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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简   报 
 
2021 年第 5 期    总第 130期    2021年 6月 17日 

一位校长的感言 
5月 25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协青少年科

技中心组织的“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会庆祝建党

百年巡讲暨 2021 年科学家天山南北校园行活动”

中，乌鲁木齐市第 70中学邀请徐文耀教授作了《生

活，因科学而美》的主题讲座，学生们与科学家

面对面交流，感受科学家风采，学习科学知识，

激发和培养科学兴趣。讲座结束后，朱迎春校长

发表了精彩的点评： 

今天是我 40 年来听过的，最有价值、最好的讲座。今天徐先生的讲座让

我重新认识了科学家。原来我觉得科学家都没有这么活泼，今天我才知道他们

是这么活泼这么风趣；原来我不知道科学家也是热爱艺术的，同样可以是美学

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今天我才知道这么多个家实际上可以给予一个人的一生。

徐老先生也让我认识了科学。原来我觉得科学就是科学，今天我们才知道，科

学才是真正的美学，而真正的美在科学之中。今天徐老先生也让我认识了什么

是年龄。我今年 52 岁，我上楼梯追赶徐先生，在我大喘气的时候，徐老先生

比我的步伐更轻捷。原来我觉得 52 岁的我已经老了，今天我才知道，虽然古

人说五十知天命，但我依然是青年，77 岁才正值壮年。徐先生的身体依然富有

活力，依然激情澎湃，他依然可以从头到尾站着侃侃而谈。 

  我很想用三句诗来代表大家，也代表我们学校表达对这场讲座、对徐先生

的敬意。 

第一句诗是：多才之士，才高八斗，博学之儒，学富五车。徐先生的讲座

是要讲数学或者物理学的，而我是个文科生，对于最美的这 10 个公式我都听

不懂，但是我却感受到了它的价值。我们听的不单是数学、物理学，我还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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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建筑学、美学、哲学、天文学，甚至是生活的知识。今天的讲座，徐先生将

科学与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我今天知道了音乐不仅是可以听的，还是可

以看的，还是可以用科学的数据来分析和评价的。徐先生还把形象与抽象融合

在一起，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融合在一起，把现实可见的和未来预见的融合在

一起，尤其是把科学与艺术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今天的讲座博大精深，先生

侃侃而谈，信手拈来，是因为先生是博学的。 

  我要给先生送的第二句诗就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范仲淹在《严

先生祠堂记》中的诗句，原诗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是讲一个人的品德非常的伟大。徐先生短短的一堂课，从简单的生活现象入手，

比如说从西湖的美景、从过山车讲起，渐渐地深入深奥的科学之中，比如说从

最速降线到科学家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最后又回到了日常生活中中国古建

筑上的飞檐。这种深入浅出，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刻的思想，甚至是深刻的

哲理。这深刻的思想中有科学之美，美在简单，而最简单的就是最坚固的。说

到哲理，唯有数学是永恒的，我们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是我们要相信数学。

但是今天，先生给我们展示的是更深刻的一层：我们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是

要相信美；我们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是我们要相信探索；我们什么都不可以

不相信，但是我们要相信生活，生活如流水永不停歇，因此生活最大的美、最

大的乐趣就在于永不止息的探索。 

  我想献给先生的最后一句诗就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

不已。77 岁高龄，鞍马劳顿，千里赴疆来作

这场讲座。在这场讲座之后，中午稍事休息，

下午先生就要远赴和田。这是怎样的精神支

撑着先生千里赴疆，我认为是对下一代的关

心、是对科学的热爱、是对生活的热爱、是

对国家的责任。先生是不服老的，如果是一

个服老的人，今天就不会这么美的穿着背带

裤站在我们前面。先生站在我们前面的时候，

就是一道风景，让我们知道美不仅仅在年轻，

真正的美，是我们的气质，是我们内在的精

气神。先生的美就在于永不停息的对科学的

追求、永不停息的奋斗精神。所以我想我们

要再次把掌声献给先生、把我们的敬意献给先生。我们要向徐先生学习，学他

成为一名博学的人，学他成为一个有思想的、有智慧的人，学他成为一个永不

服老的人，学他成为一个永远爱美的人，学他成为一个生命不止，追求不息的

人！ 

                                        摘自 乌鲁木齐第 70 中学美篇 

https://guoxue.baike.so.com/query/view?id=c70c6edc568de9944edc6bc9aef38973&type=poem
https://guoxue.baike.so.com/query/view?id=c70c6edc568de9944edc6bc9aef38973&type=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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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传杰团员微信点评：文耀的精彩不足惊奇，因为早就领教过。 

