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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狂”毁了世界级神庙

中国大量的成语典故，似乎
都扎堆出现在从春秋战国到秦汉
这个时间段内。那个时代的古人
仿佛铆足了劲，专门为后世的中
国人制造成语。巧合的是，几乎就
在同一个时代，地球另一边的古
希腊罗马人民似乎也在为丰富西
方语言体系大造成语，“潘多拉魔
盒”、“达摩克利斯之剑”、“斯芬克
斯之谜”，这些今天中国人也用烂

了的西方成语，都是在那个时代
“井喷”出现的。

不过，与大多数希腊罗马成
语典故是靠扯神话故事搞“零成
本创作”不同，有一个名叫“黑若
斯达特斯名声(Herostratic fame)”
的词儿，该成语的造词成本奇高
无比，是以烧毁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作为代价的，这个成语的寓意
也十分奇特，专指那些通过不名
誉的手段来获得的名誉。这个词
儿听上去很拗口，说白了就是“博
出位”。

话说公元前356年7月21日，在
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古希腊重镇
以弗所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天，位
于该城内的阿尔忒弥斯神庙突然
莫名其妙地被烧毁了。阿尔忒弥

斯神庙在当时整个希腊世界里都
是赫赫有名的伟大建筑，与埃及
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罗德岛
巨神像等并称世界七大奇迹，庙中
供奉的希腊女神阿尔忒弥斯是希腊
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由于这位女神
还兼职管着人类的生育问题，所以
在古希腊，这座神庙的职能大约相
当于中国的送子观音庙，香火之旺
可想而知。这么一座城市地标毁于
一旦，以弗所人民当然十分痛心。更
让人们愤怒的是，烧毁这座神庙的
纵火犯动机很是奇葩，竟然是想借
此让自己遗臭万年。

犯下这场惊天大案的案犯有
个拗口的名字，叫黑若斯达特斯。
此人年纪轻轻却“志向远大”，他
总想干点什么事情“在历史上留

下自己的名字”。按理说，在群星
璀璨的希腊时代，想要做到这一
点倒也不难，希腊的哲学、艺术都
挺发达，学点什么不能让自己青
史留名？不过，黑若斯达特斯比
较“善于”逆向思维：“让历史留
下自己的名字”不一定非得是
好名声啊！坏名声也可以。于是
烧毁著名的阿尔忒弥斯神庙，
就成了黑若斯达特斯瞄上的成
名方式。为了能成功纵火，据说黑
若斯达特斯还特地对神庙的结
构做了研究，最终选择了从神
庙屋顶的木质支架开始烧，并成
功地得尝夙愿。

跟一般纵火犯逃避法律不
同，黑若斯达特斯在成功纵火后，
不仅不逃脱，还主动投案自首，并

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纵火动机。不
过，得知其动机的以弗所人却气
疯了。盛怒之下，以弗所当局为这
个史无前例的纵火动机做出了个
更为奇特的裁决——— 他们不仅宣
布处死黑若斯达特斯，还下令“处
死他的名声”，即明令禁止任何书
籍记载任何关于他的事。

这个决定，大约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个与“博出位”做斗争的记
载。令人无奈的是，正如今天的公
众难免对芙蓉姐姐、凤姐这样的

“网络红人”中招一样，以弗所人
民最终也没斗过黑若斯达特斯，
他的名字最终还是被大历史学家
普鲁塔特记载了下来。看来，为求
出名不顾一切的狂人，自古以来
就不是常人可以阻挡的。

新新加加坡坡的的““44个个水水龙龙头头””
把垃圾丢进下水道

罚款500新元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
亚联邦独立建国，李光耀面对着
镜头时却哭了，新加坡将何去何
从？一个“水”字，挡住了它的所
有发展前景。当时的新加坡，200
多万人口，绝大部分的供水依赖
于1961年和1962年与马来西亚
签订的两份长期供水合约，这两
份合约分别于2 0 1 1年和2 0 6 1
年到期。李光耀曾说：“每一项政
策都可能因为水资源问题而让
我们屈膝。”

新加坡是个太平洋上的岛
国，年均降雨量在2400毫米左
右。建国之初，全国只有3个水
库。收集雨水，是新加坡实施水
源本土化最关键的一步。

一到新加坡，记者就从出租
车司机林师傅那里听到这样一
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客人打车，
车停下后，他随手把烟蒂丢在下
水道旁。警察过来要他捡起烟
头，并罚款200新元(1新元约合
4 . 98元人民币)。客人不服：“我
只是没有丢准，烟头掉在路边，
为什么就要罚200元？”警察告诉
他：“算你运气好，如果掉进下水
道，罚款就是500元。从这些下水
道收集的雨水，就是我们大家的
饮用水，你丢垃圾、我丢垃圾，就
是污染你将要喝的水。”

热心的林师傅又主动带记
者去看滨海堤坝。这是新加坡第
十五个水库，也是第一个处于中
央商业区的水库。一条水坝隔开
海水与滨海内湾的水，水库的水
以自然冲淡的方式转变成淡水，
再以薄膜技术进行净化处理。这
个水库于2010年建成，收集雨水
的面积达1万公顷，相当于新加
坡面积的1/6。

新加坡公共事业局官员乔
治·马特文(下文称马特文)告诉
记者，为了能收集到干净的雨
水，从1977年到1987年他们清
理了臭水沟渠。到2011年，新加
坡已经建成了17座水库、7000
多公里沟渠和一个暴雨收集池
系统，集水区面积占到了全国面
积的2/3。

