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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教育·智慧

从那些逐渐远去的大师身上，我们发现什么？传承什么？感悟什么？感恩什么？
9 所高校汇演的科学家舞台剧，生动讲述了我国科学家一生忠于祖国、严谨治学、献身科技、精勤育人的人生经历。

“我不想只扮演李四光，我想靠近
他，做真正的‘李四光’。”10 月 20
日，在南京举办的“共和国的脊梁
——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江苏汇
演活动启动仪式上，由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演绎的一部原创话剧《大地之
光》，其中，李四光的首任扮演者赵新
雅同学向记者们作了上述表示。

《大地之光》是以李四光先生为原
型，以李四光先生“爱国、求是、担
当、奉献”的价值追求为灵魂和主线,
以先生的生平事迹为基本素材,充分展
现以李四光先生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
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
人民幸福鞠躬尽瘁的崇高品格。赵新
雅同学 2015 年放弃保研机会奔赴新
疆，成为新疆地矿局地球物理化学探
矿大队一名地质工作者，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为塑造科技界的民族英雄，生动展
示共和国脊梁的崇高形象，本次汇演活
动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江
苏省科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苏省
委、中科院南京分院、省社会科学院等
部门联合承办。10月20-30日，共有清
华大学等 9 所参演高校分赴江苏省南
京、苏州、无锡、扬州、南通、淮安等
地演出，为大江南北的青年学子和科技
工作者献上27场精彩纷呈的科学家主题
剧目，展现李四光、竺可桢、钱学
森、邓稼先、茅以升、杨石先、师昌
绪、黄大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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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在致辞中
说，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以校友
演校友、学弟演学长的方式，致敬那
些科技界的人民英雄，致敬那些托起
共和国无数星辰的民族脊梁。

“观看了由北京交通大学排演的原
创话剧《茅以升》，感触多多，特别让
我感动的是炸桥那段，‘建桥是救国，
炸桥也是救国’，在中华民族危机存亡
的时刻，茅以升为了民族的大义，依然
炸掉他亲手建成的大桥，体现了科学家
非常高尚的大局意识。”南通航运职业
技术学院图书馆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演绎这样的大师、也是自己的校
友，除了尊敬，更觉得是亲切与感
悟。虽然那个年代离我们很远，时代

也在变化，但是科研精神、爱国情怀
将会成为国家、当代青年、国民大众
不断去追逐的信仰，我们不仅是在演
给大家，也是在给自己上了堂很好的
一课。”《寻找师昌绪》 中师昌绪的扮
演者郭凡溥说。

《寻找师昌绪》剧中角色全部由西
北工业大学在读本科生扮演，历经两
年创作而成。“学生的成熟跟这部剧一
样，其实是一个蜕变。”主创团队执行
制作人郑欣向科普时报记者说，这部

剧的学生没有一个是艺术专业或艺术
特长生，全部用业余时间来排这部剧
的。用了一年多时间，这些理工科学
生从零开始，从对舞台的一无所知，
到认识了剧组是一个集体，缺一不
可，每一个分工甚至是幕后的角色都
必须非常认真地完成。大家的集体意
识、奉献与牺牲精神是在排这个剧
时，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团队也是
这样一点一点凝聚起来的。其实比起
去怎样演好一个主角儿，可能更重要
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来说是如何做好一
个配角，因为我们人生的大多数时间
还是在做配角。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
宣传工程”自 2012 年启动实施以来，
以邓稼先、罗阳等著名科学家或科技
界民族英雄为原型，创作排演了 14 部
舞台剧,先后演出 340 多场，近 50 余万
人现场观看，在全国高校中产生了积
极热烈的反响，成为加强科技工作者
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
平台和推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的品牌工程。

李四光:我们要记着，作了茧的
蚕，是不会看到茧壳以外的世界的。

邓稼先：我不爱武器，我爱和
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
果要我再来一次的话，那么，我仍选
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竺可桢：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茅以升：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
年，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
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致敬那些托起共和国无数致敬那些托起共和国无数星辰的民族脊梁星辰的民族脊梁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苹