让我惊奇且惊喜的是远在新疆的高中，有这么一位识人、识真、 

识美的女校长！她如果换换“世界教育中心＂的部长，说不定教

育回归其本质会顺利一点！ 

 

 

绍兴、鄞州  趣事几桩 
5月 10日至 20日，陈贺能、王俊杰、陈洪、韩莉、陆龙骅、许木启、刘大

禾一行 7人赴绍兴讲课。 

这次讲课最高兴的事是和王俊杰团员久

别见面并一起讲课。大家对远在西藏的他的健

康都很关心，看到他体健如初，大家都很欣慰。

由于从高原干旱地区下来，王俊杰对绍兴的闷

热潮湿天气不太适应。讲课出汗，脖子上长起

好多痱子，他到药店买了痱子粉抹上，继续讲

课。 

    绍兴科协科普部伍亚萍部长的小外孙非常可爱，在大家的要求下，伍部长将

小外孙抱来，让大家共享天伦之乐。几个人把孩子抱在怀里，似有乐不思蜀的感

觉。刘大禾为此作诗一首：老迈心如童，幼子抱怀中。隔代情虽切，心思各不同。 

绍兴科协为我们安排了一些活动。市科协袁主席和伍部长陪我们参观了绍兴

科技馆。在嵊州讲课时，安排我们参观嵊州越剧学校。这是香港绿城集团捐资建

设的学校，从全国招生培养越剧人才，为不少贫困家庭子女解决了工作和前途问

题，实为善事一件。大家都尽心讲课，圆满完成了任务。 

提一点建议：望团里与绍兴科协协商，今后的讲课不要每天换一个县区，天

天跑。尽量两三个人一组，在一个县区多讲几天。 

 

王俊杰的脖子上长满了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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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禾 供稿 

周又红和孙保卫 2人，受宁波鄞州图书馆邀请讲课 13 场。最有趣的是周又

红的第一场，当天晚上开讲时，听众年龄从 2岁到 7O多岁。场下一群娃娃在叫，

爷爷奶奶在哄，爸爸妈妈在听。好家伙，三四岁的小朋友还频频举手，请他讲话

时却忘了讲什么。这样的场景，周又红从容地驾驭了一个半小时。  

孙保卫团员在完成原计划的 6场讲座后又被多邀请 1 场半，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邀请方是一所特殊学校，名

字叫宁波神舟学校。他们得知孙

将军的到来，十分激动，于是加

了一场讲座还不够，又加了一场

沙龙座谈。 

沙龙之后，孙保卫团员为学

校写了赠言，没想到孙老师的毛

笔字好生了得！ 

周又红 供稿 

 

 

科普进校园   点亮科学梦 

5月 24日至 28日，由温州市科协主办的“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温州行”活动邀请郭传杰、陈洪、吴瑞华、潘习哲、韩莉、王邦平、刘大禾、原

魁、郭耕、徐德诗等 10位团员走进温州市，为县市区学校、政府机关、企业开

展科普演讲 77 场，其中小学 55场、初中 15场、高中 1场、大学 1场、机关干

部 5场。 

参观绍兴科技馆 

在越剧学校门口合影                   

与越剧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合影 
 



5 

 

当地媒体纷纷报道，称“所到之处，

受到了广大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老科学家

们用渊博的科学知识、生动形象的科学案

例、通俗易懂又幽默的语言把看似高深的

科学知识娓娓道来，同学们在认真听讲之

余，积极和老科学们开展互动”“各种各样

的问题带着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纷纷向

老科学家们发问。老科学家们亲切地与学

生互动交流，解答他们的问题，鼓励他们

努力学好科学，将来报效国家，为把我们

国家建设成科技强国而努力，并为‘小粉

丝’们签名留念。” 

