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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出头的内阁部长

当地时间7月20日6时58分，日
本鹿儿岛县种子岛航天中心，一枚
H2A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上面搭载
的是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
这是今年“火星季”全球发射的第一
个火星探测器，也创造了阿拉伯世
界的首次。

在数千公里外的阿联酋穆罕默
德·本·拉希德航天中心，很多阿联酋
人也在紧张等待。当看到火箭分离
时，人群发出欢呼声，他们鼓掌，有人
开始擦泪。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位女
科学家功不可没：她叫莎拉·阿尔-阿
米利，是阿联酋这次火星探测计划的
主要项目负责人之一，也是阿联酋高
科技部部长和首席科学家。

提到中东女性，可能很多人对
她们的印象是戴着头巾、囿于家中、
较少参与社会活动。但阿联酋似乎
是个例外，与邻国相比，这里的女性
权益和地位相对较高，根据2019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性别平
等指数”排名，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
排名第一，在全球排第26位。

这一数据体现在阿联酋的内阁
性别比例上。2017年10月亮相的阿
联酋内阁中，32名内阁成员有9名女
性面孔，最年轻的女部长是青年事
务部部长沙玛，当时年仅22岁的她
拥有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沙玛早在
2016年2月就担任该职务，被吉尼斯
认定为“全球最年轻的内阁部长”。

莎拉·阿尔-阿米利也在这批女
性内阁部长之列。她被任命为高科技
部部长。“领导层深知，我们需要向知
识经济转型，而知识经济的一大基础
就是科技领域。我们需要加强科技建
设，科技部门是知识经济的基石。”她
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说，“其他基石还
包括私营部门和学术部门，这需要不
同的部门之间展开合作。”

“这是阿联酋的新纪元，我们在
这一领域的最前沿，希望可以推进
向前。”出任高科技部部长时，阿尔-

阿米利已是阿联酋科学家理事会主
席和阿联酋火星探测计划的副负责
人，也是火星探测器科学团队的重
要成员。

“我选择挑战与尝试”

拥有众多头衔的阿尔-阿米利
非常年轻，她出生于1987年，本科和
硕士均就读于阿联酋排名第一的沙
迦美国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该校
是中东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在阿拉
伯世界排得上前十。

2017年，阿尔-阿米利成为第一
个登上TED讲台的阿联酋人。“12岁
那年，我看到了仙女座星系的图像，
那是离我们银河系最近的一个星
系。”她在演讲中说，尽管当时对头
顶的星空、未知的星球充满浓厚兴
趣，但她很快意识到，只有全球少数
几个国家能开展太空科学和太空探
索计划，参与的人数也很有限，而她
的祖国阿联酋没有这一技术领域。

“于是，我选择了第二热爱的工
程专业，我喜欢在计算机上进行创
造，计算机工程成了我的职业。”她
说，“但我不知道的是，阿联酋2006
年开启了首个太空项目，开始开发
卫星。可能当时我太忙了，没来得及
读报纸，但总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
件事。三年后我加入团队时，项目仍
处于起步阶段。”

“他们正在航空领域努力，我有
这个梦想，就这么加入了。”阿尔-阿
米利说，但真正加入后，她才发现一
切不是那么回事儿：团队里大多数
成员只有20来岁，很多人刚从高校
毕业，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因为没有
任何经验可供学习。

那段时间对20岁出头的她来说
是个极大的挑战，“前几周很难熬，
我经常停下来问自己，真的要在这
条路上走下去吗？但我选择了挑战
与尝试，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永
远不会连试都不试就放弃任何一个
摆在眼前的机会。”

五年后，他们的努力有了回报：
2013年，阿联酋第二颗“迪拜卫星”
发射成功。“发射那天对我来说是个

转折点，我达成了太空目标，还想在
未来探索更多科技领域。”

要与男性平分秋色

在2006年至今的太空探索过程
中，阿联酋有了一批本国年轻科学
家。2015年，因为在科技工程领域的
贡献，阿尔-阿米利被世界经济论坛
选为“50名年轻科学家”之一。2016
年，她成为阿联酋科学委员会主席，
2017年又成为高科技部部长，负责
“希望”号火星探测器项目。

“这项任务被命名为‘希望’，因
为我们正为全球了解火星贡献力
量。”阿尔-阿米利曾表示，“我们从

（中东）这一地区的混乱现状中跳出
来，积极推动世界科学发展。”但她
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是全球太空
领域的后起者，人们觉得我们疯狂，
这很正常。”

阿联酋太空探索领域能出现这
么一位巾帼英雄并不是个意外。据

《自然》杂志报道，阿联酋女性在该
国劳动力市场中占28%，而参与“希
望”号项目的员工中有34%是女性，
各项目组负责人中有一半副职由女
性担任；阿联酋的科学团队中，女性
比例甚至高达80%。阿尔-阿米利的
成功，不仅意味着阿联酋火星探测
任务正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兴
趣，还将鼓舞更多女性投身于自己
热爱的事业，与男性在科学等领域
平分秋色。

