关。”这个孟贲，能把鼎给

举起来，孔子比他还猛，力气大小可想而知。力气大就

算了，孔子还敏捷，比兔子还敏捷。而力招城关就更离

谱了。古代的城门和一般的门一样都有门闩，城门的门

闩，就叫城关，能一个人抬起这玩意，孔子的力气大小

可想而知。 

其实，同学们对于孔子的印象之所以不可能是这样

的大力士，大概是因为文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手无缚鸡之

力的书生。但事实上，这只是宋代重文抑武之后的情况。

在古代，读书人大多是文武兼修的。比如说春秋时代就

是全民尚武，还是以孔子为例，先秦有君子六艺“礼乐

射御书数”，其中射指的是射箭技术不必多说，御不是指

简单的骑马，而是驾驭战车。古代的战车我们在学习文

学常识的时候知道，指的是四马一车为一乘的概念。而

孔子他老人家 63 岁还能驾驶战车示范给自己的学生看，

这核心力量，啧啧啧，强而有力，强而有力啊。 

当然，除了身体素质以外，孔子的思想也绝非我们

刻板印象所想的那样。比如说《礼记》里头有一段： 

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

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再比如说，刻板印象里，孔子提倡“以德报怨”，所

以都觉得孔子是个软蛋，或者说没有原则，但《论语》

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之前有句口号“砸烂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而我觉

得，这局口号可以完善一下，“砸烂孔家店，批倒孔圣人，

救出孔仲尼”。曾经，我的语文老师教过我，“古人也是

人，有七情六欲，绝不是什么完美的圣人。”孔圣人和孔

仲尼，前者是被封建势力包装出的腐朽圣像，后者是一

位武力值爆表而且爱憎分明的山东大汉，是一位面对社

会动荡而尝试想出办法解决问题的老先生。这样一看，

那位曾经看起来完美无瑕的万世师表孔夫子，也蛮有反

差萌的嘛。 

 

文：许远 

◎大学风采 

群山逶迤两江环 

巍巍学府立西南 
——西南政法大学 

在网上搜索西南政法大学，看到的介绍大多都是高

大上的。比如前身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校长是刘伯承元

帅，合并西南诸政法院校成立西南政法学院，位列“五

院四系”之中，首任院长是东北抗联名将周保中将军，

被称为法学界的黄埔军校......他是国内法学名副其实的

权威。不过我不想展开这些陈词滥调，今天且随我散散

心，来一场一日游。 

西南政法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位于重庆市，简称西政，英文简称

SWUPL，中文谐音外号石瓦坡，自然西政的学生就是“坡

民”。然而这不只是谐音，这也是对于学校环境客观而准

确的描述。 

熟悉中国地形的同学知道，重庆是当之无愧的山城，

地势雄奇到什么程度呢......楼房依山而建，这栋楼的三

楼可能是另一栋楼的五楼，但也有可能是另一栋楼的一

楼。所以在这里说方向不经常说东南西北，而是上下左

右。而我们学校受地形影响，围绕着一个大山坡而建。

这个大山坡可以说是十分甚至九分的离谱：长度一公里，

坡度 45 度。每天都有大批坡民为了上课不迟到而跑着

上坡，绝望之际呼天地而号父母，故江湖人称“绝望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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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坡民就分成了坡上民和坡下民。宿舍分成东南

