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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语言速度场估计法，揭示语言扩散模式
1月2日，张梦翰课题组联合

金力院士课题组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

题 为“Inferring language dispersal

patterns with velocity field estima-

tion”的研究成果。该团队结合

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开

发了用于推断语言扩散模式的

新算法——语言速度场估计法

（Language velocity field estima-

tion）。该方法弥补了传统的谱

系地理法的不足，可以在语言演

化不符合谱系树的情况下，推断

出语言的扩散中心和路径。运

用语言速度场估计法，该团队探

究了印欧语、汉藏语、班图语、和

阿 拉 瓦 克 语 的 扩 散 中 心 与 路

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语言的

扩散路径与从古DNA和考古材

料推测的全新世人口迁移路径

高度一致。此外，它们的扩散中

心也与古代农业与新石器文化

中心相吻合。这个研究结果说

明了在过去的一万年里，语言扩

散与人群扩张和文化传播紧密

相连。这项研究成果不仅为语

言扩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

方法，还为理解人群活动和文化

演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过去一万年里，由于农业

的发展，人类经历了大量的语言

扩散、人群扩张和文化传播事

件。考虑到人是语言的载体，而

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研究语言

的扩散可以为探究人群活动和

文化演化提供新的线索。语言

扩散通常使用谱系地理法进行

推断。这种方法假设语言的演

化符合谱系树模型，并将随机游

走运用于该谱系树上来推断祖

先语言的地理坐标。然而，语言

的演化受到大量的横向交流影

响（例如语言借用和区域扩散），

并不完全符合谱系树模型。因

此，依赖谱系树的谱系地理法无

法精确地重构语言扩散。如何

不依赖于谱系树来推断语言的

扩散成为了人类语言学研究中

的一个重要挑战。

为了解决上述挑战，张梦翰

团队基于物理学中的速度场理

论和动力学方程、遗传学中的

DNA突变模型、统计学中的马尔

可夫过程与经济学中的最优传

输理论，开发了名为“语言速度

场 估 计 法 ”（Language velocity

field estimation）的新算法。该方

法可以不依赖谱系树推断出语

言的扩散路径与中心。在模拟

验证中，该团队基于1,000个已知

扩散模式的模拟数据集，充分验

证了语言速度场估计法的有效

性与鲁棒性。

运用语言速度场，该团队进

一步探究了世界范围内四个著

名的语系/语族扩散模式。它们

分别为横跨欧亚的印欧语系、位

于亚洲的汉藏语系、位于非洲的

班图语系以及位于美洲的阿拉

瓦克语系。研究结果显示，印欧

语系起源于新月沃土（古代欧洲

的农业中心）并向西传播到欧

洲，向东传播到印度次大陆；汉

藏语系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陕西

省（位于仰韶新石器文化中心），

向西南传播到青藏高原，向南传

播到东南亚大陆；班图语族起源

于喀麦隆与尼日利亚地区（非洲

的古代农业中心），向东南方向

传播到整个非洲中部与南部；阿

拉瓦克语系起源于马德拉河流

域（南美洲的古代农业中心），向

北横跨亚马逊低地传播至沿海

地区。该结果说明在过去一万

年里，语言的扩散是伴随着人群

扩张和文化传播一起进行的。

除了模拟验证与实例检验

外，该团队还将语言速度场估计

法与另外四种常用的语言扩散

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比较。这四

种方法为谱系地理法、多样性

法、中心法以及最短距离法。比

较结果说明了语言速度场估计

法在方法论与实例运用中具有

优越性。

论文第一作者为复旦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 2019 级直博生杨思

哲；第二作者为复旦大学人类表

型组研究院孙晓茹博士；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院士和复旦

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复旦大

学智能复杂体系实验室的张梦翰

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项工

作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ERC欧盟项目基金、上海市重

大科技项目、上海市曙光学者计

划等项目的支持。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

articles/s41467-023-44430-5

来源：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近日，复旦大学航空航天

系邓道盛课题组开展水/乙醇

二元液滴壁面结冰实验，观察

到与纯水液滴结冰截然不同的

“自发升高”结冰形貌。结合实

验中测量的液滴轮廓、温度场

和流场信息，揭示了二元液滴

结冰过程中，由于冰-水凝固

分界线附近乙醇浓度富集，导

致表面张力局部降低。进而提

出 溶 质 马 兰 戈 尼（Marangoni）

效应（指意大利物理学家卡罗·

马兰戈尼的博士论文研究表面

张力梯度在液体界面处形成的

流动，这种现象统称为马兰戈

尼效应），驱动液滴自发升高的

物 理 机 理 。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以

“Self-lifting Droplet Driven by

the Solidification-induced Solutal

Marangoni Flow”（《凝固诱导溶

质马兰戈尼流动驱动二元液滴

自发升高》）为题发表于《物理

评论快报》。

来源：航空航天系

多组分液滴动力学研究有突破

▲语言速度场估计法（Language velocity field estimation）
的算法流程

2023 年 12 月 26 日 下 午 ，

“可编程城市：数字媒介与城市

文明”第二届上海社科青年望

道论坛暨《探索与争鸣》第三届

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在

复旦大学举行。论坛由上海社

联《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上海

社科中心研究部、复旦大学信

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共同主办。复旦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上海