生活和工业废水

处理到没有任何杂质

生活及工业废水也是新加
坡的重要水源之一，它通过与雨
水完全隔离的系统收集到废水
处理厂，经过净化处理成为达到
国际标准的中水，这就是新生水
的水源。从2002年第一座新生水
厂——— 勿洛新生水厂投产，新加
坡现在已经有了4座新生水厂，
新生水可基本满足全岛30%的用

水总需求，2060年这一指标将有
望提高到55%。

在勿洛新生水厂，净化处
理主要分三个阶段：一、透过微
过滤膜去除杂质，包括病原体、
悬浮物。二、再透过一种孔洞极
小的反向渗透膜过滤，将细菌、
病毒、重金属和杀虫剂等杂质
阻隔在外，只有极微小分子如
水分子可以透过，此时的水质
已经很高了。三、利用紫外线照
射消灭微生物，再添加化学物
调整酸碱度，新生水就产生了。

记者看到车间里密布着一
排排白色圆筒状的设备，公共事
业局工业发展部经理毛颋(音同
挺)梁说，这是反向渗透膜过滤
装置。“如果把膜的微孔比作小
石子，细菌的大小就相当于房
子，病毒相当于大卡车，所以新
生水是超纯净水，超越了世界卫
生组织的饮用水标准。”因为新
生水洁净到没有任何矿物质，所
以并不提倡饮用，而是主要供应
给工商业用户，用于精密仪器、
电子元器件等物品的生产。这种
超纯净、高质量的新生水，奠定
了新加坡在创新水务管理方面
的国际地位。

回收污水的现代化深隧道
系统，是新加坡的又一创新工
程。2008年竣工的一期系统，包
括一条从克兰芝到樟宜全长48
公里的深隧道、一座设在樟宜的
中央供水回收厂、两条5公里长
的深海排水管及全长60公里的
用后水连接管道。深隧道阴沟的
直径达3 . 3米至6米，地下深度达
20米至55米。樟宜供水回收厂每
天可处理80万立方米的用后水，

由于采用密集及覆盖式设计，它
占地仅有一般水回收厂的1/3。
世界水资源权威毕斯瓦教授说，
新加坡每年的水量流失只有5%，
流失率全球最低。

少洗一分钟澡

节水9公升

2005年，新加坡的首座海水
淡化厂——— 新泉海水淡化厂启
用，每天可生产13 . 6万立方米淡
水。它是当时热带地区规模最大
的反渗透海水淡化厂，也是全球
最节能的海水淡化厂之一，标志
着新加坡有了“第四个水龙头”。

2013年，第二座海水淡化厂
大泉海水淡化厂竣工，每天可生
产淡水 3 1 . 8 5万立方米。预计
2060年，淡化海水将满足新加坡
至少25%的供水需求。

由于水对国家经济、国民生
活都至关重要，因而在新加坡，
与水务相关的策划、管理、维护
以及所有与水务相关的工厂、设
备都属于公共事业局负责。新泉
和大泉海水淡化厂都是由公共
事业局立项、招标，新加坡凯发
水务集团设计、建造、拥有和运
营。公共事业局与凯发分别签订
了长达20年和25年协议，按双方
协议价收购淡水。虽然海水淡化
目前成本比较高，但公共事业局
在向用户收水费时，还是按综合
平均价。

在记者看来，新加坡之所以
能摆脱先天供水不足的生存挑
战，实现不再“靠天喝水”的制
约，取决于多个关键因素：首先

是决策者的战略眼光；其次是政
府的执行能力；再就是全民的危
机意识；最后是朝野的政治共
识。但要把这些理念具体落到实
处，还离不开科技的力量。污水
处理、新生水生产和海水淡化所
采用的膜技术，新加坡稳居世界
领先地位。

新加坡公共事业局水务中
心为水务科研提供一个战略平
台，西门子的超细滤料柱、日东
电工的反渗透膜、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纳阳科技公司的新一
代纳米多功能膜等都在这里得
以开发。每年6月举行的新加坡
国际水周上，都会颁出价值30
万新元的李光耀水源荣誉大
奖，表彰为解决世界水务问题
做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另一
方面，新加坡已经将水和环境
科技作为3个主要增长的领域之
一，吸引了全球的主要水务业者
将其视为跳板，向周边地区扩展
业务。

马特文说，4个水龙头战略，
特别是新生水和海水淡化让新
加坡摆脱了用水“靠天吃饭”，
但也消耗了很多能源。因此，人
们要节约水、珍惜水、享受水，

“让水道和蓄水池变成美丽清
洁的溪流、河流和湖泊，人们可
以更加亲近水，在享受水带来
的愉快的同时，也学习到珍惜
水资源。”

最后，马特文还告诉记者一
个节水的小细节：“热带地区，人
们洗澡耗水量最大，因此我们
号召大家洗澡不超过5分钟。因
为少洗一分钟澡，就可以节省9
公升水。”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7月20日—7月26日）

本报记者 王昱

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曾说：“每一
项政策都可能因为
水资源问题而让我
们屈膝”。如今，新
加坡的水源由单一
的向邻国购水，发
展到雨水收集、邻
国购水、新生水和
海水淡化 4个水源
并举，被新加坡人
形象地比喻为“4个
水龙头”。而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如今全球大部分国
家都面临着水资源
紧缺的困境，中国
更是一个严重缺水
的国家。新加坡是
如何从贫水国变成
水 务 管 理 领 军 者
的？

新加坡公共事业局下的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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