西北四个苑，北苑宿舍修在坡上，东苑、南苑和西苑宿

舍修在坡下。而这三个坡下的宿舍，要去坡上，除了步

行以外，可以乘坐校园内的穿梭巴士，江湖人称宝宝巴

士，一边兜风，一边看路人爬坡，不失为一种乐趣（划

掉）。 

而西政的伙食，是让我觉得“别人家的食堂不过如

此”的水平。学校里头一共三个食堂，每一个都有非常

非常多的窗口，提供各式各样的食物。就餐时间外，食

堂也可以用来开会讨论，自习，甚至约会（bushi）。而食

堂门口还有夜市，有各种小吃摆摊，总有一款合你的胃

口。 

说起学校的风景，最佳的观景点我认为是便是位于

校园中心的升旗台。从升旗台向南看去，过了桥，便是

拱形的图书馆。正门前，是世界人权宣言的雕像。桥的

两侧有汉白玉浮雕栏杆，向下看去，则是毓秀湖。游鱼

翕忽红似火，湖光青葱碧如玉。在毓秀湖畔，有书声琅

琅，有学子莘莘；从升旗台向北看去，则是一眼望不到

头的绝望坡。坡下，有周保中老将军的半身像。沿坡向

上，则能看到刘伯承元帅的半身像。当费尽九牛二虎之

力登上坡顶，便能看到一个阶梯广场，因其酷似罗马的

斗兽场，所以有一个霸气的大名，“罗马广场”。在夏天，

罗马广场中央会播放电影，在毕业季则是拍摄毕业照的

指定地点。可以说罗马广场见证着一批又一批的才子佳

人或是深造，或是进入社会大展拳脚。 

学习之余，我喜欢在图书馆附近的库迪咖啡点一份

卡布奇诺一边喝一边看书，有时在门口有人会摆象棋或

者围棋，我也喜欢凑过去看看热闹或是自己亲自下一盘。

除此之外，西政的社团活动也十分丰富。去年因为疫情，

我几乎整个大一在寝室里足不出户。现如今疫情结束，

学校的社团活动基本上全部恢复正常。每年迎新季，各

社团都会招新，丰富到什么程度呢？从文史哲到棋牌到

摄影到曲艺甚至到二次元文化，都能找到社团。在西政，

只要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精力，大学生活就不可能无

趣。当然，除了社团之外，也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学生部

门发光发热，提升自己工作能力的同时认识更多的朋友，

更快地融入大学生活。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志愿者部

门，工作能力提升了没有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找到

了很多志趣相投的饭搭子，闲来无事时相约一起去食堂

谈天说地，也是一种快乐。 

当然，大学还是要学习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

者也。大学与高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高中会告诉你，

好好学习是为了高考，而大学则不会有这样一个明确的

目标。因为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都是你自己要选择的

东西，没有人会告诉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而这就导致在

大学的学习中，你有很多选择。你当然可以选择只学好

自己的专业知识，你也可以选择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

可以说，比起中学生，大学生更需要一种“自我驱动力”，

体现在学习上，是一种自学的能力。 

其实，大学生活没有同学们想的那么自由，因为该

有的上课考试依旧要有，但也绝非那般束缚，因为大学

不是人才的生产流水线，而是自由发展的天地。祝愿你

们，在这片天地之中，尽情享受青春。 

 

文：2022 届 王旋语 

◎学长学姐有话说 

和世界和解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对抗焦虑的方法，都是我

的一些个人见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想不论是谁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都会因为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各种琐事而烦恼发愁。有时候发现自己的生

活不太如意，各种小麻烦接踵而至，感觉自己被这个世

界拉进了黑名单，干什么都失败；有时候会因为一些突

然发生的重大事故而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无法走出阴

霾；有时候会很无厘头，就是感觉心里不爽，干什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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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烦。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遇到过

大大小小很多事情，经历了很多，见识了很多。说实话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一直保持自身内心的