本次活动是温州市科协调整我团科普

教育基地联系人后的第一次活动。我团团

员亲身感受她们认真、周密、细致、复杂

的组织和应变能力，并给予

真诚理解和有效配合。 

温州市科协 2011年首

次邀请两位我团团员来温

科普讲座，2013 年温州市科

协、市教育局开始每年联合

发文开展“中科院老科学

家科普演讲团进校园”活

动，至今共举办此类科普讲

座达到近 1000 场次，累计

受益听众近 30 万人。 

                             徐德诗 供稿  温州市科协提供照片 

 

 

苍南、泰顺巡讲有感 

郭耕 

5月 24至 28日，我与韩莉团员在温州及苍南县、泰顺县巡讲一周，充分感

受到基层科协对我们的热情，山乡师生对科普的渴望。 

各地巡讲，吃饭是个不容忽视的事，总下馆子令人不忍，吃不上也不成，苍

南科协处理得很好，每顿正餐都在县委机关大食堂，实而不繁，物美价廉，省时



6 

 

省事，荤素可选！此行所住宾馆多是靠近河湖，便于晨昏活动、特别是为我观鸟

拍鸟，提供可乘之机。苍南某校是童谣传承特色校，我正好带他们唱我编的童谣

《动物保护拍手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个别学校，课后孩子们一拥而上，要

我签名，凡无秩序争先恐后的，一律不签！这也是对学生行为的一种矫正。但有

个别学校不配合课前设备准备，如我讲座中要演科普剧，必须解放双手频繁更换

道具，故而要求有座麦，学校却称没有，索要无果，我只好只讲不演，到头来还

是他们自己听课内容打了折扣。  

此行发现，泰顺学校演讲厅电子屏上都显示了“献礼建党百年华诞……”字

样，恰恰还有一个月就是七一党的百年生日，以科普献礼，还挺有新意。泰顺育

才小学，选了此行唯一一讲《观鸟》，正中下怀！课后照样赠我书籍，存交图书

室共享，成为我的个性化馈赠。 

泰顺科协组织我们往返的交通工具选择也独具特色：通过手机打车，快捷又

便宜！ 

这些年温州包括泰顺来过几次，都未能去乌岩岭，此次科协特意安排了前往

保护区参观黄腹角雉主题馆，拍到真雉令人亢奋！周四下午又上动物园，那里的

老友事先介绍他那有一窝寿带，于是我们慕名而来，雄雌均照，斩获颇丰！ 

 

 

 

 

 

 

 

 

 

 

 

 

 

 

 

 

 

 

 

 

尊敬的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的老师们： 

 

6 月 1日，由腾讯与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联合主办的首届腾讯青少周圆满落幕，

由衷感谢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对腾

讯青少周系列青少年科普活动的大力支持！ 

在“百位科学家寄语”活动中，白武

明、刘定生老师等近 20位科学家专门为孩

子们写下寄语，鼓励孩子们爱上科学，以

科学家为榜样。 

在“科学家直播间”活动中，科普演

讲团的傅前哨、高登义、孙万儒、徐文耀

老师，与孩子们来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科学

分享会。4位老师分别对话了近 200位四

川昭觉县四开镇中心小学的同学和北京清

华大学附中永丰学校的同学，解答他们关

于科学的奇思妙想。老师们精彩的互动分

享，给孩子们和网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点燃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 & 腾讯青年发展

委员会 

2021年 6月 11日 

 

两场活动直播在腾讯视频等平台的累计观看量近 196万，各地青少年及家长在和我们一起追

逐科学之光，相信科学的种子已经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期待有一天他们也成为下一代星光！ 

在此，我们谨向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送上最诚挚的感谢，感谢科学家们为中国青少年

点亮科学探索之光！   

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 & 腾讯青年发展委员会  2021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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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陈往事    

 

 

 

 

 

 

 

 