科学家名言名句上图：《茅以升》剧照。下图：《大地之光》剧照。周烨/摄

我不是一位天文学家，但是巨大的宇宙
带给我们很多奥秘以及探索的思想, 这些一
直吸引着我。我的专业研究的是非常小的东
西，在原子尺度上做一些工作，也就是大家
熟知的量子力学。在准备这个天文学报告会
的讲座时，我想讲一讲它们之间的关系。

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依赖于两大工
具，一个是哲学、另一个是科学。这两者
分家在两三百年前，在此之前一般叫自然
哲学，它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分家以
后哲学仍然走自己的路，主要用思考和逻
辑，科学则更多地用数学和实验，并通过
技术改造现在的社会，是研究客观世界规
律的主要工具。

19世纪，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充分爆
发出来，到了 20 世纪更上了新台阶。20
世纪，物理学主要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原子内部，一个是宇宙天体。这两
点怎么联系起来的呢？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是恒星的演化，它为 20 世纪天文
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宇宙结构究竟
是怎样？新的观察手段和研究方法对观测
到的星体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包括宇宙
的形成。这里介绍一个早期非常著名的工
作。20世纪前后，哈佛大学一个小组根据
光谱对许多恒星做了一张图，指出图中显
示的星体是其演化中的一个阶段，同时解
决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惑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星体会发光？太阳会发光？它
们为什么出现在不同的演化阶段？

后来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教授利用量
子力学的办法研究认为星体发光是核聚变
的过程，是氢通过核聚变形成氦并放出能
量。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太阳的寿命有几
十亿年，他指出了星体也会有生和死，这
是第一次有人谈到宇宙中的天体也会有生
有死的概念，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工作。

二是宇宙大膨胀，这是今天大家都知
道的事情。早期一系列工作中，人们发现
光源是往后退的，发光的物体在不断地远
离我们。这个概念很有趣，但是这个结论
是如何得到证明的呢？就是利用光谱学的

研究成果。
远处星体离开的速度可以达到光速的

七分之一，这是很重要的发现。这可以表
明，宇宙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膨胀。
通过上面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大到
宇宙天文学的研究和小到原子尺度量子力
学的研究，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可以相互帮
助促进。再比如，2010年在纽约举行的一
个科学日，霍金与马友友团队同台，用音
乐的形式一起演绎了宇宙星体的平行演
化。其实各门学科之间是相互联系并相互
支持的。不论是物理学家还是艺术家都试
图理解周围的环境和宇宙的存在及变化，
两者之间的相动使我们的理解更加深入。

今年是天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诞辰 100
周年。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所讲的这些并不
是想帮助你们去复习考试，也不能帮助你们解决
工业和军事上的问题，我是想告诉你们，物理是
如何看待世界，同时从物理的角度看世界又是多
么的奇妙。

我喜欢种植。上小学五年级时，
我在楼下的空地里种了些丝瓜，每天
放学后我都会去那里看看，时常浇一
浇水。

突然有一天，发现丝瓜苗从土里
探出了头，我高兴地跑回家告诉爸爸
这个好消息。从那时起，我和爸爸就
经常去浇水、施肥、除草。之后，丝
瓜苗长得更快了，等到放暑假，已长
得大约有1米长。我和爸爸从附近找
来竹竿，搭成架子，把丝瓜藤搭在上
面。没过几天，丝瓜藤就爬满了架
子，每天大约能长10厘米。

丝瓜的叶子是翠绿色的，叶子一
顺儿朝下，爬在架子上不露一点儿缝
隙。一阵风吹过，满架子的叶子就漾
起绿色的波浪，非常好看。每根瓜藤
爬上架子后，都会在长叶子的地方再
长出一根瓜秧、一朵雌花、几朵雄

花，还有一根像爬山虎那样的触须。
触须很有意思，它在遇到墙壁或架子
时，会用触须巴住，巴住后的触须会
变成弹簧似的形状，我想，这可能是
为了在气候变化时能够伸缩，防止触
须断掉吧。

