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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声机留声机

我们用中国桥梁建设取得的成就，告慰李国豪老师的在天之

灵，纪念他为开辟中国桥梁自主建设道路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我

们要继续牢记李国豪老师“理论联系实际，发展桥梁科技”的教导，

勇于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克服不足，为尽早实现从桥梁大国走

向桥梁强国而继续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名誉院长、桥
梁工程系教授项海帆

我有幸出演了同济大学原创大师剧《国之英豪》，并在剧中饰

演老校长李国豪。如今，李国豪校长的学术成果已化为一座座大

桥屹立不倒。而他的精神，更是牢牢印刻在我的心间。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戏剧的形式，将老校长的精神传递下去，激励更多青年

学子成长为国之英豪、国之栋梁。

——同济大学学生来子旸

■传承·分享

编者按 自 2012年以来，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等部门深入实施“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支

持清华大学等 19所高校以邓稼先等科学大师为主题创排演出 20部舞台剧。舞台剧演出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

迎和一致好评。本报今起推出“将科学家故事搬上舞台”系列报道，请参与舞台剧组织、创作的师生，讲述台前幕后

故事，以及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生动实践。

近日，“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

程”（以下简称宣传工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再次进行展演。十余年耕耘，宣传工程已陆续进

行了 430 余场演出，吸引了 50 多万大中小学生走进

剧场观看。

2023 年底，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

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在宣传工程座谈会上

说，用艺术形式向莘莘学子生动再现我国科学大师和

优秀学者的杰出贡献和高尚风范，科技界“共和国脊

梁”的光辉形象会更加深入人心，科学家精神会为国

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新的动力。

舞台剧走出校园

2012 年初，在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希的倡导下，中国科协联合教

育部启动实施宣传工程。

宣传工程以艺术为媒，以广大青少年和科技工作

者乐于接受的舞台剧作为呈现方式，将越来越多的科

学家故事搬上舞台，旨在展现一代代科学家爱党爱

国、为人民服务的家国情怀，弘扬科学家精神。

宣传工程启动初期，一批高校搭建校内演出平台

进行展演。这些剧目主要面向本校师生，潜移默化开

展科学家精神宣传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随着剧目不断扩容，为了提升品牌影响力，这些

舞台剧开始走出校园。

2013年五四期间，宣传工程在北京组织首次汇演

活动，清华大学等 5 所高校参演，合计演出 15 场。此

后，跨省校外巡演和年度集中汇演逐渐成为常态，在

社会层面营造了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面对大师剧目逐渐走向市场的趋势，如何满足受

众多样化的需求，深入浅出将科技与艺术结合，是每

一个参演单位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地之光》剧目从资料收

集、剧本研讨到定稿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经验。

该校团委副书记刘明辉介绍，为了打磨人物形

象，学校专门组织人员走访了李四光先生的外孙女邹

宗萍女士，收集了近千张先生生前的图片资料以及不

为人知的小故事。校团委还专门建立了李四光资料

信息库。市场上但凡发现李四光的新素材，他们便及

时更新、补充，供演出人员借阅使用。

“地质研究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如何让这些深

奥的地学问题与艺术相对接，内化于人物精神并活化

人物形象，一直困扰着我们。”刘明辉说，为了解决这

一难题，项目组会定时、定点请专家和学者进行讨论，

并依据受众的年龄层次和知识结构，对话剧的表现形

式进行相应调整。

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的创排工作始终

坚持“一切与邓稼先精神相匹配”。清华大学团委书

记王睿说，主创团队曾拜访了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挚友杨振宁，并多次前往邓稼先生前工作过的单位采