大陈岛是一个故事比风景多的传奇岛屿。 

由于与父辈战友血战一江山岛有关，故总想亲眼一见大陈。5月 22日终于如愿以

偿，在台州椒江区科协韩副主席的陪同下，我和刘定生团员冒雨登岛，给岛上唯一的

一所学校大陈岛实验学校 1－9年级全校学生共 15人，讲了一堂科普课。  

大陈岛隶属于浙江台州椒江区大陈镇，距椒江码头 52公里。由上大陈岛和下大陈

岛组成，共 14.6 平方公里。上大陈岛人口不多，有驻军；下大陈岛是镇所在地，常住

人口约有 2000，多为老人和生意人，年轻人都奔台州城里寻发展去了。 

66年前，退踞台湾的蒋介石梦想反攻大陆，派兵坚守大陈伺做反攻之桥头堡。曾

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被派往大陈，他在岛上遍建工事赖以固守。至今遗留的碉

堡、坑道、掩体、山洞、指挥部等军事设施仍在。 

可惜好景不长。1955年 1月 18日，人民解放军首次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大陈

之屏障——一江山岛，据一江山岛 15 公里的大陈完全袒露在解放军攻势中，蒋介石无

奈只好从大陈撤军。20多天后，在美国第七舰队的协助下，国民党军队 1.4万人携带

4万吨物资，裹胁了岛上全部居民 1.7 万人，撤往台湾，临行前炸毁了岛上的所有设

施和船只，大陈变成了无人荒岛。 

直到 1956年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号召下，温州青年踊跃赴大陈垦荒，大陈才有

了如今的新面貌。 

今日繁华的码头正是当年掳走岛上居民的登船之地        胡宗南的反攻“指挥部” 

[键入文档的引述或关注点的摘

要。您可将文本框放置在文档中

的任何位置。可使用“文本框工

具”选项卡更改重要引述文本框

的格式。] 

学校建得很漂亮，只是学生太少，他们大多随父母进城了，这是全校师生的合影 



8 

 

入团第一行  单刀赴江苏 

王原 

5 月 18 日至 21 日，是令我难忘的４天。我受江苏永清助学基金会之邀请，

独自赴江苏南京和沭阳，做了 4场不寻常的讲座。 

过去我也做过不少科普讲座，但这是我有幸加入演讲团后参加的第一次京外

讲座，而且还是“独行侠”，很感谢团里领导们的信任，希望能把自己最好的状

态展现出来；另外，我自己也是人生第一次在多个学校连续做讲座，不但对自己

的体力和受过伤的右膝盖信心不足，而且对这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对古生物学、

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也是一无所知，所以自己虽然身经“百战”，但也是有少许的

紧张。 

第一所学校是南京宁海中学初中部，位于城市中心，校区窄小，是较为典型

的老学校，在二楼顶头一个小报告厅中，孩子们坐得密密麻麻的。但学生们的情

绪十分高涨，提问也颇有水平，这让我的第一讲就很有感觉，自觉很成功，也减

轻了压力。脊椎动物经过 5亿年的演化，从海洋中的一条小小的鱼，一直演化出

现代人类，这个过程波澜壮阔也充满偶然。我讲了其中 9 大演化事件，其中也不

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有趣的话题，讲了从古生物学家的角度对此问题的

分析方法和解答。估计这所学校有特别的

防疫要求，而且他们下面还安排了其他活

动，所以讲座后没能与孩子们有太多交流

就匆匆离开了，觉得略有遗憾。不过在讲

座结束后，基金会安排了一个赠书环节，

将我推荐的《听化石的故事》这本书赠给

了学生们，我在讲座前给每本书都签了名字。

这本书中，有 18位中外学者（含 4 位中

科院院士）亲口讲述化石发现和研究故事

的音频，我觉得对孩子们了解自然科学、

了解古生物学家的工作很有帮助，就推荐

了这本。本以为就在这第一所学校赠送一

下，走个仪式，没想到在后面的学校，永

清助学基金会也都安排了图书赠送环节，对此也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第二所学校是南京漆桥镇中心小学，在郊外一个古镇的旁边。学校刚刚完成

扩建改造，门前一溜崭新的校车很是气派。讲座在他们新建的大礼堂进行。礼堂

的多媒体设备很好，比北京很多学校的都好，一点儿看不出城乡差距，能看到的

甚至是反差距。 



9 

 

