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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浩钦：挖掘“皇天后土”的艺术
姻 本报见习记者许悦

高温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不论是
球场上挥洒汗水与激情的小伙子们，还是
操场边攀援着铁架怒放的月季花丛，都展
现着无尽的活力。而在学校艺术馆，由该校
机械学院工业设计系副教授宫浩钦主创的

“阳坡村的乡亲们”中阳扶贫写生作品悬挂
于墙上，同样静静地展现着厚重黄土气息
下的生命力。

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是北航的定点
扶贫对象。三年多来，北航校领导先后 13
次 17 人次前往中阳调研。校地之间每年人
员往来超过 1000 人次。每年对 1500 余名
中阳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大规模
培训。设立在北航校园的吕梁山护工北京
服务部，更是直接输送了 400 名贫困户在
北航及周边社区从事家政护工服务。去年
8 月，中阳县在山西 36 个国定贫困县中首
批脱贫摘帽。

宫浩钦作为北航的一员，也在 2018
年两次前往中阳，挖掘真正生长于泥土
中的艺术，用画笔和镜头记录下师生扶
贫的足迹，还有皇天后土下最真实的吕
梁风土人情。

艺术与扶贫

2018 年 3 月，伴着依然料峭的寒风，
宫浩钦第一次踏上了黄土地。站在千沟
万壑的黄土高原极目远眺，他脑中反映
出的第一个词汇就是“皇天后土”。

“艺术家都是很感性的，讲求机缘，
如果没有受到触动，就很难创作出作品
来。而在那一刻，我感到震撼。”宫浩钦
说，那里干旱、环境恶劣，但人们却在苦
难中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关注苦难、关注
个体、关注弱小就是关注我们自己。也正
是在那一刻，宫浩钦为自己选择来到这
里感到兴奋。

之前，山西省吕梁对于宫浩钦来说

也并不陌生，他虽然从未亲身前往，但知
道那是北航重要的定点扶贫单位，有学
生去支教，有同事去驻村，还有从事机器
人研究的同事为当地核桃基地设计了剥
核桃机器人……

“那时，我就在想利用自己的艺术专长
为扶贫做些什么。”宫浩钦告诉《中国科学
报》。于是他申报了文化扶贫项目，决定用
艺术来扶贫，在院系和学校的支持下，前往
中阳写生，记录扶贫一线的真实故事，展示
吕梁革命老区的风土人情。

初到中阳，宫浩钦就领略到了社会
变迁的“时代景观”、古老与现代的碰撞
融合。“你可以看到一个个年代久远的窑
洞充满历史沧桑，而在它的旁边就立着
一个太阳能路灯；又或者，在满眼的黄土
地上，却突兀竖立着一个不锈钢指示
牌。”奇异的风景却张扬着社会转型期强
烈的时代感。

这里的人是最淳朴真挚的。宫浩钦
回忆道，曾经一位村民了解到他从北航

来，就操着一口难懂的方言找他说话，看
着他一脸迷茫，情急之下从口袋里翻出
了一个笔记本，用手指着上面“梁帮龙、
李建伟”几个字，那是北航驻村干部的名
字。“后来明白了，他想问我认不认识他
们他们，是想通过我表达一下感谢———
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他们内心充满了
亲切和感恩。”

除了村民，宫浩钦还遇到了来支教的
北航学生，听他们讲述自己在这里的工作、
生活，还有“吃不上水果”的“小烦恼”。

宫浩钦将中阳的黄土、窑洞，以及这
些乡亲与学生统统记录在了画布上，每
一张带着笑脸的速人物写背后，就有一
段扶贫的故事。

浪漫与现实

这次扶贫写生对于宫浩钦来说是
一次新尝试。在此之前，媒体对于他的
报道更多的是其另外一个身份———航
空画家。

“我毕业于清华美术学院，学的是工
业设计。而工业美学在当时还未引起人
们的关注。”宫浩钦说。

相比机器设备，人们对自然景观和
花鸟鱼虫更容易产生亲近感，然而伴随
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一些诸如汽车、飞行
器等体现工业美、速度美的机械产品会
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那时，进入北
航从教的宫浩钦依托学校背景优势，尝
试把新生事物纳入美学中，于是，绘制航
空航天画开始成为他生活中、教学外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的目标就是“赋予
冰冷的机器以生命”。