风实践，参考 53部文字资料和 27部影视资料，先后修

改剧本 20余版，力争使舞台剧更贴近真实的邓稼先。

谈及话剧《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老

师朱子劼说，十余年来，话剧在创作编排过程中始终

不断完善内容，增加了钱老在交大求学期间著名的

“96分试卷”、参加文化社团、吹中音号等新内容，拉近

这位“人民科学家”与学生的距离。

随着越来越多的精品佳作被不断推出，宣传工程

围绕重大时间节点还在多地搭建了新的演出平台。

2019 年正值澳门回归 20 周年，宣传工程组织《哥

德巴赫猜想》《杨石先》《钱学森》等 5 部剧在澳门演

出。2023 年国庆期间，《马兰花开》首次在香港演出，

标志着宣传工程在香港成功落地，奠定了港澳常态化

巡演的平台基础。

配套开展系列活动

舞台很小，社会很大，宣传工程不只在舞台上呈现

科学家精神，更在剧目演出的同时配套开展系列活动。

例如，宣传工程在剧场配套了相关科学家人物事

迹展。展览以演出剧目的背景和人物为线索，向公众

介绍科学家的科研成就等内容，生动展现科学家的崇

高品格和风范。2022年《钱学森》在澳门大学演出时，

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同步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

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展出。展出在澳门社会各界引

发热烈反响，展览门票一票难求。

在举办展览之外，宣传工程面向老少边穷地区开

展“舞台走向大地”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当地学生的科

学兴趣、激发创新精神、深埋科学种子。在 2020 年演

出季期间，宣传工程曾组织 9所高校 20余名学生来到

贵州新寨小学和魁龙小学，向当地小学生讲述钱学

森、陈景润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展示飞机、舰船模

型，讲解其中的科学原理，许多小朋友当场写下“我要

做科学家”的话语。

此外，宣传工程还搭建了青年文化交流的平台。

借助校外表演的演出形式，宣传工程为演出高校和承

演高校搭建了友谊的桥梁，促进高校间、地区间民心

相通，在青年中树立科学家偶像。2023年《大地之光》

在澳门巡演间隙，澳门大学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

青年学生围绕科学家精神开展文化交流，结合自身学

习成长经历畅谈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这让两地青

年感情更亲，距离更近。

下一步，面对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科学家故事舞

台剧还将在形式上继续进行多维创新。包括打破以

单一话剧为主的形式，结合音乐剧、歌舞、戏曲、小品

等进一步拓展科学家精神艺术化表达的载体，最终让

科学家精神走入更多观众心中。

推动科学家精神走深走实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讲好科学家故事，传播科学家

精神，对于凝聚新时代青年的精神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王睿说，从2013年起，清华大学就将观看《马兰花开》作为

