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普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从 2008 年起，连续 5 年参
加全国科普日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科技三会”上强调，科技
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
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
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
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
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前所未有地
将科普事业摆在事关国家创新发展全
局的战略高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倡导
创新文化，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
知识，大力提高国民素质。不久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广泛开展科学
普及活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
的社会氛围，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科普工作的
指示精神，为新时代科普工作指明了
方向。进入新时代，中国科普事业肩
负着神圣使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让公众理解科学，让科
学普惠人民，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 方能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厚植
国家创新发展的科技和人力资源基
础。

科普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
技强国的基础支撑。当前，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着当今世界发
展的战略走向和竞争格局，深刻影响
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
式。创新驱动社会生产力快速跃升，
人才成为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的涌
现源于强大的公民科学素质和创新文
化积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需要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全社会的广泛
传播和弘扬，成为民众自觉追求的价
值风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我国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
标，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在科技、产
业等重要领域抢占制高点，更要在国
民科学素养、人才质量、创新文化等
方面形成强大软实力。

科普是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重要动力。中华文化在与近代科

技发展的相互激荡中不断丰富着科学
精神和科学思维的内涵，一代代中国
科技工作者在追求科技进步、服务国
家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发展的中
国科学家精神，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
国，科普不仅肩负着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
质，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的使命，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关键力量。

科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途径。在加强“一带一路”建
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
中，科普作为展现国家科技和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载体，担负着越来越重要
的职责使命。科学普及是民心相通的
重要桥梁，以科普为纽带，基于和而
不同、兼收并蓄的理念开展丰富多彩
的科技人文交流，在互利共赢中求取
最大公约数，就可以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为促
进全球公民科学素质提升贡献更多的
中国智慧。

科普是一门综合性学问，从事科
普工作让人生充满精彩。科普工作与
科学知识体系密切相关，还与教育
学、心理学、传播学、表演学等相关
学科都有联系。一个优秀的科普工作
者，不仅要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娴
熟地掌握传播技巧，还要具有较强的
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更为重要的是
要有一种对科普充满热情、乐于奉献
的情怀，一种坚持不懈、追求卓越的
精神。科技工作者是科学普及的第一
战略力量，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者的
重大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
科普活动，是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义
务，也是全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期
待。

李象益先生是一位集优秀科技工
作者与卓越科普工作者于一身的大成
者。他原是一位从事航天发动机教学

与研究的教授，不惑之年转型成为一
位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的实践者，
走过了一段非凡的旅程。30 多年来，
他敬岗爱业，默默奉献，坚持不懈地
从事科普事业，成为科学中心理念的
实践者、科普教育理论的探索者。他
多次主持重大科普规划、计划的起
草，开创性地将科普事业推向了一个
高潮，多次荣获优秀科普工作者等科
普相关荣誉称号。2013 年他荣获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颁 发 的 “ 卡 林 加
奖”，这是国际科普同行公认的“科
普诺奖”，成为我国获得这一殊荣的
第一人。他从科研到科普的成功事
迹，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肯定，为
中国科普事业争了光！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
中国科协成立 60 周年。中国的科普
事业，需要一大批像象益先生一样的
熟悉科研工作、懂得科普的科技工作
者，热心科普、投身科普、创新科
普，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
入科普事业，点燃科普激情，尽展各
自所长，积极参与各项科普活动，共
同推进我国科普事业再上新台阶，再
创新作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更多中国科普人
的时代强音！

这一本《科普年华》，平实记录了
象益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从
事科普的人生历程，体现了他对科普
事业饱含的一往情深、孜孜不倦的理
想追求。他精彩而丰厚的科普人生，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给广大科
普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以启迪与精神
感召。它真切地告诉人们，科普人生
可以有这样的充实、有这般的精彩！

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这是作者为
《科普年华——联合国“卡林加科普
奖”获得者李象益》 一书撰写的序
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与象益先生初识是在 2006
年，当时，我刚调任中国科技馆馆
长，正值中国科技馆新馆建设的起
步阶段，面临的头绪多，工作繁
杂。我多次请教象益先生，象益先
生不吝赐教，多次就中国科技馆新
馆建设出谋划策。在我进入科协书
记处分管科普工作后，我每年也多
次与象益先生沟通交流，从象益先
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好思路、好办
法，他对科普的执着与激情更是激
励我攻坚克难、不断探索。

