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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但若

能像这马兰花一般，绽放绚烂，那便是无怨亦

无悔了！中国人的第一颗原子弹，就从这里开

始吧……”这是由清华大学师生创作的话剧《马

兰花开》里邓稼先的一句台词。5 月 18 日—6 月

8 日，2017 年“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

宣传工程”汇演活动在重庆举行。开幕剧《马兰

花开》一开场，便深深吸引现场观众，掌声、唏

嘘、泪流不断。

还记得他们的故事吗？邓稼先、陈景润、钱

学森……他们将毕生的心血乃至全部的生命都

奉献给了中华民族，他们不仅是宇宙的精灵、是

智慧的象征、更是共和国的脊梁。如何把他们

的精神传承下去？采用“校友演校友、学弟演学

长”的方式，从不同角度诠释中国优秀科学家群

体的风范，这便是“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的

初衷所在。

“本次汇演持续近一个月，集中展现邓稼先、

钱学森、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陈景润、唐敖

庆、杨石先和罗阳等 9 位科技界民族英雄的光辉

人生和感人故事。”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说，他

们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优秀代表，让他们的形象

走进高校，走近青年学生，可以激励更多科技工

作者，特别是青年人才投身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行动中。

家国情怀 体悟科学大师的胸怀

赵新雅，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1 级学生，

该校原创话剧《大地之光》李四光的第一任扮演

者。两年前，他毕业奔赴新疆，成为一名地质工

作者。

“我不想只扮演李四光，我想靠近他，做真正

的‘李四光’。”赵新雅说，当初，很多人问我，这是

为什么？我很想知道李四光先生对这类问题的

答案，想知道他们那一批科学家们为国家不计报

酬、不辞艰辛奉献一生的原因是什么？

在赵新雅看来，先辈们的肩膀上扛的不仅仅

是个人的成败荣辱、喜怒哀乐，还有家国命运。

在很多人看起来非常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他们却

在其中享受着极大的精神愉悦，他们充满豪情壮

志。很多人说，当今社会太浮躁了，青年人太不

安分了。“确实，是话剧让我静了下来。”赵新雅

说，“现在，我已经不去纠结当初选择的对与错，

而是很享受山里的静谧。因为先生早就教会我

‘静’——静心，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我学到的

全部知识奉献给亲爱的祖国。”赵新雅说。

张可，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2012 级硕士生，在

《马兰花开》中饰演杨振宁。他清楚地记得，在一

次校友会专场演出后，老师问台下的观众里有没

有参与过核武器研制的校友。问了一遍，没人答

应。两遍，还是没人答应。站在台上，看见下面

有好多老校友在窃窃私语。三遍后，终于有人站

了起来，一个，两个，三个……有 20多位校友走上

了舞台。

张可说：“当时我突然想到了戏里的一段台

词，邓稼先对父亲说：‘这也没什么’。我妄自揣

测这些老校友们的内心：他们不愿上台，也许就

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没什么’。”但老校友们轻

描淡写的语言却让张可心潮澎湃——“我本科毕

业直接分配到了九院，与邓稼先共事了 20 余年”

“从毕业开始，我参与过氢弹、中子弹的研制”“本

科毕业我就去了马兰，呆了 10 年，然后又去了九

院”……

“每一个校友都是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作出

了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都是活生生的‘老邓’。

那是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得最释放、哭得最酣畅

的一场，不为成功的谢幕，只为更崇高的开始。”

张可说。

不畏艰难 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真诚地谢谢大家用心的演出，看着这一幕幕

场景，我真的觉得先生又回到了我的身边……”看

完厦门大学排演的话剧《哥德巴赫猜想》后，陈景

润的夫人由昆女士哽咽着说。

陈景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数学家，他的

一生饱经忧患、历尽坎坷，但他仍然坚持以异于

常人的毅力和痴迷进行科学探索，他的传奇人生

是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兴盛在风雨岁月中戮

力前行的缩影。

“希望通过回顾和展现陈景润平凡人生和非

凡成就，回归真实人性的层面，以新的视角审视

人类历史中诸多科学大师汇聚而成的人类探索

精神，深刻反思人才培养的基本起点，尝试回答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正是当代科学人文戏剧的