过了3个月，有一天我下楼来看
丝瓜的长势，突然发现丝瓜开花了。
花是浅黄色的，和牵牛花差不多大
小，是一朵雄花，有1个花蕊，5个花
瓣。我和爸爸施了一些肥料，又浇了
一大桶水。第二天，我又去看丝瓜，
发现又开了三四朵花，都是浅黄色
的，有雄花也有雌花。雌花与雄花一
样，也有5个花瓣，不同的是雌花有6
个花蕊。每朵雌花下面都有一个小丝
瓜，大约有小拇指那样大，雄花下面
没有丝瓜。

五六天后，第一根丝瓜长熟了，

挂在藤蔓上，远看像一根青香蕉。爸
爸告诉我，如果丝瓜上面的雌花干
了，就可以摘下来了。接着我们把丝
瓜拿回家炒菜吃，感觉味道好极了。

我和爸爸自从品尝了第一个劳动
果实后，更加细心地照料。我们每天
都会浇水、施肥、除草。当丝瓜藤爬
满架子后，还经常用竹竿、木棍、树
枝继续搭架子，于是丝瓜结得又多又
快。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每天都能
吃到新鲜可口的丝瓜。这丰收的喜悦
洋溢在家里每个人的脸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初二年级学生）

自动扶梯，是公共场所常见的乘客运载设施，它可
以同时运载大量乘客，并且具有连续不间断的运载能
力，所以自动扶梯往往被更多地应用在大型商场、地铁
站、公交枢纽这些人流量较多的地方。我国自动扶梯保
有量逐年增多，公共场合乘客乘坐自动扶梯的意外屡有
发生。是什么原因致使运行平稳的自动扶梯发生意外？
自动扶梯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自动扶梯又叫自动人行道，在机场、超市等场所极
为常见。自动扶梯运行路线与水平面都会有一个夹角，
按照国家标准，自动扶梯的倾斜角度最大不能超过
35°，扶梯提升高度越高，坡道的长度就会相应越长。

这样规定主要是综合考虑人机结构的原理，过大的角度会让乘梯人产生不
舒服的感觉，也不安全，而太低的角度又会使扶梯提升到一定高度时需要
很长的坡道，占用空间和制造成本过高。

通常超市购物车的脚轮为双片式设计，轮片与输送带齿恰巧可以咬
合，而咬合后，轮片与输送带齿增多了接触面积，摩擦力也成倍增加。因
此正常情况下，购物车无法被推动，更不可能在输送带上自行滑动。

物体从同样角度、长度的坡道滚落，更大质量的物体滚落到底部动量
就越大。

动量=质量X速度。
在坡度很缓的运行中的自动扶梯上，为什么一旦有乘客摔倒，就会发生

很多乘客的连锁滚落摔倒？运行的扶梯上，人们脚下静摩擦力小，重心高，
一旦上身受到冲击力就很容易失去重心，造成连串翻滚摔倒。而下方的人们
还要承受上方更多滚落人的冲击力，想要站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当发现运行中的自动扶梯上有人摔倒时，我们靠一己之力，是
很难阻止众人连续的翻滚摔倒的。身处众多人的重压之下，一时之间是很
难脱身站立起来的，甚至会有受伤、窒息的危险。

乘客乘梯时，一定要扶稳站好，不要穿过长的衣物乘梯，发生紧急情
况时，要第一时间按下红色紧急停止按钮再
施救。

只有正确使用自动扶梯，才是保障自动
扶梯正常运行不发生意外的关键。

瞧 那 满 架 子 的 绿 色 波 浪瞧 那 满 架 子 的 绿 色 波 浪
—— 居 家 学 种 丝 瓜 记

□ 王道宁

从 原 子 到 宇 宙 及 各 门 学 科 之 间 的 联 系从 原 子 到 宇 宙 及 各 门 学 科 之 间 的 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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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小孩为什么是“小皇帝”或者
“熊孩子”？因为他没有怕的，父母不能
打，老师不敢骂，怕伤他自尊心，家长要
来找了。现在的小孩，他不怕世界上的任
何东西，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怕他，这个小
孩不完了吗？