很高兴看到这本《科普年华》，
较完整地展示了李象益先生几十年
坚持不懈从事科普、热爱科普、钻
研科普的人生历程。我愿意为此书
作序，一则表达对象益先生的敬
意；二则希望更多的科技界朋友从
中获得启迪，了解科普，从事科
普，热心科普，领悟科普的真谛，
共同谱写新时代科普事业新篇章。

科普是一门综合性学问。科普工作与科学知识体系密切相关，还与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表演学等相关学
科都有联系。一个优秀的科普工作者，不仅要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娴熟地掌握传播技巧，还要具有较强的组织能
力、动员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对科普充满热情、乐于奉献的情怀，一种坚持坚持不懈、追求卓越的精神。

从事科普工作让人生充满精彩
□ 徐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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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中国科协 60 周年华诞、中国科学技术馆
建馆 30 周年之际，季良纲先生所著 《科普年华
——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李象益》 一
书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可庆可贺。

李象益先生曾任中国科协科普工作部部长、中
国科学技术馆馆长，从事科普工作至今已35年，是
科普工作的老前辈、科技馆事业的先驱者。拜读

《科普年华》一书，颇有感慨。诚如中国科协党组副
书记、书记处书记徐延豪 《序》 中所言：“这一本

《科普年华》，平实记录了象益先生几十年如一日，
坚持不懈从事科普的人生历程，体现了他对科普事
业饱含的一往情深、孜孜不倦的理想追求。他精彩
而丰厚的科普人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给
广大科普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以启迪与精神感召。
它真切地告诉我们，科普人生可以有这样的充实，
有这般的精彩！”这正是：“科普人生谱诗篇，朝霞
绚丽晚霞妍。勤奋执着皆金句，优美韵律好华年。”

感慨之一：年华好，勤奋当趁早；拼搏进取求
实干，华丽转身事科普，机遇抓得牢。李象益从事
科普工作可谓半路出家。《科普年华》第三章“铸造
翱翔蓝天的利剑”详细介绍了他早年从事航空发动
机研制工作的艰辛历程。李老师1961年8月毕业于
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毕业后从事
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设计与教学工作，主持的研
究项目曾获国防工办重大技术改进成果协作一等
奖，航天工业部科技成果二、三等奖等多项科技奖
励。23年砥砺奋进的科研、教学生涯，铸就了他迎
难而上、勇于创新的信念，如果继续已有的事业，
无疑前途无量。

1983年9月，45 岁的李象益迎来了人生和事业
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北京航空学院调入中国科协，
参与中国科学技术馆筹建工作。《科普年华》第四章
至第七章介绍了李象益在职从事科普工作的丰富人生
经历和灿烂辉煌业绩。从那一天开始，他从一名高校
科研与教育工作者，转型为一名科普工作者，开始抒
写科普人生新的篇章。中国科技馆一期建成后，他实
践了美国核物理学家、旧金山探索馆创始人弗兰克·
奥本海默的展教模式，使中国科学技术馆成为全国第
一座“科学中心”式的国家级综合性大型科技馆，揭
开了中国以“科学中心”建馆的新纪元。

1995年9月至2000年5月，他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期间，
全身心投入规划建设中国科学技术馆二期项目，每一个展品、每一个
细节，都倾注了他百倍的精力和全部的热情。在跟踪研究世界科技馆
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他引入了新的综合技术展示分类和科普教育创新
理念，科技馆每件展品如同他哺育的一个个新生命，从头到脚都展示
出前所未有的魅力。他牢牢地抓住了发展机遇，使得事业发展实现了
华丽转身。

感慨之二：桑榆好，红霞漫天烧；莫道夕阳正西下，踏遍青山人
未老，情浓兴愈高。2000年5月，李象益退休，开启了他科普人生的
第二个春天，创建了他科普事业新的辉煌。《科普年华》第八章至第
十一章对此有浓墨重写。在李象益看来，退休并不意味着从此步入人
生“宁静的港湾”，而是新征程的起点。作为中国科技馆创业团队的
重要成员，“科学中心”式科技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资深专家，他很
快被十多家科技馆聘为顾问，开始在全国各地奔波，热情做科普报
告，真诚提咨询建议，继续展示自己对科普事业的一往情深。

当年10月，他当选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积极推动协
会改革，促进科技馆与企业合作，加强咨询开发工作，扩大国际交流
合作，开创了协会工作新局面。随后，他推动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
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使其成为中国科协与高校联合创建的第一
个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机构，推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促
进科普教育纵深发展，努力提高公众对科学的认识水平。

