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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 屏 上 的荧 屏 上 的 ““ 第 一 生 产 力第 一 生 产 力 ””
□□ 郑 军

今年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
年，听说有关方面举办了各种形式
的纪念活动。这事儿和豆腐有什么
关系？且听我慢慢道来。

众所周知，20世纪初，因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招了很多华工到欧
洲参战，挖战壕，担任运军火的苦
力。到一战结束，很多华工在法定
居，语言不通，生活无着。于是，
早年在法国留学的李石曾提倡勤工
俭学，帮助他们一边做工，一边学
到一技之长。

1915年，李石曾在法成立留法
勤工俭学会，和蔡元培一起，在法
国热心教育的人士班乐卫、穆岱等
人和国內教育界人士蔡文元、吴稚
晖的共同努力下，在里昂和北京成
立分社，为国内有志青年赴法留学
作准备。至第二年，已接待100多名
留法学生。由于很多家境贫寒子弟
无力出国，李石曾发起成立法华教
育会，又在家乡河北高阳设立勤工
俭学预备班，名曰留法工艺学校，
于1917年开始招新生。

他还与法船公司交涉，给持有
法华教育会证明的学员，赴法船票
一律半价。继而他还同法国各地工

厂商洽，安排中国留法学生入厂做
工，并亲自给他们授课。

正是在李石曾的努力下，赴法
勤工俭学为中国之崛起培养了一大
批杰出英才，我们只要提起周恩
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
春、蔡畅等人的名字，以及陆续赴
法深造的严济慈、钱三强、巴金、
徐悲鸿、常书鸿、傅雷、艾青、林
凤眠、李健吾、吴冠中等人的名
字，就不难看出李石曾对中国教育
和人才培养的巨大贡献！

我是如何知道李石曾的？说来话
长。1983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到北
京东城后椅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采
访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才第一次听
到李石曾的大名。原来严老早年与他
过从甚密。应我的要求，严老对李的
生平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李石曾，字煜瀛，河北高阳
人，生于1881年。其父李鸿藻，清
咸丰进士，官至兵部、吏部、礼部
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当
过同治皇帝的老师，颇受慈禧太后
信任。作为重臣之子的李石曾，小
小年纪便离家远行。据严老说，因
他是庶出，在家里受到排挤，所以

其父委托清驻法公使孙宝琦把他带
到法国读书，由此开辟了不同于其
他“官二代”的人生之路。

严济慈结识李石曾也有一段历
史因缘：1924年严济慈赴法就读巴
黎大学，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法国
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当年7至8月乘
船回国。船靠西贡时，李石曾上
船，住头等舱。他是很有知名度的
人物，当时船上有四五十名留学归
国人员，听说李石曾上了船，纷纷
要求拜会。李石曾让船长送來留学
人员名单，最后决定只见两个人，
一是严济慈，一是徐悲鸿。在拜会
李石曾时，严济慈递上了自己的博
士论文，还有几份巴黎出版的载有
他的报道的报纸。

船到上海，李石曾没有忘记严
济慈。当时上海各界社会名流设宴
为李石曾洗尘，李石曾特地邀年轻
的严济慈一同赴宴。在这个不寻常
的宴会上，28岁的严济慈见到了久
闻大名的蔡元培、吴稚晖、汪兆
铭，以及张静江、胡适等人。李石
曾还向与会者介绍了严济慈的成就
和在法国取得的荣誉，用意很深。
几年后，李石曾创办北平科学院，

聘请严济慈担任物理研究所和镭学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开始他一生
最辉煌的科学生涯，也是与李石曾
的器重分不开的。

据严老说，李石曾从小在法国
受到严格的西方教育，先学农，后
来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巴黎大
学攻读生物、化学等科，他是中国
最早接受西方科学训练的先行者。