新生入学教育的“必修课”。每轮演出之后，关于理想和

选择的话题总会叩响青年学子的心扉。清华大学工程物

理系学生孙启明两次观看了《马兰花开》，感动之余，他萌

生了通过专业所学投身核工业建设的初心。“希望能够将

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为新时

代核工业的蓬勃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孙启明说。

“我们要赓续钱老空天报国之志，传承强国有我之

心，争做空天事业的一流人才！”上海交通大学 2021级

研究生李星达在观看话剧《钱学森》之后，心情澎湃。

……

在感动观众的同时，这些大师剧目也深深影响着

每一位参与创作表演的师生，促进他们对科学家精神

的认识从模糊、抽象到具体、形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1 级土木工程（地下建

筑）专业本科生蒋萧宇在话剧《大地之光》中扮演田雅

坤这一角色。他认为，科学家精神既有实事求是、追

求真理，又包括不畏困苦、勇于奉献。

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有 18位景片演员，

他们有着一个响亮的称号——“十八罗汉”。王睿介

绍说，在演出的 100多分钟里，“十八罗汉”都是在幕后

默默推动布景。然而，每当谢幕时景片翻转过来、景

片演员向观众招手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全场最热烈

的掌声。以“十八罗汉”精神为代表的剧组文化，激励

着一批又一批剧组成员。

随着大师剧目演出不断深入推进，相信将有更多

科学家人物和科学家精神打动人心。对此，贺军科

说，要最大限度地激发青年学生的情感共鸣，以润物

无声的方式让抽象的精神标识走进青年心田、扎根思

想深处。

让共和国脊梁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
——“将科学家故事搬上舞台”系列报道①

4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

物理化学家、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

授万惠霖辞世，享年 86岁。

万惠霖毕生致力于催化化学研究，

始终活跃在催化化学的前沿领域，取得

一系列原创性重大研究成果，是我国催

化化学研究的先驱。

创新路上无畏惧，一马当先创佳

绩。这是万惠霖一生追求真理、勇攀科

研高峰的生动写照。

潜心催化献终身

催化化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有着深远的影响，80%以上的传统化

工过程都与催化作用有关。从踏入这

一领域开始，万惠霖就有强烈的创新意

识和责任感。他说：“催化化学这个学

科近几年在世界上发展得很快，我们不

能步人后尘，要勇于创新，不仅要在基

础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研究方法也要

创新。”

当时，国内外研究者主要依靠阳离

子来调变催化剂的活性与选择性。万

惠霖课题组选择独辟蹊径，研究一种新

型阴离子（即氟离子）调变的催化剂。

这类催化剂因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

质，在多个化学反应中展现出高效催化

性能。

经过多年研究验证，万惠霖带领课

题组阐明了氟化物助催作用的本质，创

新研制出一系列性能优良的含氟稀土

（碱土）氧化物催化剂，为从天然气等低

碳烷烃资源中制取乙烯和含氧有机化

合物等开辟出全新方向。

强烈的创新意识使万惠霖的科研

工作始终走在前沿。一生中，他与老

师、同事合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600余篇，出版专著 1本；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三等奖 2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

奖 2 项和二等奖 3 项，以及国家发明专

利 40余项，荣获中国催化成就奖。

谈及取得的科研硕果，万惠霖总是

轻描淡写。他说：“我只是一个比较肯

学习的人，组织上交代的教学或是其他

任务，我都很认真地去做。”