这样的探索一做就是十几年。在不
断坚持与积累下，宫浩钦出版了《仰望星
空：宫浩钦绘画作品》《徜徉的笔触：北航
校园风景绘画·宫浩钦作品》《学院派精
英·宫浩钦》《画布上的中国航空：宫浩钦
绘画作品》《蓝天镌美：宫浩钦航空绘画
作品选》《飞虎凌霄》等航空航天绘画作
品集，并且还走出国门，在联合国维也纳
总部、美国华盛顿 DC 等地成功举办个
人美术作品展。

在宫浩钦的眼中，不论是十几年积
累下的航空航天绘画，还是这次扶贫写
生的绘画活动，都是他绘画艺术的探索
和尝试。

“在我看来，如果以往航空航天绘画创
作是浪漫主义的，那么，这次扶贫写生的绘
画就是现实主义的，因为这是关注并直接
参与社会现实。”宫浩钦分析道。

赋予冰冷航空航天器以情感，需要
艺术家的浪漫，比如在宫浩钦创作的《洛
神》系列油画中，就以蓝色海洋为整体画
面背景，飞行器拟形为鱼类，与身着长裙
的少女在海中共舞。少女肢体以及裙摆
的柔软飘逸与飞行器的刚硬线条相互掩
映，展现出了航空航天绘画独特的浪漫
气息。

“而扶贫为主题的绘画，是通过对现

实的直接呈现来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现
实。因此，现实主义的艺术最能震撼人
心。对景写生比较直接，作为画家的我只
需要带上一双发现的眼睛，把自己内心
的感动画出来就好了。”宫浩钦说。

布置画展时，他亲自挑选了这次采风
偶然得到的一段段“生长”于黄土地的民歌
歌词，精心选配在每幅油画边，读起来特别
清新和别致。“清早早那个起来野鹊子树上
喳，情人那不来捎上一句话……”直白、淳
朴的民歌，是当地人现实生活的写照，充溢
着满满的人情味儿。

消逝与瓶颈

2018 年的八九月，料峭寒风早已过
去，四季轮转，在路边树上结满枣子的时
候，宫浩钦再一次踏上黄土地。这里依然
能够给他触动和震撼，创作得以继续。

他再次回到村子，看着打了 800 米
才有水的机井；看着因屋主多年不在而
坍塌的窑洞；看着没有任何娱乐，坐在门
边、静静看时光流逝的留守老人们……
宫浩钦感到了生活的无奈、人类的渺小。

“我们正处在时代的拐点上，像这样的老
人们正在离去，随着他们的离去，原有的
生活方式也将不复存在，最终，延续了几
千年的农耕文明将会消失，只能在博物
馆里见到。”

“过去年轻的时候，我对阳春白雪的
艺术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
的丰富，如今却偏爱这些正在消亡的民
间艺术，这当中充满了朴素的真情，细细
品来十分动人。它们从泥土里长出来，是
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贝。”宫浩钦说，这些
文化遗产需要保存和传承。

回顾几十年来的绘画生涯，宫浩钦表
示，面对挑战和瓶颈，自己也在寻求突破。

“如何在认识层面深化，是我目前的
瓶颈。”宫浩钦说，过去对于机器文明的
认知方式需要有所改变，需要从更高的
甚至哲学角度去分析思考，从而产生更
加深刻的认识。艺术家往往是凭直觉自
行摸索。

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嫦娥奔
月”等无数动人的民间传说当中，能够窥
见中国古人对天空的向往和无限深情。
中国仰望星空的历史十分久远，特别在
天文观测方面，“中国自古就十分注重天
文观测，还专门设有钦天监专门掌管此
事……有多年积累，我们更该寻求哲学
认识上的突破。”宫浩钦说。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高
于生活的部分是人的精神赋予的，它最
本真的来源是泥土中，是生活着、栖息着
的大地上。