说到这里，终于言归正传，谈
到中国豆腐对外传播这个有趣的话
题。学农的李石曾对大豆深有研
究，曾以法文编著 《大豆》 一书。
他认为欧洲文明是从牛奶中来的，
而中国文明是从豆腐中来的，中国
食品以豆腐为主。这个观点我以为
很重要且已被现实所证明：中国人
可以断奶，却不可少了大豆，这是
豆腐文明的一个特色，需要引起各
方面的高度重视。这就无需多言。

李石曾是个重实践不尚空言的
实干家，他试图把中国的豆腐文明
介绍到西方，于是在法国开了一家
豆腐公司，并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
开了一家中国餐馆 （名为中华饭
店），以销售豆腐制品为特色之一。
他的豆腐公司及餐馆经营状况如

何，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
不少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有了一个
新的就业机会。

关于李石曾在法国开办豆腐公
司的前前后后，我以为是中法文化
交流的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囿
于我的孤陋寡闻，几次路过巴黎也
因行程匆匆，未能寻访到有关线
索。为此寄希望于有志于此的年轻
朋友，继续追踪这一课题，也许对
于留法勤工俭学历史的深入研究，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下）

豆 腐 趣 谈
□□ 金 涛

李石曾（1881–1973）
11 岁赴法，先后在蒙达顿

农校、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
留学，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
倡导者。北伐成功后，在北平创
办北平研究院，任院长。创办中
法大学、孔德学校，开办北大生
物系，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
创办故宫博物院，对近代中国文
化教育事业贡献巨大。

由央视电影频道拍摄的 《百炼成
钢》 完成于 2009 年，是建国 60 周年的
献礼片，故事的年代背景设置在更早的
上世纪 90 年代，反映当时的国企转
制。由于是电视电影，画面比较粗糙，
不适合上院线，很多年里《百炼成钢》
只能在CCTV6反复播映。不过，每次
重播都能吸引一点粉丝，并且几乎都是
好评，可见这部作品的质量。

央企“山钢”濒临破产，转交地
方，省里安排优质企业“红钢”接盘。
红钢领导派出副总季节去挂帅，要他对
上级指派的这个任务虚与委蛇。然而季
节到任后，发现山钢的工程师早有计划
研制特种钢，专供核电站使用。此举本
来能让企业获得生机，却不被原领导重
视。季节认为这是救厂之道，又顾念工
人命运，遂违背领导授意，更赌上个人
前途，支持工程师团队投入研发。

影片从一开始就着重体现科技在现代
企业中的价值。红钢领导对季节说，山钢
现在值钱的就是那十几个工程师，嘱咐他
把这些人挖来，其他人不必管。由于前途
暗淡，这支技术队伍也早就人心思动。新
厂长愿不愿意留他们，这些人又是否愿意
留下来，成为开篇的导火索，剧情在这里
拍得紧张激烈，火花四溅。

季节拿着区区 1000 万经费上任，
是把它用于扶贫济困，还是投入产品研
发？成为一个艰难选择。过往描写这段

历史的影片多以哭穷卖惨为基调，《百
炼成钢》则给出另外的答案：再困难也
要从技术创新上求出路。几经争执，特
种钢研发开始，并成为电影后半段的核
心，影片甚至收尾在成功的那一刻，以
突出其意义。

书记马腾远对工厂前途另有一番考
虑，认为企业改制才是重点。影片在这
里拍得虚虚实实，不清楚马腾远这样考
虑是出于公心，还是给自己承包铺后
路。但就表面的观念冲突而言，他们代
表着技术进步和体制变化两种方向的争
论。到底是技术进步更重要，还是转制
更重要？影片倾向于前者，让新产品解
决了核心难题。

技术经济学告诉我们，科技进步带

来的生产力提升，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
65%，在中国也超过了50%。影片这种
观点有着现实的强力支撑。

影片情节进入科研环节后，正确表
现了技术研发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这是烧钱的行当，经费以千万为单位。
季节为筹款不惜亲自讨债，甚至以拼酒
的方式向老领导施压。

