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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两个““祝融号火星车祝融号火星车””微博微博，，孰真孰假孰真孰假？？

“读我最爱的书给你听”，高校学生组团来投稿

飞行的每一个节点都积极科普

网友们对“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
的关注，基本开始于去年 7 月 22 日
晚。这是“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
的前一天。“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发布
了第一条微博，“去火星看看，保持联
系”，和大家“告别”。7月23日12时41
分，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
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之
旅，迈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
一步。当天的15：04，“天问一号火星
车祝融”如约在微博上向航天爱好者们

“通报消息”：出发啦！目的地火星！这
次的任务是轨道器绕火星飞行对火星
进行全球环绕探测，同时为着陆巡视器
开展中继通讯；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火
星；火星车（就是我）驶出着陆平台对火
星进行巡视勘测。

航天术语挺拗口，不是人人都能看
懂。“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特别贴心地
做了“翻译”，写上了大白话：“简单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1．拍照，看看火星什
么样；2．探测，分析火星的表面有什么，
内部有什么，环境和气候怎么样。”

如此到位的科普，粉丝自然是潮水
一般涌来，粉丝量攒到了11万之多。
此后，在“天问一号”飞行进程的每一个
节点，账号都适时做了解读。火星上

“说好的”水源去哪儿了？火星铁锈红

的颜色是怎么来的，你能想到的问题，
基本都能在账号里找到答案。尤其是
在大年三十晚上，“天问一号”成功入轨
的消息官宣后，账号以拟人手法向网友
们发出的喜报，更是逗乐了不少人：

“嗨，原来顺利入轨的心情就像过年一
样。”大过年的，“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
还不忘问候大家新年好，“春节将至，挂
念地球上的大家，但更为壮丽的火星而
激动。火星是红的，我是探火的‘小火
车’，这个新年，我比谁都更有理由祝大
家红红火火！”

隔了10个月才被发现是个“小号”

“我从黯淡蓝点而来，即将拥抱红
色星球。”这样的文笔，让网友们忽略了
对“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微博账号的
考证。因为在过去这十个月里，账号不
仅做了海量的科普工作，和网友们的互
动也是相当愉快。

如“嫦娥五号”返回舱的成功降落，
“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就十分关心，
“向着火星呼呼奔驰的我，又收到了一
个来自地球的好消息！嫦娥五号的工
作人员今天凌晨签收了一个重要包裹
——中国从月球采集的不少于2公斤
的月壤和月岩。这是人类时隔44年，
再次从月球带回月壤和月岩样品。”

估计，“天问一号”是个“千里眼”，

甚至连地球上的兔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欢迎它的除了嫦娥五号回收试验队，
还有一只意外闯进直播摄像头的兔
子！”网友们顿时乐了，“靓仔你好，通勤
辛苦了！”网友“衣带渐宽终不悔”戏称

“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是过气网红，账
号也不“生气”，反而怼了回去，“我要去
的火星才是真的红！”瞧这情商！

如果不是蓝V账号“天问一号祝融
火星车”的正式“官宣”，估计微博小号

“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还会和网友们一
直互动下去。5月15日，“天问一号”成
功在火星登陆，15日中午12：31，“天问
一号火星车祝融”还发了一条微博，“落
火，开工”，网友评论和转发都超过了
4000条。但在当天下午，微博认证信
息为“中国探火工程官方微博”的账号

“天问一号祝融火星车”诞生了，这一
下，“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是个小号的
身份被坐实，场面有点囧，咋办哦……

“小号”转型“粉丝”，继续科普
航天知识

“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并不慌张，
账号给自己的名字加上了几个字，成了

“天问一号火星车祝融的粉丝”。“天问
一号火星车祝融的粉丝”于5月15日
20：02发布置顶微博，“大家好，这里是
祝融号的粉丝号，请大家关注官博@天

问一号祝融火星车。”
原本似乎是个“李逵”和“李鬼”的

故事，但粉丝们并不生气。追了10个
月的微博更新，像看连载一样了解了这
么多关于我国航天事业的科普知识，这
样的机会哪儿找？到底是爱好者开的
微博，还是科研工作者们的一个小马
甲？这不重要了。还有人开始给“天问
一号火星车祝融的粉丝”出主意，“要不
你改名‘天问一号祝融火星车粉丝后援
会’，我们照样追你！”

改完名后的“粉丝小号”依然在坚持
和蓝V大号“天问一号祝融火星车”进行
着互动，16日16：34，“粉丝小号”转发了
大号的动态，“抵达火星有一个地球日
啦！听说火星的清晨和黄昏有粉红色的
天空，你看到了吗？期待你用专业设备
发回街拍！（from 你的粉丝）”

