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如何都应为
祖国振兴而效力。”这是
林少宫一生的座右铭。
如今，这句话已深深镌
刻于华中科大校内的林
少宫雕像之上。

自 9月下旬以来，在电子
科技大学，一个平均年龄 81岁
的“成电故事”讲师团，成为了
该校师生追捧的“明星”团队。

这个基本由党员组成的
银发讲师团，共有 21位老教
授，最年长的已经 84岁。连日
来，他们为 5000余师生开设
了 20多场讲座，而他们讲述
的主要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
半个多世纪以来电子科技大
学为党为国育人才的建校历
史和学校的红色基因。

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
所无线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从诞生之日起，体内就流淌着
红色的血液，细胞中就蕴藏着
红色的基因。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该校积极利用校
史资源，组织师生深入学习校
史、党史、新中国史，在成电故
事讲师团的生动讲述中、在纪
实校史剧的真情演绎中、在主
题文化展的丰富展示中，激发
师生员工的爱国热情，凝聚奋
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现身说法传承红色基因

“63年前，在周恩来总理
的亲自部署下，电子科技大学
前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简称
成电）在成都诞生了，这是一
所将红色基因植入血脉的大学。”81岁的电子
科大教授陈艾是该校首批学生，作为“成电故
事”讲师团中的一员，他在讲座中激动地说，
“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从筹建到正式开学，只用
了不到一年时间，这离不开成电人那种根植于
心的、为党为国发展科技的强烈使命。”

在讲座中，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们讲述着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激励师生建功立业。
“那时我们没有选修课，只有必修课，几乎

每周都有三十六节。”同样 81岁的该校教授陈
天麒回忆建校初踩着泥浆去上学，“没有桌椅
板凳，大家坐在阶梯地板上听课，膝盖上放一
块小木板。”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刻苦学
习，打下了扎实基础。建校 4年，学校就被国家
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这些老教授的讲述，在学生中间引起了强
烈的共鸣。

采访中，该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
生肖海斌深有感触：“他们的故事总是洋溢着
一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论在多么差的条件
下，都是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的精神状态。这让
年轻人不由得反思，自己有什么理由不打起十
二分精神去担当应有的责任？”

青春奋斗弘扬家国情怀

三年前，为庆祝建校 60周年，电子科大策
划并演出大型纪实校史剧《又见青春》。此后，
该剧成为每年新生教育的保留剧目，也是今年
该校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又
一个创新形式。
《又见青春》选取三代成电人的青春经历，

以主人公“陈讯”的回忆为主线，生动地再现了
从建校初期筚路蓝缕、改革开放信息化浪潮，
到电子信息新时代的历史。全剧刻画了从建校
元老吴立人到现任校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电讯泰斗到肩负时代重任的“90后”创业新
星，从一个电讯世家到各代电讯人等一大批生
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又见青春》于 10 月中旬连演三场，场场

爆满，好评如潮。本次的排演完全由本校师生
完成，没有外部专业演员的支援。两个小时的
表演，有的演员只有寥寥数语，抑或只有一个
匆匆背影，但他们依然尽力将自己的表演做
到尽善尽美。

作为该剧的总导演，该校大学生艺术团话
剧社指导老师蔡晓鸥动情地说：“我们演员的
每一个动作的起落、每一个表情的收放、每一
个音节的顿挫，在无数次训练后做到极致，我
想这或许就是老一辈成电人的科学精神和高
尚情怀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传承。”

爱国爱校铭记初心使命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9月底，“我的祖国，我的成电”大型主题文

化展在该校正式开展。该展览重温了建校初
期，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沿海地区的三校教
师举家搬迁至祖国大西南，在成都东郊稻田中
艰苦创业建设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大学的无
悔选择；回顾了一代代成电人为发展民族电子
工业、建设电子信息强国贡献成电力量的光荣
历程；展现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63年来成电
立足西部、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勇挑国家重
担、敢啃科研“硬骨头”的扎实作风和取得的累
累硕果。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和
视频，立体展示了成电建校以来取得的成绩，
也展示了成电和成电人的初心和使命。

老师和同学们在参观展览后，纷纷表白新中
国。电子科技大学退休教师张霞在留言板上写
道：“礼赞 70年，奋进新时代。祖国强大，人民幸
福，我们作为新中国同龄人深感骄傲自豪！”

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9级学生强
中华也表示：“学校给我们抒发爱国情怀提供
了丰富多样的载体平台，看完这个主题展，我
特别想对祖国表白，特别想对成电表白，我爱
你，中国；我爱你，成电！”