2004年10月，李象益当选国际博物馆协会执行委员，成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进入国际博协领导层的中国人；2007年8月，连任
国际博协执委，为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国际博协大会”主办权。
2013年，他荣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被誉为“科普界诺贝尔
奖”的卡林加科普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51年设立该奖以
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有感于《科普年华》逢喜出版，庆贺年届八十的李象益老领导为
科技馆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特做藏头诗一首，以表情怀：“李树桃
林果繁硕，象大无形巧若拙。益智科
普勤启迪，获知展教奋开拓。卡握
质效彰严谨，林耸国际耀科博。加
鞭耄耋奋蹄马，奖掖后学胸襟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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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年华——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获得者李象益》，季良纲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李象益向公众演示并讲述伸缩球的内涵。

8 月 23 日，在去南京调研的高
铁上，一路读着《红楼梦断》。

高阳笔下，苏州织造李煦 （曹
雪芹的舅爷爷） 家的败落、江宁织
造曹寅 （曹雪芹的爷爷） 家的兴
衰，跌宕起伏，紧扣心弦，以至于
不忍释卷，差点儿忘记下车。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此次南京行，书里
梦里遐思里的江宁织造府竟然如假
包换般地伫立在眼前！

下车伊始，南京市博物总馆的
张馆长告诉我，你住的宾馆离江宁
织造博物馆不远。听到“江宁织
造”四个字，我站住了，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懵懵懂懂地追问张馆
长：你是说那个和曹雪芹家有关的
江宁织造吗？听到张馆长肯定的答
复，我等不到第二天，在夜色中便
独自步行到江南织造博物馆门前，
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个曹雪芹出生
和度过锦衣玉食少年时代的地方，
到府中寻找当年芹官的影子。

最 初 的 惊 喜 之 后 ， 转 念 间 想
到：江宁织造局不就是中国早期的
丝绸纺织工业管理部门吗？这不就
是我此次调研的主题吗？把 《红楼
梦》、曹雪芹和工业文化遗产联系起
来，实在是太妙了！不仅突显了工

业遗产研究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也
应当是红学研究的又一个切入点，
是跨学科研究的创新点。

公元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南
京设立专为皇室和百官织造缎帛的

“东、西织染局”，为明清两代南京官
办江宁织造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元代
大量生产的、用镂金法织成的波斯织
金锦“纳石矢”技艺，对南京云锦风
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元史· 百官记》记载，元代
东织染局隶属资政院，设局使2员，
局副1员，管人匠3600户，织机154
张，经造缎匹 4527 段，荒丝 11528
两。西织染局设官与东织染局相
同。在大都、保定、弘州 （今河北
阳原一带） 等 24 地设有地方织局。
至明代，《大明会典》记载了分设在
浙江、南直隶 （今上海、江苏、安
徽一带） 等 8 省的 22 处织染局，包
括南京、苏州和杭州织染局。

嘉靖十年，织染局和工部织染
所的工匠总数共有 1512 名，工种繁
杂。明中期后，随着江南以外地区
的蚕桑种植业的衰落，地方织染局
普遍衰落。

著名的清代三织造——江宁织
造、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主要

提供皇室和官用缎匹。清顺治二年
（1645年） 恢复江宁织造局，杭州局
和苏州局均于顺治四年 （1647 年）
重建。对 《红楼梦》 和曹雪芹感兴
趣的人都知道，曹雪芹的曾祖曹玺
格外受康熙信任，被任命为江宁织
造的首任郎中。其后，曹雪芹的爷
爷曹寅、父亲曹颙和叔叔曹頫世袭
江宁织造。

自 康 熙 二 年 曹 玺 上 任 （1663
年），到雍正五年曹頫被罢官抄家
（1727年） 的64年间，只有8年是由
马 桑 格 担 任 江 宁 织 造 （1684
年-1692 年）。在高阳的历史小说

《红楼梦断》中，芹官的母亲马夫人
和其内侄女、曹府当家人震二奶奶
都是马家的闺女，马桑格自然也是
曹家的亲戚。曹家在顺治、康熙年
间对中国丝织业和相关产业乃至经
济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尽管曹雪芹的 《红楼梦》 和高
阳的 《红楼梦断》 中的人物栩栩如
生，江宁织造府的旧址却早已不复
存在，于咸丰年间毁于战火，代之
而起的是南京大行宫小学。1984
年，大行宫小学要扩建操场，校园
东南角破土开挖地基时，在离地表
1.4 米的深处意外发现了较多红、

绿、蓝、靛色染料，同时挖出的还
有一些玲珑剔透的太湖石，一组完
整 的 假 山 石 基 和 部 分 木 桩 残 迹 。
2002 年 10 月至 2003 年 4 月，考古工
作者又在位于大行宫地区的总统府
南侧发现一批遗迹，分析认为，这
些建筑遗迹应为清代一大型手工业
作坊遗址。

