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磊，一位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可

视化设计专家，他通过独到的洞察

力和创新实践，展示了可视化设计

如何为打造绿色未来贡献力量。目

前，石磊在埃睿迪信息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担任首席设计师一职，他

主要负责的    全景数字孪生人机

界面设计与     海洋温室气体监

测公共服务平台，受到了客户以及

社会的关注。

在全球范围内，人类正面临一场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生存挑战。作为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碳减排已成为

迫切需求，而在这一过程中，可视

化设计的创新应用日益重要。

在香港大学进修学院攻读产品

创新与服务设计专业的硕士学位期

间，石磊就开始进行数据可视化设

计。他将复杂的气候数据转化为易

于理解的图形，通过交互式界面，增

强了公众的参与感和环保意识。他

设计的人机互动式信息图表，成功

引起了公众对碳排放影响的关注，

并鼓励他们采取实际行动以减少个

人的碳足迹。

他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可视化设

计在传达复杂环境信息中的作用，

促进了公众、学校等对碳减排问题

的理解和参与。在实践中，石磊设计

了一款名为“    ”的应用，可根据

用户的日常生活习惯，如出行方式、

饮食习惯等，与相应的碳排放量关

联起来。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滑动

和点击，看到自己选择不同交通工

具或不同类型食物时的碳排放对

比。这种直观的展示方式大大提高

了人们改变生活习惯以减少碳排的

意志和动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环保意识的

增强，可视化设计将成为打造绿色未

来的有效工具，在碳减排领域扮演更

加重要的角色。石磊的实践或将开辟

一条通过视觉艺术与科技结合的环

保新途径。

（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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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起于忧患。

    年  月，“卢沟桥事变”爆

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于同年   月开学。因日军沿长

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于     年

 月西迁云南昆明，临时大学改称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

联大”），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  

个学院   个系， 个专修科、 个选

修班。抗战胜利后，    年  月   

日，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

返，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设院，改

称昆明师范学院。

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龙美光撰

写的《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

（团结出版社出版），是首部以书信录

的方式展现西南联大故事的书籍。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以“靛花巷

三号”这一与西南联大紧密关联的历

史地名为线索，从朱自清、闻一多、陈

寅恪、沈从文、梅贻琦、胡适等西南联

大师生的    余封书信出发，结合

丰富的档案、日记、回忆录、新闻通讯

等第一手资料，并辅以老照片、名家

遗墨、实物图片等原始文献，用   

万多字按时间先后钩沉了西南联大

在办学、学术、事件、人物、生活、情感

等多方面鲜为人知又充满人间百味

的样貌。

龙美光   岁就读于云南师范

大学，这所学校前身正是昆明师范学

院，但彼时的他，对西南联大一无所

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地摊上淘

到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原版外文旧书，

深受触动，开始醉心于收集跟西南联

大相关的文献，并逐渐走上西南联大

的研究之路。

“靛花巷三号”位于昆明市北门

内青云街，曾先后成为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

栖身之地，名士云集。  年前，龙美

光曾计划围绕“靛花巷三号”写北大

文科研究所及其师生在昆明的故事，

后被搁置，如今出版西南联大题材的

书信专书，这一悬溺心中   年的书

名终于派上了用场。龙美光以“靛花

巷三号”为题，代表了西南联大经历

的每一个地点，从长沙、昆明、蒙自再

到叙永。

《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

从细部反映西南联大人在艰苦环境

下的学术研究经历、学习工作经历。

比如从闻一多写给妻子高孝贞的信，

引出郑天挺在《滇行记》中的回忆：闻

一多终日读书研究学问，除上课外，

很少下楼，郑天挺、钱穆等人送他一

个别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秉持这种

刻苦钻研的精神，闻一多在西南联大

期间完成了《中国上古文学史》《乐府

诗笺》《文学的历史方向》《庄子内篇

校释》等著述。

从闻一多的故事可以一窥西南

联大师生刻苦钻研的精神和风貌，

只存在了  年零   个月的西南联

大共培育学生     余人，毕业生

    余人，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和建

设储备了大量的人才，有    人

（其中学生   人）成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杨振

宁、李政道  人获得诺贝尔奖；赵

九章、邓稼先等  人获得“两弹一

星”功勋奖。

除了展现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热

烈的学术追求，该书也不吝笔墨描述

西南联大师生的吃穿住行乃至业余

消遣，如下围棋、打桥牌、集邮、收古

董、淘旧书、摆地摊等等，展现了他们

困窘百出的生活状况及苦中作乐的

豁达精神。

《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

以书信为载体，从微观角度探究西南

联大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史料性和文

学性，为西南联大研究提供了新的切

入点，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该书的

出版是赓续西南联大文化基因，传承

西南联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书信中的西南联大：
鲜为人知又充满人间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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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机之所以被冠以“终极