平和，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的保

持我内心的平静，不出现太大的波澜。 

第一个方法是保持冷静思考。这点有点过于强迫大

家了。我自己也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能保持克制。但是

我想说的是保持冷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大道理大家都

知道，在生活中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冲动行事带来的一

些不可挽救的后果，我也相信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风

险。对于所有人而言保持冷静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

我个人有个锻炼自己冷静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推荐

大家试一试即兴演讲。没有那么宏大，可以从小事做起。

可以是回答老师的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只要迈出第一步

你被老师叫到站起来了，无论如何你都要完成下去。在

这个过程中你会紧张，脑子发空，但是尽全力保持自己

的思考，不断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大胆一点，在课堂

上就算你错了也没有什么，起码你收获了一次锻炼自己

心态的能力。多试几次，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逐渐找到

窍门，感受到在紧急时刻保持冷静的技巧。以后有机会

你也可以试一试一些更大型的即兴活动，即兴的展示，

即兴的演讲，即兴的总结，一些大型的活动上的发言。

我个人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我现在还记得我第一

次无准备的即兴演讲的时候双腿止不住的颤抖，现场也

很尴尬，除了一些语气词就是在不断的重复。在我觉得

这不丢人，这是我一步一步成长的证明。有机会的话我

也很推荐大家试一试辩论，在激烈的交锋中不会产生什

么有价值的真理，但是确实会锻炼我们的心态。越是紧

张，越要冷静，这是我的一些心得。 

第二个方法是客观的分析能力。我们都是受过科学

教育的人，理性的分析能力我相信大家都具备。在冷静

的前提下，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分析不明白的。这里

我想说的是自我思考，在这个信息量越来越爆炸的社会

里，我们很难自我学习和分析大量的信息，一些总结性

的博主横空出世，他们喜欢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待和阐述

问题。我们大多数人也理所应当的接受了这种存在。我

不否定这种现象，我本人也很喜欢看一些其他人的思考

分享。但是我切实的发现，如果我们只接受而不加以审

视，我们越来越失去了那种思辨的能力。脑海里的词语

越来越少，能过表达的思想也会越来越少，互联网“嘴

替”、“脑替”越来越多。越是这样，我们越缺少定力，

越容易被贩卖焦虑的思潮裹挟。锻炼我们客观的分析能

力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 

我们系统地学习了各种领域上的思辨能力，比如数

理领域、文学领域等，唯独我们没有系统地学习在生活

领域的思辨。但是这些领域上的思辨的本质是相同的，

举一反三的能力也是我们成长的需求之一。大家可以试

一试对生活中一些事情进行条理性的思考，比如今天我

和我的一个朋友相处的不是太愉快，回顾一下自己的行

为，尝试去辨析其中的原因，想一想正确合理的解决办

法。久而久之，我相信你会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有更深

的理解。很多大作家都相信人的成长在一瞬间，我很赞

同他们的观点。我认为人的成长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

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有太大的进步，但是请一定

相信，你的努力和付出会在某个关键的时刻发生质变，

让你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看待自己。 

第三个方法是清晰的自我认识。我经常迷失自我，

错误评价自我。后来我发现根本原因就是我没有足够的

勇气去直面自我。我也曾喜欢把错误归咎于他人，我也

曾擅长在种种不合理的原因在辩解出合理。但是说到底，

这种行为就是自我欺骗。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直面自

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我想与被无尽的焦虑折磨的痛

苦相比，更多的人会踏上寻找解决方法征程。多听一听

别人的意见，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冷静客观的分析，

你会发现问题的答案。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对自己产生

了错误的判断，导致了一系列不太愉快的事情发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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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挚友，在关键的时刻让我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忠言逆耳，希望大家也能虚心的接受爱你

的人的批评和建议，我曾无数次受益于此。 

当你真正的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不会被他人轻易

地干扰和影响，拒绝社会上各种贩卖的焦虑，踏踏实实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找到自己的爱好和目标，我相信你

一定会有所收获。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我的老师和我说过它，

一些哲理性的读本里也经常出现，我也是最近才查到它

的原文，分享给大家：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看清这个世界，然后爱它。” 

——《米开朗基罗传》罗曼·罗兰 

 

Il n'ya qu'un héroïsme au monde : c'est de voir le monde tel 

qu'il est et de l'aimer. （法语原版） 

There is only one heroism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to love it. （英语版） 

 

文：薰 

 

◎副刊 

编者的话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转眼间《晨风报》项目已经

快要陪大家走过一个学年。在这里我谨代表全体编委会

成员向支持我们一路走到今天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表

达最真挚的感谢。 

在这里我想统一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微信公众号 

很多同学关注到了微信公众号很久没有发布消息

了，私信询问什么时候更新。在这里我向大家统一解释

一下：目前我们整个编委会主要的文稿产出都会以报纸

的形式发布，目前微信公众号的推文也都是和报纸的内

容一样。考虑到我们大多数编委会成员都是在读大学生

平时比较忙，再分精力来更新公众号的推文有些困难。 

目前微信公众号主要作为大家联络的平台，大家有

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私信，每一条私信我们

都会很认真地研究后再做答复。近一年来有很多同学和

我们在私信里探讨科技领域的话题，也有很多同学和我

们倾诉。在此我们郑重保障，各位的私信都是保密的。

我们十分欢迎各位同学和我们探讨任何你感兴趣的话

题，这也是我们创办这个公众号的目的之一。 

二、关于活动 

在疫情期间我们全体编委面向一部分同学开展过

一次线上的经验分享会。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得到

了学校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同学们的热烈反响。我们

想要打造一个校友的交流平台，让更多的同学们看见我

们曾经走过的路，传递我们的经验，帮助各位在高中这

个阶段里更快的确立自己的目标，燃起动力，实现梦想。

在本学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全体成员会在线

下和各位见面。把我们的“经验分享茶话会”开在校园

里。同时我们也在此预告，我们会在今年的寒假时间举

办一些小活动，希望同学们可以给予关注和支持。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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