该校党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电子科大一
直是一所有情怀、有梦想、有担当、有追求的大
学，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举办
这个展览，就是要让全体师生员工重温成电建
校初心、牢记科技报国使命、书写新时代奋进
华章，切实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砥砺
前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际行动。”

《唐敖庆》承载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革命精神；《白求恩》展现
的是“满腔热忱、精益求精”的白求恩精神；《黄大年》表现的是“心有大我、至诚
报国”的黄大年精神。三部话剧、三个与吉林大学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串联起
了属于吉林大学和师生们的历史记忆，传递着一代又一代吉大人的“红白黄”
三源色精神。

三个人物三部话剧
串联起的吉大“三源色”

姻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情圣”林少宫
姻邓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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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的大礼堂内座无虚席，舞台
上，一名西装革履的外国男子正在
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畅谈未来；背
景一转，远渡重洋，男子脱下了西
装，身着八路军服装，和中国军人一
起在抗日的战场上救死扶伤……这
是由吉林大学原创的大型舞台
剧———《白求恩》中的场景。

这场特殊的舞台剧为传承弘扬
白求恩精神，经过历时近一年的创
作、排演，在吉林大学医学学科暨原
白求恩医科大学创建 80周年、白求
恩同志逝世 80 周年、毛泽东主席发
表《纪念白求恩》80 周年之际，于吉
林大学首演。

事实上，《白求恩》并非吉林大学
原创的首个话剧，在 2016 和 2018
年，该校分别上演了《唐敖庆》《黄大
年》两部大型原创话剧，并被中国科
协列入“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
名校宣传工程”，其中，《黄大年》还
入选了教育部“高校原创文化精品
推广行动计划”。
《唐敖庆》承载的是“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红色革命精神；《白求恩》展
现的是“满腔热忱、精益求精”的白求
恩精神；《黄大年》表现的是“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的黄大年精神。三部话
剧、三个与吉林大学有着深厚渊源的
人物，串联起了属于吉林大学和师生
们的历史记忆，传递着一代又一代吉
大人的“红白黄”三源色精神。

拉开“三部曲”的序幕

2016 年 9 月，适逢吉林大学 70
周年校庆，学校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鼎新大讲堂，话
剧《唐敖庆》经过精心打磨，首次呈现
在吉大师生眼前。

话剧《唐敖庆》由吉大师生自创自
演，以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中国科
学院院士、吉林大学老校长唐敖庆为
主人公，以其在吉林大学工作生活的
真实故事为主线，通过真挚的情感、细
致的舞台表演，重现了唐敖庆在吉林
大学的时光。展现了以唐敖庆为代表
的吉林大学先辈忠心爱国、刻苦钻研、
无私奉献的“吉大红”。
“话剧中的许多场景都让我泪流满

面，太感动了。”“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吉
大精神”“为是吉大人感到自豪”……观
剧过后的师生们备受震撼和鼓舞，“如
果有机会还想再看一次”。
《唐敖庆》在校内成功举行首演

后，还走出校门，在省内进行了演出，
讲述吉大人的故事，受众达一万五千
人，在校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2017
年，该话剧团队更是远赴重庆，在重庆
理工大学进行巡演，得到了广大观众
的一致好评。

完全依靠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
《唐敖庆》开启了吉林大学“红白黄”三
源色精神传承发扬的新方式，拉开了
学校大型原创话剧三部曲的序幕，为
此后《黄大年》《白求恩》两部话剧的诞
生打下了基础。

属于吉大人的舞台

大型原创话剧，是《唐敖庆》《黄
大年》《白求恩》的共有特征，大型体
现着舞台的广阔与精美，原创则意

味着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由吉大人编
织的舞台。
“我们的三部话剧都是由自己的

师生创作的。从材料的收集、剧本的编
写，到舞台道具的制作、舞台表演，师
生们都积极参与，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吉林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宇
告诉《中国科学报》，特别是参与表演

的学生，均是从学校各年级、各专业志
愿报名者中选拔而出，基本没有接受
过专业话剧表演培训的经历。比如《白
求恩》中的参演者，大部分是学校白求
恩医学部的学生，他们此前基本没有
接触过话剧。

话剧排练中，学生们都很认真刻
苦，在课余时间加班加点地训练，克服

各种困难，辗转于各个演出场地，带着
对所演绎人物的真挚情感和传承精神
完成每一场演出。即便扮演的只是一
个小角色，他们也以能够参加话剧表
演而感到兴奋、自豪。因为对这些学生
而言，每一次演出都是对吉大先贤们
的致敬，是对“红白黄”三源色精神的
传承与发扬。