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

任小文，出席本次论坛开幕式

并致辞。来自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

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9 位优

秀青年学者，共同出席本次论

坛，并围绕“可编程城市：数字

媒介与城市文明”这一主题，分

别从“可玩城市”“实时城市”与

“代码城市”三个角度展开圆桌

讨论。

论坛以“可编程城市：数字

媒介与城市文明”为主题，由

三场圆桌对话组成，分别围绕

“可玩城市：可编程城市的文

化变革”“实时城市：可编程城

市的治理变革”“代码城市：可

编程城市的空间变革”展开对

话，来自新闻传播学、政治学、

建筑学、文艺学等不同学科的

学者从文化现象、治理架构、

空间形态三个方面探讨数字媒

介革命之于当下人类都市文明

的意义。

三场圆桌对话中，学者们

分别从可玩文化与城市文明建

构的关系、数字时代传播现状

与游戏理论的关联、电子游戏

中虚拟地铁系统传递的城市想

象等方面，探讨了数字媒介带

来的城市文化变革；以作为当

前数字城市治理实践基石要素

的“数据”这一关键概念入手，

分别从城市治理界面、政府治

理模式和数据市场交易等方面

探讨了可编程城市的治理机制

变 革 ；从 代 码 城 市 的 地 方 生

成、城市时空异质性与城市空

间的视觉性等维度出发，探讨

了 可 编 程 城 市 的 空 间 变 革 出

发，探讨了可编程城市的空间

变革。 来源：新闻学院

共议中国数字城市的传播新径

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24 日，

“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六

届年会暨“大变局中的国家、文

明与全球秩序”学术研讨会（以

下简称“论坛年会”）在复旦大

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年会由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复旦大

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

大 学 中 外 政 治 思 想 文 化 研 究

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

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中央民族

大学文学院、重庆大学经略研

究院六家单位联合主办，复旦

大学中国研究院、《东方学刊》

编辑部承办。

为期两天的论坛年会共设

置了 15 场专题研讨和一场圆

桌论坛，围绕“大变局”“国家”

“文明”“全球秩序”等主题进

行了密集的研讨，每个专题设

置发言、评论、自由讨论环节。

本届论坛年会专门为青年博士

生和博士后设置青年分论坛，

邀请国内顶尖高校的 11 名博

士生、博士后展开研讨，为青年

学者提供展示才华和交流思想

的平台。

“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

是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中青年学

者 于 2018 年 发 起 成 立 的 高 端

学术和思想论坛，迄今已连续

举办六届，本届论坛为 2019 年

后第二次在复旦大学举办，论

坛围绕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社

会、思想与文化的相关主题进

行多场研讨，在国内外学术界

和思想理论界产生广泛影响。

来源：中国研究院

“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年会举办

日 前 ，大 气 与 海 洋 科 学

系/大气科学研究院占瑞芬联

合 南 京 信 息 工 程 大 学 赵 久 伟

副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王玉

清 教 授 、美 国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Hiroyuki Murakami 研 究 员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圣 地 亚 哥

分 校 Scripps 物 理 海 洋 研 究 所

谢 尚 平 教 授 等 揭 示 了 气 候 模

式模拟 ENSO 影响西北太平洋

台风生成频数的不确定性源，

并 通 过 对 不 确 定 性 源 进 行 条

件 约 束 显 著 改 善 了 模 式 模 拟

性能，这一发现对于深入理解

模 式 模 拟 台 风 的 不 确 定 性 和

提 高 台 风 季 节 预 测 水 平 具 有

重要意义。

来源：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提高台风季节预测水平获进展

近日，复旦大学脑科学转

化研究院李伟广研究员与中国

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陈

以昀研究员团队、上海交通大

学 医 学 院 徐 天 乐 教 授 团 队 合

作，成功开发了一种遗传编码

的光催化小分子释放技术用于

神经元精准调控。该技术通过

生 物 正 交 光 催 化 硼 酸 去 笼 反

应，空间特异性地光控释放生

物活性小分子，进而在活细胞、

离体神经元和活体小鼠中实现

了亚细胞特异性、神经投射特

异性及细胞类型特异性的神经

元光化学调控。

来源：脑科学转化研究院

用新技术实现神经元精准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