重要使命。”该剧导演王根说。

如导演所言，许多观众和主创人员因为《哥

德巴赫猜想》爱上了话剧、点燃了心中的科学梦

想。王炳俊是厦门大学 2013级材料学院本科生，

9月份就要赴牛津大学继续深造。在剧中他一人

身兼中学生、中科院专家、红卫兵等多个角色。

剧中陈景润先生对科研认真执着的精神深深影

响着他。“写论文时，有一些实验得出的结果跟自

己最初预想的不太一样，其实本科论文没有那么

严，完全可以胡乱凑个数据就完了，但想到陈景

润先生对科研的一丝不苟，觉得在当前这么好的

条件下，就更没有理由敷衍放弃了。”王炳俊说。

“最后一段看得想哭，这绝对是我目前看的

最有意义最精彩的演出。景润学长对数学的痴

狂喜爱着实令人佩服，未来的道路上，学习他的

专注、勤奋，天道酬勤。”有观众说。

团结向上 一个人和一种力量

出演一部剧，体会一种精神，自觉向这种精

神靠拢，这也许就是艺术之美、之伟大。

正如吉林大学话剧《唐敖庆》导演王培所说：

“戏剧跟教育是一样的，老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

师，戏剧是人演人的艺术，让观者体会到心灵的

碰撞，涤荡自己的灵魂，从而对自己的人生进行

梳理，反思。”

此前，像社会上大多数人那样，王培也觉得

90 后大多是独生子女，自私、懒散，毛病多。“和

学生们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他们做事认真、负

责、专注，与现在社会风气不太一样。会把说的

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依然还是积极向上的。”

王培说。

王宁博，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二学生，

在剧中饰演唐敖庆。由于《唐敖庆》在舞台演出

时是在以象征知识的图书转台上完成的，寓意

唐先生那句经典名言——“人，应该站在书本上

读书，吸取前人的成果，然后去耕耘，去创新，去

开拓。”

“有了这个剧之后，知道了团队精神，知道了

两个词——团结、配合。”王宁博说，转台很重，需

要 10多个学弟学妹去推，站在侧台准备上台的时

候，我看到推台的学弟拿着手电筒在看化学笔

记。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什么叫做台前和

幕后，这是一个整体，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

整体站在台前。

“不分台前和幕后，这是一个整体。”这是记

者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为了这个整体，很

多学生放弃暑假回家与亲人团聚，即使生病高

烧，也坚持排练，排练结束后去打点滴，第二天再

继续。

“对学生最大的教育是德育，如果德教育不

好，其他越强对学生的危害也许越大。在当今浮

躁的社会，用演剧的形式，让学生亲身体会科学

大师的纯粹、美好，而不是空洞的说教，这种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正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厦门大学

党委副书记林东伟说。

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
“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舞台再现大师风采

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剧照剧照

2015 年毕业后，我选择了回到新疆工作，成为了一名地质工

作者。刚毕业的我对于地质工作像不了解的人一样无知，尽管我

有幸参与了话剧《大地之光》的演出，扮演过李四光先生这样的地

质巨匠。工作近两年了，又经历了些人和事，才使我真正明白一名

地质工作者所面对的生活，不是舞台上的灯光、道具、一声“霹雳”

便代表了倾盆大雨。

Y君，我的校友，我们一起工作两年了，那一天，他的母亲查出了急

性白血病。像所有悲情故事的高潮：着急，慌乱，手足无措。努力控制

着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在这个远离家乡陌生的城市里，不停地接打电

话，一根接一根的吞吐着……他跟我这么形容——“晴天霹雳”。我只

知道一个男人有可能要失去他的母亲了。我这样天性多愁善感的人，

却不懂得安慰人，递了根烟，转了不多的一万块，默默陪了他一会儿。

我知道他会撑过去的，他是个男人，他是那种最能吃苦的人，我

记得去年在昆仑山，肺水肿，躺在医院里的时候我打去电话问候。

我：别拿自己身体开玩笑，这种时候下来不会有人说什么……

他：我听进去了。

……

待病情好转后，他依然选择了高原雪山。

你并不需要知道那里海拔 5400米以上，并不需要知道那里没

有信号，并不需要知道所有补给都在 300公里外的小县城，并不需

要知道再病一次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这是真实的地质人的生

活，脱离了故乡、脱离了亲人、脱离了繁华的城市。

人类的天性在于在混乱中找出一种合理的因果关系。

因为那一批人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所以他们爱国。

因为Y君肺水肿依然选择去昆仑山工作，所以他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我有幸扮演了李四光先生并选择了地质工作，所以我也