三 位 考 古 学 家 在 《江 宁 织 造
府、局考古发掘记》 中这样写道：

“在分析遗迹结构和形状以及其中的
出土物的基础上，综合上述文献资
料的对比印证，我们可以肯定：这
些遗迹都应和清初的江宁织造府和
织造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了考古学家的定论，经周汝
昌建议，2004 年南京市政府在江宁
织造府遗址上开工复建，一座以

“金陵红楼梦文化”为主题的现代博
物馆拔地而起，再现了江宁织造府
当年的繁盛，记录下清王朝由盛而
衰的沧桑历程。

［作者为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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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楼 梦 》 与 江 宁 织 造
□ 程 萍

图1：现代化大厦包围中的江宁织造博物馆花园一角。
图2：江宁织造博物馆模型。图3：博物馆中红楼梦场景雕
塑。图4：2003年南京长发大厦考古现场。 摄影：程萍

一部《红楼梦》，留下了多少唏嘘和嗟叹。以研究曹雪芹家世为主的考
证派，成就了无数研究者，虽有胡适、周汝昌、冯其庸等大家的《红楼梦
考证》《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家世新考》等诸多专著，但我却更喜欢和推
崇台湾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的《红楼梦断》。

“李毓佩数学故事”独树一帜
□ 熊利辉

《彩图版李毓佩数学故事系
列》，李毓佩著，长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出版。

（之一）

图图11 图图22

图图33 图图44

近日，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的《彩图版李毓佩数学故事系
列》全套20册图书甫一上市，便大
受读者追捧。本丛书完整收录了“李
毓佩数学故事”，并按照作品特点和
孩子阅读习惯，分为智斗、侦探和冒
险三个小系列。

“李毓佩数学故事”，是“中国数
学科普三驾马车”之一李毓佩先生结
合自身数十年教学和科研经验而创作
的少儿数学科普读物。这些作品兼具
数学和文学的双向造诣，在科学和文
学方面独树一帜。

首先是趣味性。李毓佩一直致
力于数学知识与文学阅读相结合。

“李毓佩数学故事”包括智斗故事、
侦探故事、冒险故事，这些故事类型
都非常契合小学生的阅读偏好，故事
的主人公必须通过完成一道道数学题
目才能或斗败坏人，或破获迷案，或
完成冒险，既生动活泼又惊险有趣，
可读性极强。此外，作品中的主人公

不仅有擅长数学的小学生小派、杜鲁
克等，也有数学成绩一般的小眼镜和
冒冒失失、数学成绩较差的奇奇，这
些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充满勇敢精神
和解决问题的智慧，俨然我们身边的
同学。这让读者在阅读中极具带入
感，仿佛身临其境地游历了一番。

其次是知识性。据长少社《彩
图版李毓佩数学故事系列》的责编介
绍，这套书涵盖小学阶段必须掌握的
200多个数学题型与知识点，这些题
型大部分与小学阶段数学课堂内容相
衔接，部分为数学奥赛知识点，既有
利于巩固课堂知识，助力数学学习，
又有利于拓展读者的数学视野，在课
外阅读中巩固提高数学学习。尤为难
得的是，“李毓佩数学故事”不是简
单地堆积数学概念、计算方法，而是
通过奇妙的构思，从小学数学的若干
问题出发，把这些知识很自然地穿插
进来，然后通过主人公一步步地拆解
和分析，不仅让读者学到了数学知

识，而且也锻炼了数学思维。
作者还借助家喻户晓的《西游

记》中的特色人物，将小学数学常
识、数学原理、数学基本概念等完美
融合到重新创造的故事中，既保留了
这些经典形象原来的鲜明个性，又勾
勒出该形象在数学世界里的独特魅
力，幽默风趣，让人忍俊不禁。相信
当读者看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学
起数学来也会挨鞭子，看到孙悟空用
数学题来欺负猪八戒，看到红孩儿和
哪吒用数学题来斗法……定会发出会
心一笑，大呼过瘾。

总之，“李毓佩数学故事”的成
功不仅在于把故事趣味性和数学知识
点结合得特别自然，将抽象、枯燥的
数学知识讲得深入浅出，情趣盎然，
成为数学进入儿童文学领域的一大创
新，更在于他用浅显生动的故事将数
学知识、数学方法、数学思维结合在
一起，不仅普及了数学知识，还普及
了数学思想，以及追求数学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