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有三堂。学堂：
跟圣贤在一起。读 《论语》，《论语》 第一
句话，第一个字是什么？“子曰”，子是什
么人？圣人。第二句话“有子曰”，有子是
什么人？贤人。这就叫读圣贤书。祠堂：
跟祖宗在一起。中堂：跟家人在一起。他
们的精神世界是完整的。

西方的国民教育也是“两堂”，一个学
堂，一个教堂。

我们今天就剩下一堂——学堂。学堂
里还没了圣贤。今天的小朋友进入了小
学，给他发的是什么教材？你去翻翻小学
一二年级的教材，不是小公鸡就是小白
兔、小猴子。他哪是进学校呢？他进动物
世界去了。

古代的孩子进学堂是跟圣贤在一起，
渐渐地他就成人了；今天的小孩进学校是
跟“禽兽”在一起，他能变好吗？我永远
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编教材。古代的小
孩都能够读圣贤，读“子曰：学而时习
之”，为什么今天的小孩只能读小白兔了
呢，难道今天的小孩比古代的小孩笨吗？

绝对不是的。我们的“浦江学堂”，小
孩从 8 岁二年级进来，读七本书，《论语》

《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庄子》
《六祖坛经》到六年级全读完，小朋友都喜
欢，都读得懂，而且特别能记忆。而读小白
兔，是严重地侮辱我们孩子的智商。这种语
文教材不但没有促进孩子认知能力的提升，
促进心智的发育，恰恰相反是阻碍了发育。

我有一次到山西的一所学校去，本来
是给老师们讲教育的，翻了一下他们的教
材，“啪”，我一生气把教材拍那儿了，我
说今天我不讲教育，我们谈背诵。我就问
他们，背这个干什么——“小白兔跳三
跳，小公鸡呜呜叫，太阳公公给它送了一
顶小花帽。”下面要求“背诵并默写”。我
说默写是为了写字，好吧。请问背它干什
么？没人回答我。好，再翻一篇课文。“西
瓜大，芝麻小。背诵并默写。”请问背诵干
什么？一个老师忍不住了，说，让孩子知
道西瓜大、芝麻小。我说你家孩子西瓜
大、芝麻小还要教啊？他们说教科书这么
写，为了考试也要学。

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一直觉得用知识来对别人进行
考试，某种程度上就是耍流氓。西方的教育，包括日本
的教育，很少会拿知识点来考孩子。比如，我们考甲午
战争一定要问你，甲午战争发生在哪一年？这是考知
识。日本人怎么考？问，甲午战争有没有可能避免？这
样以不同的方式，教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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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

小小的原子与广袤的宇宙有什么关系？它们是通过什么联系起来的？王恩哥
院士从物理学家的角度，为我们带来了科学性解释。

地学知识有奖猜谜、修化石、点石成画、
矿物晶体折纸等，这些动脑和动手的精彩活动
使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同学们参与热情
都非常高，纷纷表示这次活动使自己收获了地
学知识，是一次难忘的科技嘉年华活动。

10月22日，中国地质博物馆在举行36
届科技节“地质之旅”之际，给北京市西城
区黄城根小学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地质科
普盛宴。让更多的中小学生学习地学知识，
近距离接触地质标本，了解大自然的奥秘。

中国地质博物馆精心组织这次活动，提
供了包括关于恐龙知识的科普讲座，矿石标
本及小小流动博物馆标本展示，地学展板展
示等。同时，也开展了大量与同学互动的项
目，如携带最新VR产品参与本次活动，让

同学们体验了科技带来的科普视觉冲击。
近年来，中国地质博物馆积极开展进校

园的科普活动，让学生在校园学习地质知
识，认识我国矿产资源概况，了解节约资源
的重要性，提升环境保护的意识。

“ 地 质 之 旅 ” 进 校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