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他月薪10万豪车别墅晒旅游晒自拍，所以他一定活得很轻松。

……

但我想说，其实我选择了这份工作并不代表我多么伟大，多么

热爱这份工作，这只是个选择。我有理由选择这份工作，我是新疆

地矿局的定向生，我的家在这里。或许年少轻狂，或许书生意气，

我只是选择了这份工作，我只是个普通人。

两年了，我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份工作的不易。野外的孤独寂

寞、辛苦、家庭的缺失、生活的缺失、长久的与世隔绝。渐渐地我也

迷失了，焦躁，不安。我迫切需要一种信仰。我在想李四光先生、

钱学森先生、邓稼先先生，在想他们的选择、在想他们的坚守、在想

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故事像本书，厚重，每一页都写满责任担当和

爱国。他们用生命践行自己的信仰。

当年百废待兴之中国与繁荣的外国生活，如今繁华的都市与

荒芜的野外生活。坚守在这里的人与先生们一样，都面临着选择。

其实都是普通人吧，他们只是选择了，并坚守了这里或那里。

无需安什么头衔，猜测什么动机。在你看似成立的逻辑关系下，或

许这只是一次无悔的选择。

普通人的选择

国家领导人在去年清华 105年校庆时给我们写了

一封贺信，贺信对清华大学给予了评价：“清华大学是

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培养了大批学术大师、

兴业英才、治国人才，为国家、民族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我经常在学校和清华的同学说，清华是一所伟大