技术研发充满风险。即使千方百计
弄到钱，也并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事实
上，失败的研发远多于成功，对于山钢
来说，这更像是对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
抽血。影片描写了研发过程的一次次失
败，以及由于失败而激化的各种矛盾，
使得后半部分精彩纷呈。

与允许漫长过程的科学发现不同，技

术研发有很强的时效性，影片更是把它缩
短为两个月。如果赶不上招标，这次割肉
般的研发就会打水漂。在这里，研发进度
被用来炮制“倒计时效应”，让观众的紧
张情绪在最后的成功中得以释放。

围绕主题，影片还用许多科技细节
充实故事。总工程师不学无术，把冷冻
实验的结果误当成常温实验的结果，激
化了他与研发团队的矛盾。

叶航在挑选样品时，口里念着“华
罗庚保佑”“小平保佑”。后者再次提醒
观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主
题，因为它由邓小平大力提倡。而前一
句则是因为华罗庚提出优选法，是实验
过程遵循的一个原则。

为拍好这部电影，制作团队来到位
于齐齐哈尔的北满特种钢厂。从第一个
镜头开始，蒸汽机车、高炉、烟尘、钢
坯这些工业元素就反复出现在画面中。
材料实验室里面的仪器设备更是原样照
拍。正因为剧组劳师远征，才能得到摄
影棚里难以形成的真实感。

（作者系科幻作家，中国未来研究
会常务理事）

2019 年 12 月 9 日，又逢“一二·九运动”
纪念日。84年前的这一天，北平 （北京） 大中
学生数千人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
行，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华
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真个是：“民族
危难多事秋，热血青年立潮头。救亡图存生死
弃，岂因祸福苟且偷。”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
实行不抵抗政策，放任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
之后，日军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在东北地区推
行殖民地化统治的同时，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
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上半年，日本
侵略者通过密谋策划，在天津、河北等地制造
事端，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先后
接受并与其达成“何梅协定”和“秦土协
定”，攫取了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
省的大部分主权。同年下半年，又策动所谓华
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逼迫国民党河北省
党部、北平市党部、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从华
北撤走，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
妄图在华北全面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1935 年 11 月，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彭涛、
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领导下，“北
平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 成立；12
月6日，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北平
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平津15所大中学校
联合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国民政府
讨伐汉奸，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
一天，传来由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冀察政务委
员会”将于 12 月 9 日成立的消息，“华北之
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平广大
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极为震惊、甚为愤慨。

12 月 9 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
下，北平学联组织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救亡图
存大游行、大示威、大请愿，热血青年不甘做亡国奴，奋
起反对日本侵略，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震惊中外、
影响深远的“一二·九运动”遂爆发。北平学生的爱国行
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迅
即得到各地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打击了国民党
政府的绥靖政策，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形成了全国人
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
立。

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安排，2019年6
月 27 日，中国科技馆党委组织新老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代
表 50 余人，瞻仰位于北京植物园樱桃沟的“一二·九运动”
纪念亭，举办“新党员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入党
积极分子接受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共同接受革命传统和
爱国主义教育。