我给这些求知若渴的小学生们讲的是

《中国的恐龙》。我相信不光是孩子，很多

成年人也不知道一个事实：中国其实是世

界上已发现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截至

2019年 12月底，根据中国古动物馆的统

计，中国已经根据骨骼化石研究命名了

322种恐龙，数量居世界首位（美国以 290

种排名第二，但其他国家想再超过我们已

经不太容易，因为中国这些年每年的恐龙

新发现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可我们问起大

人小孩，让他们说几种恐龙的名字，他们

能说出的，全是国外的恐龙，比如霸王龙、

三角龙、梁龙、腕龙等等。我希望通过我

的介绍，下次孩子们能说出“中国恐龙五

宝”青岛龙、禄丰龙、马门溪龙、小盗龙、单嵴龙等等中国恐龙的名字，并说出

杨钟健、董枝明、徐星等中国恐龙学者的重要贡献，而且还能跟上学科发展前沿，

明白羽毛的三大功能，以及为什么恐龙没有灭绝，恐龙最终演变成了什么。为了

让孩子们直观地感受古生物学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我也特别准备了不少野外

考察工作的照片，以及几段有趣的短视频，孩子们也的确非常喜欢。 

第三场讲座是在沭阳县外国语实验学校的食堂进行的。据校长说，这是学校

里最大的地方，但初一年级还是有好几

个班没能参加上，校长说估计没能参加

的班级都要向他抱怨了。这场讲座，学

校听说我的膝盖有旧伤，贴心地安排我

坐着讲，但讲台上的桌子挡住了屏幕下

方的一部分，我看到孩子们一次次地站

起来，伸着脖子观看。既然是给孩子的

讲座，那他们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我以后会注意这个细节，决意不能再犯

同样的错误。讲座结束后，学生们特别

热情地涌上来向我问各种问题，也有要

求签名的。我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有一位男生在大家散去后，还追着我连

问了三个问题，全然不顾他们校长的劝

阻。于是基金会的徐秘书长说，“你问完问题后，跟校长和王老师合个影吧！”那

位同学激动地说“啊，这收获真是太大了！”在此之前，我还有一次意外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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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生请我签名后，又排到了队的后面，我以为她是希望我再签一次，结果她

走上来说，“老师，我能和您握个手吗？”我说当然可以。谁知握手之后， 

她又“得寸进尺”地说 “老师，我能拥抱您一下吗？”——我不禁要笑出声来，

之前我还从没遇到过这般“艳遇”！但也答应了她这个“非分”的请求。我相信，

她是出于对科学家的无比喜爱才出此“奇招”的。 

第四场讲座开始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面对的是是沭阳县潼阳中学高一的

学生。我给他们带来的是自己对生物

演化和人生选择的理解，从生物的四

大生存法则，到人类的三种不同类型

的演化，从学霸与学渣的生态龛，到

预适应引出的机遇与准备，然后是古

生物学的门槛与就业，最后是我所理

解的“成功的三要素”。我希望每位

学生都会在不断的成长和摸索中，找

到自己成功的道路，也找到自己的快乐。 

 我今年 52 岁，自己定位是“老同志中的年轻人”和“年轻人中的老同志”，

希望通过自己这个特殊的过渡身份，为国家的教育和科学传播事业做出自己应尽

的贡献。 

 

 

中科院离退局组织老同志制作小视频，摄影，书画，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周家汉团员第一次学做小视频。他

成功地制作了《钱学森给我们买计算尺》的配乐小视频，讲述

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1958年钱学森把 10000元奖金捐给中

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为学生购买了 100 多把计算尺，他也是得到计算尺的学生之

一。他准备用学到的新本领，讲述好科学家的精神。 

 

郭曰方团员老树春深更著花，仅这两年多，他出版的诗集就有《亲爱的祖国》

《脊梁——献给共和国科学家的颂歌》《52位中国科学家的故事——共和国科学

家颂》《战疫之歌》《诗画诵中国科学家》《报国——诗画共和国科学家》，这些诗

集分别被中宣部、全国妇联及有关省市主管部门列入建党百年红色经典。他的诗

歌作品近期由北京爱迪科森公司制作成光盘，在全国大中小学校发行。这些著作

不仅是这位耄耋老人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传承红色基因、献给建党百年的厚礼。 

                                                   摘自团员微信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