在同事及学生眼里，他是一名典型

的“三无”教授，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

日、没有在晚上十二点前休息过。只要

不出差，不论是星期天或节假日，同事

和学生经常能在实验楼看到他的身

影。而他家书房的灯，午夜之后也总是

亮着。

在万惠霖的同事、厦门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教授王野眼中，万惠霖严于律

己，对实验数据要求极为严格，最大的

爱好是看文献。甚至在外地考察期间，

他都背着一大包文献随时翻阅。

别人问他为何这样拼命？

万惠霖说：“我觉得自己永远处在

科学的起跑线上，要拼命地向前跑。”学

习兴趣一直推动着他前进，做学问搞科

研让他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

甘为人梯育栋梁

在勤于科研的同时，万惠霖也投身

于教学一线，长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

授专业课程。在学生印象中，他讲课深

入浅出，条理清晰，重视教学与科研的

结合，总能激发兴趣、启迪思维。

为了让年轻人有更多时间作研究，

他肩负起学院、学校交给他的行政任务，

曾任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固体

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其

间承担了大量行政性、服务性工作。

万惠霖除了给学生们“传道授业

解惑”，更以身示范，教给学生做人的

道理。

令学生龙瑞强记忆犹新的是，20

多年前，他与导师讨论课题时，万惠霖

坦诚布公地告诉他，自己对实验装置的

细节不懂，要他自己摸索或向别人学

习。在龙瑞强看来，当时在他面前说话

的万老师已是全国知名的“催化大师”，

完全可以安排他去问别人，压根儿没有

必要在一个毛头小伙面前如此谦虚。

龙瑞强在回忆文章《我的恩师万惠

霖院士》中写道，万老师这种谦虚和诚

实的态度给他的一生都带来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以后的工作中，当他有不懂的

问题而羞于开口时，万老师的一席话总

是回荡在耳边。

“973”项目“天然气、煤层气优化利

用的催化基础”是国内最重要的重大基

础研究计划之一。彼时，万惠霖是新当

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他却坚决推荐

当时小他 21 岁的包信和担任项目首席

科学家，并在随后的工作中给予鼎力支

持，最终项目高质量完成。

“先生那淡泊名利、提携后学的崇

高品质和甘为人梯的宽广胸怀，我时刻

铭记在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党委书

记张荣说，万惠霖淡泊名利、励精图治，

他崇高的科学家精神和道德风范永远

值得后辈学习和敬仰。

“永远处在科学的起跑线上”
——追忆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万惠霖

图为清华大学原创话剧图为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马兰花开》》的演出现场的演出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申王申摄摄

中国桥梁工程学科领衔人、桥梁工程专家、两

院院士李国豪的一生，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同

频共振。

“少年励志，唯学是求。”1929 年，年仅 16 岁的李

国豪考入国立同济大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学

业，并于 1937 年远赴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深

造。留德期间，他因学习成绩突出，被破例批准直接

攻读博士学位。27 岁时，他发表的博士论文《悬索桥

按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在德国乃至欧洲桥梁工程

界引发轰动。

在新中国成立前，他满怀对祖国的赤诚，放弃了

在德国的发展前景和优渥待遇，义无反顾地回归祖国

怀抱，投身国家经济建设。

回国后，李国豪潜心研究，专注于科研攻关，取

得了一系列在学界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并成功推

动上海南浦大桥、广东虎门珠江大桥实现中国人自

主设计建设，开创了中国人自主建设大跨度桥梁的

新时代。

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后，李国豪倡导并组织实施

“两个转变”，即“恢复对德联系和德语教学传统，由土

木为主的单科性大学向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转

变”。在得到批示后，他带队赴德进行了为期近 1 个

半月的考察，以此为契机开拓了与德国在文化、教育、

科学技术、工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并在德国成立了

“同济之友协会”。

在近 70 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李国豪始终诲人

不倦、提携后辈，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引导支持孙

钧、范立础、项海帆、沈祖炎、钟万勰、陈新等人开展

国家重大建设急需的科学研究。这些后辈后来大

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持续

引领着中国土木工程学科的发展。而今在同济校园

的“国豪书院”办得有声有色，旨在培养出更多未来战

略科学家。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李国豪的纪念雕像距今已落成 15 载有余，坐落在他

所热爱的教育热土上，陪伴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的成长。

下面这张照片是李国豪在德国做悬索桥模型实

验时拍摄的。凭借在这一领域的深耕钻研，他获得了

“悬索桥李”的美誉。

（图文由“同励红色初心，济育公益青年”同济大
学学风涵养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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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韩荣）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一座位于太原

的唐代壁画墓考古发掘资料。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墓中的“树下人物图”是太原地

区非常流行的题材，在已发掘的唐墓中出现频次较高。但该墓屏风画的一

头一尾由两幅花卉填补，比较少见。在目前太原地区有纪年的“树下人物

图”壁画墓中该墓时间最晚，对研究太原地区唐代“树下人物图”流行时间具

有重要意义。

2018 年 8 月，考古人员在太原市某一改造路段发现这座唐代壁画墓。太原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晋源区文物局组成考古队对其进行抢救发掘。墓葬由墓

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门、甬道及墓室四壁、墓顶、棺床均绘满壁

画。墓室东壁南部为生活作坊图，墓室西壁南部为驼马图，墓室东、西壁的北半

部及北壁是围绕棺床的一组屏风画，共计 8幅，以“树下人物图”为主。

晋阳古城考古研究所所长龙真介绍，这座墓葬位于唐代太原府城以西的山

前坡地。此区域为城西重要的墓葬区，已发现唐代墓葬数百座，较为重要的有赫

连山墓、赫连简墓和温神智墓等。据墓志记载，墓主卒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

卒年 63岁。

山西太原发现

唐代“树下人物图”壁画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