樱桃沟是北平学联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举办军事夏
令营、利用多种形式团结教育青年的地方，当年在这里曾
举办三期夏令营，参训青年学生达五六百人次。“一二·九
运动”纪念亭由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宋晓松等人设计，于
198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50周年纪念日举行落成典
礼。纪念亭对面安放着植物园工人1980年6月在清除樱桃沟
沟底杂草时发现的刻有“保卫华北”字样的大青石，不远
处还有一组名为“青春力量”的现代雕塑，从泥土中伸出
的五只紧握拳头，喻示北平热血青年团结一致、抵御外敌
的坚强决心。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的碑名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彭真题写。纪念亭由三座三角形小亭组成，三角形
代表北平学生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举办军事夏令营的露
营帐篷；每个小亭都有4个尖 （三个足尖，一个顶尖），3个
小亭共有12个尖，其中9个足尖着地，寓意“一二·九”；3
个小亭组成一个立体的“众”字，意蕴广大民众的觉醒和
人民众志成城抵抗外侵的决心；大小不等的3组三角形小亭
表示革命传统代代相传，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在纪念亭广场中央，全体新老党员举起右手，面向党旗
庄严宣誓，新老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代表纷纷发言表达心
声、重温初心，大家共同高唱 《歌唱祖国》 歌曲，庆祝建
党98周年和新中国70华诞。瞻仰先辈爱国运动遗址，抚今
忆昔，无限感慨：每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总有仁人
志士视天下兴亡为己任，挺身而出，舍生忘死，救亡图
存。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一二·九运动”中的爱国青
年学生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正处于民族复
兴的伟大历史机遇期，广大青年更应继承、弘扬“一二·九
运动”精神，勇于奋斗，敢于牺牲，甘于奉献，把初心付
诸于实践，知行合一，践行使命担当，争做时代先锋。

这正是：“东北沦陷冀察危，敌寇猖狂施淫威。武力逼
迫蚕华北，自治利诱设傀儡。爱国青年齐奋起，救亡图存
起风雷。民族复兴开伟业，继往开来勇存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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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好 书中 国 好 书 ”” 月 榜月 榜

2014 年 3 月，在中宣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图书评
论学会开始主办“中国好书”评选活动。其主旨是通过好
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导全民阅读，目标是“为好
书寻找读者，为读者寻找好书”。目前，每月推出的“中
国好书”已成为全国最权威、最专业的图书榜单。这里介
绍的是2019年10月“中国好书”榜上榜图书。

本书是一部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备
的地理科普作品，选取有代表性的地
区与城市，以365处美景的照片和53幅
专业地图为支撑，全方位展示中国地
势三级阶梯的地理大格局。

全书由“中国从哪里来”开篇，
以“什么是中国”为回应，从可可西
里写到江南，将山川河流的肌理与人
间烟火的温情置于宏大的时间尺度
下，既有俯瞰全局的视野，又有身临

其境的体验，让读者在唯美的观感
中，了解祖国大好河山的每一种气质
与温度。本书不仅在知识上由专业团
队把关，在制作上也力求完美，无论
是用以展示札达土林全景的长达1.8米
的拉页，还是有助于呈现跨页彩图视
觉效果的裸脊锁线装帧，都表明这是
一部值得珍视的匠心之作。

《这里是中国》，星球研究所 中国
青藏高原研究会著，中信出版社。

专业唯美 展示中国地理大格局

《70 年邮票看中国》， 李 近 朱
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晋江，奔流向海》，任林举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
史》，尚辉著，河北美术出版社。

《遇见宋版书》，姜青青著，浙江
摄影出版社。

《放下心中的尺子：<庄子>哲学50
讲》，林光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你好，安娜》，蒋韵著，花城出
版社。

《致 江东父老》，李修文著，湖
南文艺出版社。

《花猫三丫上房了》，叶广芩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为江南闺秀和北大才子，樊
锦诗本可以有更为轻松闲适的人
生，她却将生命交付大漠流沙和
洞中光影，带领一群志同道合的
研究者，日复一日地临摹修复壁
画，为古老的敦煌赋予新生。

在 这 本 自 述 中 ，“ 敦 煌 的 女
儿”樊锦诗娓娓而谈，分享她在
北大的求学往事、与伴侣不离不

弃的婚姻生活、以及敦煌文物考
古和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诸多感人
至深的故事。质朴的外表，纯真
的笑容，用尽一生保护的璀璨的
敦煌文明，都源自她高贵安顿的
灵魂和一颗守一不移的心。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
述》，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译
林出版社。

临摹修复 为古老敦煌赋予新生

严济慈给本文作者的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口号随处可见，影视剧或许是个例外的地方。关注科技的影视本来就少，把
它摆上如此位置的更是少而又少。《百炼成钢》算是一部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