皇天后土是一种厚重的、泥土的、有
生命力的东西，它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的
进步慢慢地消亡，黄土上的最后一点闪
光也终究会消失。宫浩钦正在努力将根
深深扎进泥土当中，用画笔、镜头记录下
这些闪光的最后一抹亮色。

1978 年，在那个改变民族命运
的“科学的春天”，房喻作为恢复高
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入陕西师
范大学化学系学习。1998 年，房喻
获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博士学位，随
后，他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母校
工作。

因为他笃信，“个人的命运不
可能独立于国家的发展。改革开放
使得中华民族搭上了现代化列车。
但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现代化
的全面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是民族的一分子，是时代的幸
运儿，有责任为了子孙后代，为了
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努力工作。”

他也用自己在科研、教学上的
贡献，兑现了心中的诺言。

打破高端传感器结构技术垄断

薄膜基荧光传感是继离子迁
移谱之后，公认的最具发展潜力的
微痕量物质探测技术。在陕西师范
大学，房喻团队坚持薄膜基荧光传
感器研究，最早提出将多环芳烃经
由柔性连接臂化学结合于衬底表
面，利用其聚集结构对微环境的敏
感性发展新型荧光传感薄膜的思
想，解决了共轭高分子膜因通透性
不好而影响传感性能的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房喻提出了
“连接臂层屏蔽 / 富集效应”概念，
率先发展了化学组装共轭高分子
膜，创造了迄今响应速度最快、灵
敏度最高的爆炸物（TNT 为标示
物）薄膜基荧光传感纪录。在此基
础上，团队研制了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爆炸物、毒品等有害物质
高性能荧光传感器和探测设备。

2014 年 5 月，陕西师范大学与
深圳励剑防务技术集团合作成立
了深圳砺剑防卫技术有限公司，拉
开了成果转化的序幕。“我们把基
础研究工作向下游延伸，搭建与企
业对接跨界融合的平台，将科研成
果与市场要素紧密结合，打造有强
大生命力的科技转化产业链条。”
房喻说。

“装过爆炸物的容器清洗四十
次以上，触摸过爆炸物的手洗后三
天……任何接触过爆炸物的物品，
在它面前都无可遁形，最快只需 1
秒钟。”2014 年 11 月，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房喻团队研
发的“隐藏爆炸物超灵敏探测装
置”正式问世。

在爆炸物探测种类和器件使
用寿命等关键指标方面，产品超越
了代表当今最高水准的同类仪器，
而毒品探测传感器和检测设备则
完全是国际首创。针对美国公司在
全球的薄膜基荧光传感器专利布
局，房喻团队发明的荧光传感器叠
层式结构，彻底打破了以波导管为
核心的技术垄断，实现了关键产品
的“中国制造”。

2015 年，该设备经公安部检测
正式销售，在国内外市场产生巨大
反响。2016 年，因其在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贡献，荣
获 CITE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创新
产品与应用金奖。产品自投放市场
以来，销售额超过 12000 万元，纳
税超过 2200 万元，成果转化学校
直接获益 850 余万元。在十九大、
上海进博会、港珠澳大桥通车仪
式、G20 峰会等重大国务活动或场
所安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相关工作的影响，房喻团
队先后受邀为国内外重要刊物撰
写了综述，审稿专家认为“房喻教
授小组是国际荧光薄膜领域的领
军人物”。

以分子凝胶拓展绿色应用

适用于复杂体系的高效薄膜
基荧光传感器的创制，离不开对检
测对象的高效富集和分离，因此相
关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房喻团队长期致力于具有潜
在模板效应的分子凝胶类软物质
研究。2011 年，团队在国防 973 项
目子专题“ 小分子胶凝剂的胶凝动
力学和微观胶凝机理研究”中，在
国内率先将分子凝胶引入推进剂
的研制，解决了高分子基凝胶推进
剂因剪切黏度过高而影响雾化燃
烧这一航天界公认的难题，为新一
代凝胶推进剂的研制奠定了坚实
基础。