除了表演，剧本的编写也是原创
话剧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三部话剧的编剧创作中，师

生广泛搜集相关人物详实的资料。”
白宇介绍道，有时师生甚至会进行
实地考察、对熟悉话剧主人公的人
进行访谈，力求塑造真实生动的人
物形象。

唐敖庆、黄大年、白求恩作为被大
众熟知的凝聚时代精神的榜样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的人生经历、故
事等已经有各种版本的描述和演绎，
而如何从庞杂的信息中收集、筛选，编
写出独属于吉林大学的蕴含“红白黄”
三源色精神的剧本？这是需要考虑的
问题。

原创话剧《白求恩》的编剧韦平表
示，在新时代白求恩精神应该有新的
阐述，因此，这部话剧在创作过程中避
免了和以往的白求恩形象雷同，白求
恩对患者的满腔热忱、对工作的精益
求精都对当今时代非常重要，各行各
业都需要学习这种精神。

“三源色”精神的传承

一部好的话剧不仅可以感染扮演
者和观剧者，更能感染一代人，甚至是
几代人，在代际的更迭中将永恒的精
神传承下去。

2016年到 2019年，吉林大学在
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唐敖庆》《黄
大年》《白求恩》三部优秀的原创话
剧。这三部话剧中蕴含的“红白黄”
三源色精神，也正是鼓励师生不断
创新、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排练和表演时我始终坚信，要

演好黄大年老师，自身首先要做黄大
年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话剧《黄
大年》中，初代黄大年的扮演者、吉林
大学学生张儒硕说，首演的成功不仅
让他收获了观众的掌声，更让他对表
演艺术和黄大年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他希望通过表演使黄大年精神深
入人心，更希望在每个人的人生重要
节点上，黄大年精神引导我们做出有
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选择。

而白求恩的扮演者、吉林大学学
生解丛安同样表示，通过演绎白求
恩这一角色，对白求恩精神有了更
加深刻的体会，他希望通过自己的
表演可以感染更多的人，影响更多
的人。

近年来，吉林大学先后创排了话
剧《唐敖庆》《黄大年》《白求恩》、音乐
剧《黄大年》、音乐会《长征组歌》和音
乐舞蹈史诗《吉人天下》，举办了厦门
爱乐乐团交响音乐会、吉林大学交响
音乐会和跨年音乐会等一系列高质量
文艺演出。这些文艺作品和演出，受到
了全校师生的广泛好评，展示了学校
文化建设的成就，是以“红白黄”三源
色吉大精神为核心的吉大文化自信的
集中体现。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指出，
“在 73年的办学历程中，吉林大学凝
练形成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
色革命精神、‘满腔热忱、精益求精’的
白求恩精神、‘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
黄大年精神，新时代吉林大学将不断
丰富和发展‘红白黄’三源色吉大精
神，培育涵养吉大文化。”
（于珊珊、何日华、饶明月对本文

亦有贡献）

话剧《白求恩》剧照

上世纪 50年代的一天，当时的高
等教育部突然给华中科技大学发来文
件：希望能调林少宫去钱学森身边工
作，不过工作关系放在清华大学。此事
因故未成，但事隔 20多年之后，清华
大学又伸来橄榄枝：希望调林少宫到
该校工作。

林少宫是怎样一位教授？为什么
钱学森、清华大学这样的中国顶级人
物和学校几十年来一直非要将他招至
麾下不可？

“为祖国振兴而效力”

林少宫 1922年出生于北京，1944
年毕业于重庆原中央大学，1949年获
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经济学硕
士学位，1954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4年，林少宫
回国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时称华中
工学院）。在回国的邮轮上，他碰巧遇
到了同期回国的钱学森先生，这才有
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2009 年 11 月 15 日，华中科技
大学举行了林少宫教授遗体告别仪
式，时任校长李培根称其为“中国数
理统计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奠基人之
一”，并将其学术成就归纳为三点：
一、推动了数理统计学在中国的普
及及发展；二、研究并推广了正交试
验设计，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应；三、倡导并推动了数量经济学
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

林少宫从教半个多世纪，凡是认
识他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个极重感

情的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情圣”。
之所以称为“情圣”，最主要的体

现便是他对祖国的一往情深，希望祖
国富强的愿望贯穿一生。

当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林
少宫本已在美国名校获得教职，但听说
新中国特别需要他这样学有所长的人
才时，他没有任何犹豫便立即返国。要
知道，林少宫夫人吴训叔的家人都去了
中国台湾或海外，因为吴训叔的父亲吴
忠信是国民党要员，也是蒋介石之子蒋