计算机”称号，是因为它是技术层面带

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飞跃，将为我们

的经济、社会以及生活方式开创一个

全新的时代。各国政府和公司都在加

速量子技术方面的研究，人类面临的

任何问题都有可能被量子计算机解

决。加来道雄博士毕生致力于量子理

论研究，他以其标志性的清晰和热情，

讲述了这个令人兴奋的科学前沿，以

及激动人心的争夺人类未来的竞赛。

加来道雄，世界知名物理学家，科

学畅销书作者，超弦理论创始人之一，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理论物理学

教授。他拥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撰

写了多部广受赞誉的科学著作，著有多

本《纽约时报》畅销书。他曾为   电

视台、探索频道和科学频道主持过多部

电视专题片，是美国和国际知名电视台

的常客。他还主持两档美国科学广播节

目《探索》和《神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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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从城市化、贫富差距、科技巨

头的商业模式、智能手机改变人们交

流的方式、经济的长期低迷等角度入

手，通过丰富的案例和数据，将抽象的

概念具体化，深刻剖析了当代社会中

孤独问题的根源和未来趋势。

诺瑞娜 · 赫兹清醒地指出，城市

化、全球化、社交网络的普及，让我们

感觉离别人更近了，但实际上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很多人开始

失去归属感，少子老龄化、不婚化也让

单身经济变得更加普遍。她对于这种

社会现象的揭示，让人深思社会的进

步是否真的为每个个体带来了幸福。

诺瑞娜 · 赫兹是一位著名的思想

领袖、学者和经济学家，被《观察家》杂

志评为“世界领先的思想家之一”，被

《时尚》杂志评为“世界上最鼓舞人心

的女性之一”。诺瑞娜 · 赫兹不希望这

样的不堪未来成真，对这些趋势背后

可能造成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警示，同

时提出一系列解决途径，包括重新注

入关怀和温情、改变资本主义的计价

方式、打造多元化社区等，探讨个体、

社会、社群如何面对孤独经济的未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

意识到，设计不仅仅是美学表达，更

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力量之一。而

用户体验设计师许雅涵（         ）

早已洞悉了其中的奥妙。

许雅涵的设计之路始于从小对艺

术和美学的热爱。从高中起，她就对艺

术和设计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在

专业院校学习。她有多年的视觉艺术

设计经验，曾多次获得设计奖项，并参

与多个展览。

到了研究生阶段，许雅涵逐渐对

科技行业的设计工作产生兴趣。在国

际知名学府———美国西北大学学习

期间，她不仅获得了产品设计与开发

管理硕士学位，也正式开始了对科技

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这一领域的探

索。她不满足于成为一名普通设计

师，而是希望通过设计解决复杂的实

际问题，提升生活质量和社会运行效

率。这种热情驱使她不断探索和创

新，经过  年的努力，她在设计领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例如，她在国际知名的网络安全

公司              工作期间，通过

重新设计界面和浏览器扩展，极大地

提升了密码管理的用户体验，从而推

动了个人和组织的网络安全意识和实

践。在回顾这段工作经历时，许雅涵谈

到，她将过去多年的视觉艺术设计经

验融入到科技产品中，使得她能为网

络安全这一领域注入不一样的创意。

因为该领域的设计，通常会比较墨守

成规，而她则敢于注入更多的美感和

创意，成功打破了传统设计的桎梏。

这种敢为人先的设计态度让许

雅涵在医疗健康领域的设计也取得

新的成就。她目前所在的公司    

               ，是拥有超过

    家诊所的北美牙科连锁巨头，

也是医疗健康行业的领头羊之一。在

   担任高级设计师期间，她从多个

角度创造性地提升了医疗行业的用

户体验。例如，在美国，高昂的医疗账

单和整个繁琐的付款流程是最受病

人诟病的。而许雅涵则通过设计简洁

明了、充满关怀感的病患贷款平台，

简化了医疗贷款申请的流程，也降低

了牙科服务的心理和财务壁垒，让更

多的患者得以获得及时的牙科治疗。

又如，她设计的              工具

帮助患者了解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和

治疗选择，使患者能够做出更理性的

医疗决策，提升了医疗结果和患者满

意度。同时，她负责设计的患者门户

网站，有效改善了患者与诊所之间的

互动体验，让牙科患者可以更高效、

愉快地进行预约、跟踪整个治疗计划

和管理医疗记录，进一步提高了医疗

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许雅涵深信，设计师的热情和使

命感是推动创新的关键。对她而言，

网络安全、医疗健康等社会基础设施

行业的设计更有意义，因为她深刻理

解这些领域对整个社会功能和个体

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未来，她将继续

发挥她的设计才能，为更多行业寻找

创新的解决方案。 （文浩源）

许雅涵：热情与使命感是设计创新的关键

石磊：可视化设计将成为打造绿色未来的有效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