的学校，之所以称之为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是因为这个

学校的毕业生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为我们国家、为我

们民族的强盛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杰出的和重要的

贡献。

23 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 14 位在清华学习和工作

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身上刻着深厚的清华大学的

文化和精神印记。比如，王淦昌先生，他是清华大学

20 世纪 30 年代物理系毕业的学生。当年二机部副部

长找到王淦昌先生，跟他说，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研

究，但这项研究要求你要长期隐姓埋名，你愿不愿意参

加。王淦昌先生沉默了一下，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

愿以身许国。”我想，这样一批两弹元勋的精神实际上

也深刻地反映了清华大学文化的精神。

清华每年都会纪念一二九。在一二九运动中，在

抗战前线，都有一批优秀的清华学子奋战以至于牺

牲。我们很希望让清华的学生记得这些前辈，记得这

些英雄的名字，并且能够以他们为榜样，记住他们的精

神和传统，能够让清华在未来中国前进的进程当中，继

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清华也因此能够继续成为一所伟

大的学校。所以我们选择两弹元勋的其中一位——邓

稼先，我们把他向全校同学、向社会做一个展示。我认

为大学文化不是校园文化，大学文化和校园文化不同

的一点，是大学文化能够引领整个社会。当我看到我

们这部戏在公演的时候，我们的观众和这部戏一起呼

应，会流下激动的热泪，我想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因

为它能把整个大学的精神，传播到社会上去，我们要做

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排演《马兰花开》，我们还

希望继续把清华那么多英雄的名字和事迹传播出去。

这部剧所有演员都是来自清华各院系的学生，他

们不是专业的话剧演员。他们特别愿意参加到这个剧

的编创演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舞台上演

的不止是邓稼先，实际上他们在演着自己。他们在学

校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以及毕业离开清华的时候，他们

都在我们这个国家迈向中国梦的进程中，扮演着最真

实的自己。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大学教育的成

功？以清华为例，我想看学生在毕业做职业选择的时

候，他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以及最终他做出了怎样的选

择，然后再看他的长期坚持和坚守。我很高兴看到清

华这类教育的成果。更多的清华学生，他们做毕业职

业选择的时候所遵循那条原则就是——他们不是只为

一个人活得好，而是像他们的前辈邓稼先、王淦昌、钱

学森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有更幸

福、更美好的生活。

我经常说，他们这一类选择，是能够代表中国青年

未来的方向，以至于能够代表中国未来的方向。在辽

宁舰的研制过程中，清华学生参与其中，能够解决关键

问题；神舟十号发射的时候，我们优秀的清华博士毕业

生，能够在最后一刻钟撤离发射塔。很多清华的学生，

能在毕业之后放弃很好的生活，奋战在新疆的南疆，他

们奋战在我们这个祖国最广袤的土地上、最基层的乡

镇。当我去宁夏的时候，我看到清华的学生在最偏远

的乡镇工作，当他细数通过怎样的工作让贫困的人民

摆脱贫困，脸上洋溢出灿烂的光芒时，我想，这就是清

华，这就是大学教育的成果。而在我们这个剧组当中，

有些同学，他们通过扮演这个角色，受到清华大学文化

的熏陶，他们之后也会向他们的师兄师姐一样，奔赴到

我们这个国家最前沿的地方。

我们要对在校的学生，对我们的教育充满信心。

因为他们不止演邓稼先，他们在演最真实的自己。

他们在演邓稼先，更在演最真实的自己

参加“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在我的工作时间

表上已经是第五个年头，我深深地折服于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

陈景润、唐敖庆等老一辈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求实奉献、拼搏进取

的科学探索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把

自身的作为与国家的发展强盛融为一体，铸就了共和国大厦的宏

伟基业！这样的人生才是华美的，才是令世人惊羡的，他们才是真

正的时代偶像，不愧为科技界的民族英雄。

大师精神激励一代代人的科学追求和梦想

厦门大学于 2014年带着原创话剧《哥德巴赫猜想》走进了“共

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

陈景润，著名数学家、一代科学大师、厦门大学杰出校友。对于

我们这一代人，这段记忆是深刻的。1978年《人民日报》上徐迟的一

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依然历历在目，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曾经

的风雨岁月中，时代的夹缝里，在不足6平方米的刀把形的小房间，

有一个人在用生命与时间赛跑，用信念与命运对搏，奋力攀登着“哥

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性数学难题，他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人在世

界数学界赢得至高荣誉……四十多年过去了，陈景润身上所体现的

科学精神、爱国情怀依然感动并激励着年轻一代继续追梦。

2013年，在纪念陈景润诞辰80周年之际，厦门大学决定将陈景润

的故事搬上舞台，经过不到一年的筹备和创作，原创话剧《哥德巴赫猜

想》于2014年4月首演，至今已经成功上演了25场，覆盖观众六万多

人次，更有数十万观众在线观看。演出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陈景润挑战“哥德巴赫猜想”是人类不断战胜自我、探索未知

世界，为梦想戮力前行的科学实践，他果敢坚忍坚守信念。“要用我

所有的力量登上数学世界的最高殿堂”，成了他报效祖国为国家多

作贡献的方式和途径。

科学精神让心灵与情感共舞

《哥德巴赫猜想》走过这 4年，我深深感受到，今天的厦大学子

是带着情感，怀着敬仰演绎着学长陈景润，讲述这位科学大师不断

接近、挑战“哥德巴赫猜想”，不断突破一个个人生困境，并最终取

得非凡成就的故事，并通过他们的演绎感染着周围的人。

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观剧后说，“让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一

代了解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艰辛历程，进而形成崇尚科学，尊重知

识的意识，意义很大。真正的浪漫就是认准了一件事，不管别人是

否退却，痴心不改，拼搏依旧！”一位剧组的同学动情地说，“每次看

这部剧都会落泪，剧中所表达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时刻提醒着

自己作为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在毕业生的心愿微博上，一位同

学写到，“我希望在离校前还能再看一次《哥德巴赫猜想》”……

一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直指心灵的力量，她使人在灵

魂、思想和情感上产生高度共鸣，给人以洗礼和教意。科学家形象之

所以能走进人们心中，不是话剧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而是其光

辉伟业背后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深厚的精神内涵和时代内涵打动人心。

“猜想与梦想”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楼红英

新疆地矿局物化探大队工作人员 赵新雅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史宗恺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马兰花开马兰花开》》剧照剧照

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大地之光大地之光》》剧照剧照

旷野凭山眺，

流风自在回。

薄云闲散去，

落照懒依归。

日暗波澜起，

天沉暮霭追。

横冲十万里，

尽夜沐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