原本是“真假祝融号”的分歧，但在
善意的科普和对航天的敬意面前，“真”
和“假”似乎已经没那么重要。过去的
这10个月里，“粉丝小号”的航天科普
质量到底如何？记者邀请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航天学院闻新教授做了个“考
核”。闻老师看完“粉丝小号”对于“天
问一号”经历“恐怖9分钟”的科普，只
在“垂直速度”中间加了个“下落”二字，

“航天人讲究精准，账号的科普基本没
大错。”

扬子晚报B座西窗“好听”栏目，在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向读者发起征集，
邀您语音分享心中最爱的那本书，以声
会友，寻找同好。来自各大高校的同学
们也积极投稿，推荐自己喜爱的书籍。

南大才女不光推荐“红楼”书
籍，还能背！

南京大学文学院吴限同学推荐并
朗读的书，是自己的老师苗怀明教授的
《风起红楼》。“《红楼梦》似乎有一种无
解的魅力，直到选修了苗怀明老师的
《红楼梦研究》，我才意识到，所谓学术，
其实是追问。”吴限讲述了自己选择《风
起红楼》朗读的原因，“我喜欢‘风起’这
个名字，它有追流溯源的美意，也有方
兴未艾的锐气。从书名就能看出，《风
起红楼》并非是时下热门的小说、散文
之类，而是一本学术的著作，不过，这本
书的写法，没有采用高头讲章的学术专
著路数，而是采用较为轻松的随笔体，
一段又一段的学术公案、是非论辩，一
程又一程的红学发展、曲折经历，亦是
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吴限对《风起红楼》中论及蔡元培

先生的一章印象极为深刻，“有一章的
名字叫做‘未能忘情于红楼’，也许，红
学的道路，正是由无数‘未能忘情’的读
者，反复追问、上下求索才终于走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吴限对于《红
楼梦》的喜爱程度相当不一般。她能将
《红楼梦》前 80回的回目倒背如流。
“《红楼梦》的章回名字起的是真的美
啊，对仗工整，作者煞费苦心。比如第
二十七回，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美感油
然而生，背完之后，你会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作者写作时的‘小心思’，对书的脉
络有了清晰的理解。”

南财国贸院学生组团来应征，
分享阅读感悟

南京财经大学国贸院的楼佳进推
荐的是《平凡的世界》。“第一次看《平凡
的世界》，记住的是悲天悯人的爱情故事
和热烈悲怆的人生故事，所以有些不理
解，为什么这样一本宏大的著作叫做《平
凡的世界》。”楼佳进表示，现在重读《平
凡的世界》，一下找到了著作的魅力。“平
凡的世界说的其实是‘不平凡’。路遥的
文字很奇妙，有时候你觉得他冷酷无情

陈述事实，但更多时候你读着他的文字，
会发现，这么简单的文字却能表达出最
真实的情感，这种感觉，和大地，和泥土
一般，扎根在人的心中。”

楼佳进的学弟，国际经贸学院贸经
专业的黄志鹏推荐了《聂鲁达诗选》。

“聂鲁达的脚步遍及许多国家，受到了
无数矿工、律师、农户、海员等普通人的
帮助。他把对全人类的同情写进了诗
歌里。”黄志鹏表示，虽然自己学的贸易
经济专业，多半时间是和数字打交道，
但一定的文学修养还是很需要的。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参与方式：

发送语音，普通话、方言皆可，扬子
晚报副刊编辑部根据文字和声音的优
美度，择优赠送极限体验项目——聚宝
山公园金陵矩阵门票、扬子晚报《繁星》
作品集、扬子晚报/紫牛新闻APP书签
等奖品。具体流程详解如下：

1．选择一本您最想推荐的书（国家
公开出版物）进行音频录制前的文字准
备。文字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对这本书的简单介绍，包括书名、作者
（译者），以及您喜欢这本书的原因；第
二部分是您喜欢的内容节选。

2．录制音频，专业的录音设备或者
手机自带录音APP皆可。无需配乐。

3．朗读时长限制在6分钟以内，建
议在录制前先计算好时长。

4．将音频的语音版和文字版，发送
到邮箱 yzwbhaoting@163.com，并留下
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投稿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5月23日

在过去的十个月里，微
博账号“天问一号火星车祝
融”一直保持着时效性极强

的更新，科普着关于航天器的种种知
识。但让网友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没
有加V的账号，竟然是个小号。15日下
午，加了蓝V的账号“天问一号祝融火
星车”正式“官宣”，网友们这才恍然大
悟。网友们舍不得有趣科普“断更”：
“你改名吧，‘天问一号祝融火星车粉丝
后援会’，我们照样追你！”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