阿尔-阿米利希望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加入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行业中来。“科学是最需要国际合
作的领域，科学是没有限制、没有边
界的，任何一个人对这一领域的热
情都将扩大全人类的认知。”

身为高科技部部长，阿尔-阿米
利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以高科技推
动阿联酋经济发展。“当我们谈到未
来30年的阿联酋经济时，一大基础
将是科学技术。我们想拥有知识驱
动型经济——— 生产知识、利用知识、
创造无形的知识资产。”她在“希望”
号发射当天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全
球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两口子
隐居“自由港”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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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导致人们的生活发生巨变，“居家令”“口
罩令”让许多人很不适应。然而，在加拿大温哥华岛西
海岸，有一对夫妻过着完全不受影响的日子——— 29年
前，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漂浮的“世外桃源”，开启了
自在的“隐居”生活。

这个“世外桃源”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托
菲诺小镇以北10英里处，凯瑟琳·金和韦恩·亚当斯是
一对夫妻，也是一对艺术家。从起初“断舍离”来到这
里，到将它打造成一个可居住的“自由港”，他们已经在
这儿生活了29年。

“自由港”是金和亚当斯给他们家取的名字，从那
儿到距离最近的小镇坐船需要25分钟。“到这里唯一的
方式就是坐船，没有路可以通到这儿。”亚当斯说。

或许有人认为，住在“自由港”是一件很符合艺术
家气质的事，但其实也有无奈的现实因素。“我曾想成
为一名成功又富有的艺术家，住在托菲诺，在野外拥有
一间工作室。但我们一直没能买下房子，于是就打算自
己动手建一个。”

亚当斯是一名雕刻师，他利用大自然中的东西———
比如羽毛和骨头来创作。金则是一名画家、舞者、治疗
师，也喜欢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当然，这也是自然在呼唤
他们。29年前，金和亚当斯在一个朋友位于海湾的小木
屋住了几天，一场暴风雨过后，地面上多了一些木头，他
们捡起这些木头，搭建出未来家园的骨架。亚当斯回忆
说：“我觉得那是个信号，告诉我们是时候开始了。”

建造“自由港”前，这对夫妇住在托菲诺的一间公
寓里，金说，当初搬走前，他们经历了“断舍离”，“我们
把很多东西都送人了，卸下了很多负担。”

从那时起，他们收集很多可回收材料与废弃材料，
慢慢地将房子打造成现在的样子。客厅里的一块透明
玻璃地板是从冰球场捡回来的有机玻璃，想钓鱼的时
候可以直接把地板掀起来，舒服地坐在沙发上放下鱼
钩。房子里还有很多东西是亚当斯用他的作品跟镇上
的伐木工和渔民换来的。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自由港”现在重达100万磅（约
合453吨），自由自在地漂浮在海上，虽然有绳索将院子

与岸边相连，但它并没有固定在海底。房子外被涂成了
暗宝石绿和洋红色，入口处则是两条巨大的鲸肋骨。这
里有你能想到的一切：舞池、艺术馆、蜡烛厂、4个温室、6
块太阳能板，还有一个提供源源不断流水的小瀑布，甚
至还安装了一个漂浮罐进行垃圾处理。如果他们愿意，
完全可以在“自由港”实现自给自足，无须踏足城镇。

在这里生活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儿生活，
不管想要什么，都不可能立马得到。”金说，“我们不能
点比萨，也没法去街角的商店，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
必须自己动手。”比如，金每天早上醒来要打扫地毯，给
植物和菜园浇水，再泛舟去收集海藻当堆肥。亚当斯则
要收集柴火生火，保证屋内的温度。

尽管方圆几英里内没有邻居，但这对夫妇并不缺
少陪伴。“有一些乌鸦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部分。我们
认识这里所有的鸟儿。”亚当斯说。金则介绍起动物们
的名字：“我们给这只苍鹭起名叫‘哈里’，这两只海鸥
分别叫‘格特鲁德’和‘希斯克里夫’。”

离群索居让他们感觉很舒适，甚至已经不再适应
城市生活。“我在大城市住过，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我
需要荒野的安宁。”金说，“我觉得城市的声音太刺耳。
我们在这里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天地，与众不同地生活
在这个星球上。”漂在海面上，会不会晕海？亚当斯说：

“我不晕海，可我去陆地上时会‘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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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全球进入了“火星季”：7月23日，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升空，正式开启中国人自主
探测火星之旅。7月20日，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在日本发射升空，迈出阿拉伯世界探索火星的第一
步。这个阿拉伯世界“第一”的背后，有一位年仅33岁的女性首席科学家——— 莎拉·阿尔-阿米利。

A10 世界
2020年7月25日 星期六 编辑：赵恩霆 美编：郭传靖 组版：颜莉

人物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凯瑟琳·金和韦恩·亚当斯（右）以及他们的“自由港”。

莎莎拉拉··阿阿尔尔--阿阿米米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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