纬国的养父。而且吴训叔本人也被蒋介
石、宋美龄夫妇认做“干女儿”，其当年
赴美留学便是蒋介石支持的。

也许正是林少宫拥有这样不顾一
切的爱国之情，才使他在回国途中与钱
学森成为了莫逆之交，并使钱先生在脑
海中深深地记住了林少宫这个名字。

2009年 11月 7 日，林少宫去世
后，其弟子田国强悲痛之余，将其与恩
师之间的几百封信件进行了整理。这
几百封信件中，几乎每一封老师都在
鼓励他和师兄弟们好好学习本领，将
来为国多做贡献。当然，这也是林少宫
自己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正如 1988
年 2月 18日，他写给田国强的一封信
中所说，“在国内要创办一些专业还是
困难多端，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都应
为祖国振兴而效力”。
“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

力。”这是林少宫一生的座右铭。如今，
这句话已深深镌刻于华中科大校内的
林少宫雕像之上。

“学者”与“人师”

爱国要有过硬的本领，更要有孜
孜不倦的实践。林少宫用一生的实践
阐释了什么是“学者”。

归国之后，林少宫将几乎一甲子
的岁月，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在回国伊始，由于客观原因，现代经济
学专业出身的他，不得不放弃原有专
业，转向数理统计的教学研究。其间，由
于数理统计的英文资料少，大多是俄文
资料，他从零开始学俄文。直到去世前

最后一次住院时，只要有可能，他还会
抽出枕头下的外文版专业书学习，旁边
的一位医学院的研究生感动地说：“爷
爷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刻苦，我们年轻
人有什么理由不上进？”

林少宫待人热情，凡是和林老师有
接触的人，都能感到他的温暖。华中科
大经济学院教师费建平只是一位普通
的年轻老师，仅仅曾和林少宫共同翻译
过一本书。但当费建平结婚时，林老夫
妇亲自作画并装裱赠送。费建平长子出
生时，两位老人更是转遍市场，为孩子
买了一套衣服和毛毯。

至于众多的弟子们，林少宫对他
们的感情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孩子。他
的弟子们身处天南地北，但是只要有
可能，他都尽可能为弟子排忧解难。

在去世前一年，林少宫大多数时
间都病卧在床，甚至好多时间都在昏
迷中，但他总惦记着他的弟子们，尤其
是田国强。只要头脑清醒时，他就喃喃
自语：“让国强回来看我。”

得知消息后，田国强马上飞回武
汉。此时林少宫仍在昏睡，但当田国强
走到床前，轻轻地喊了一声：“林老师，
小田来看你了！”他马上睁开眼睛，面
带微笑，深情地盯着田国强。旁边一个
弟子问他：“这是谁？”林少宫用非常虚
弱的声音说：“田国强。”这使旁边的家
人感到惊讶———他们都喊不醒此时的
林少宫，但田国强一喊就喊醒了。

一生一世一双人

林少宫一生多情，对祖国钟情、对

事业痴情、对亲友深情，对夫人吴训叔
的爱更是一生一世的专情。

林少宫与吴训叔相识、相爱于美
国求学期间，并从此一生不分离。在吴
训叔决定从美国回国时，尽管整个家
族反对，吴训叔毅然跟随丈夫踏上回
国之路。林少宫也用一生的时间为夫
人遮风挡雨。

吴训叔出身名门，不太会做家务，
林少宫便“一肩挑”，甚至还学会了针
线活。到了晚年，林少宫还会在周末用
自行车带着夫人到体育馆打网球，直
到学校有了网球场为止。

在晚年时，吴训叔身体不太好，经
常失眠，林少宫自己也身患重病，但他
仍时时处处关心着夫人，晚上一起看
电视时，经常是看一下电视，马上再看
一下身边的妻子是否有异样。

林少宫生前最后一次到医院住院
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临走
时，也许冥冥中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一直躺在沙发上昏睡的吴训叔翻身
坐起，双手拉着林少宫，说了一句在
场众人都意料不到的话：“你爱我
吗？”林少宫也拥着妻子，回答道：
“我不是用一辈子证明了吗？”两位
老人四目相望，久久不分开。在场所
有人都被感动了，两位老人用行动
让世人懂得，一份真正的爱情到底
是什么样？它不仅仅是一对才子佳
人依依杨柳下的窃窃私语，更是一
对耄耋之人一生一世风雨中手相
牵、心相连。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原党委书记）

林少宫

史海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