在高能量密度材料研究领域，

房喻团队应用分子
凝胶技术解决了严
重制约该类材料制
备和应用的悬浮体
系稳定化这一“卡
脖子”问题，在国内
率先提出了多相云
爆剂凝胶化思想，
研制了相应的稳定
剂，建立了公斤级
多相云爆剂，为我
国高能材料制备技
术进步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

绿色是房喻实
验室科学研究理念
之一。该团队率先
将小分子胶凝剂用
于制备凝胶乳液，
突破了凝胶乳液分
散相体积分数必须
大于 74%的限制，
拓展了凝胶乳液的
模板应用空间。其
制备的新型气凝胶
材 料 兼 具 海 帕

（HEPA）板和活性
炭的双重功能，可
应用于颗粒物及挥
发 性 有 机 物 的 去
除。该材料具有制
备方法简单、生产
绿色、易于再生、可
重复使用等诸多优
点，完胜海帕板和
活性炭等传统环境
治理材料。

2017 年 10 月，陕西师范大学
与西安和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低密度疏水材料环保行业应用
技术开发”合同，共同致力于推动
相关产业技术进步与开发应用。

“针对油污染问题，我们研制
了高效油水分离柔性低密度多孔
材料，下一步就是市场应用。”房喻
指出，这种材料具有优异的亲油疏
水性能，可实现水体中油分或有机
溶剂的高效、快速清除。经过简单
挤压或离心即可回收材料所吸收
的油品，同时实现材料的再生和重
复使用。

抹不掉的西部情怀、家国情怀

在房喻的实验室里，来自不同
学校的研究生、具有不同学科背景
的科研助理进行科研攻关。无论寒
暑，不分日夜，唯有研究不辍。

“我的研究最需要的是多学
科协同创新，比如光学工程、信号
处理、软件工程、结构设计，当然
也包括化学、材料学等。”针对科
研成果转化链条缺失这一问题，
房喻搭建了荧光敏感薄膜创新制
备和荧光传感器结构优化专用研
究平台，建立了一支跨学科、专兼
职结合，专事薄膜基荧光传感器研
究的队伍。

“做有价值的研究，做有应用
的研究”是房喻实验室一直坚持的
理念。

“他经常与我们讨论学科前沿
发展情况，叮嘱我们一定要先做好
基础研究。”团队成员、副教授彭浩
南坦言，除了上课、参加重要会议，
房喻一定会在实验室。为了节省时
间，他经常是一杯酸奶、一个包子
当晚饭。

作为物理化学专业教授、博士
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荧光技
术和软物质材料专家，房喻多年来
投身于教学科研第一线，倡导并身
体力行“教授为本科生上基础课”，
花甲之年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坚守
三尺讲台。

他倡导“有苦有乐、无怨无
悔”“我爱我学、我学我爱”“将每
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
单，将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
是不平凡”“办法总比困难多”，这
些成为实验室成员的信条和行为
规范，影响着一批批青年学子。

“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是
一项可以惠及千家万户的事业，更
是一项可以让个人成才、民族进
步、国家强大的事业。教育的特质
决定了做教育的人必须懂得责任、
富有情怀、具有眼光。”房喻说。

“房老师身上有种质朴正直的
精神气质，那就是抹不掉的西部情
怀、家国情怀。”陕西师范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高玲香说。

房
喻
：
做
有
价
值
的
研
究
，做
有
应
用
的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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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浙江农林大学东湖校区东
南侧的“百草园”，该校林业与生物技术
学院中药学专业教师徐建伟正在带领几
个工人移栽中药材种苗。戴着草帽、露出
黝黑双手的他，一边查看种苗，一边叮嘱
忙碌的工人：“这些白头翁种苗，要种在

‘清热篇’第二株大叶冬青树下面，苗株
间距为 15 厘米。”

每次站在百草园入口处的李时珍雕
像旁，徐建伟都会如数家珍地向大家介
绍百草园，眼底尽是藏不住的自豪。“我
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几乎都泡在这里了。
刚接手的时候，这里还是杂草丛生，如今
成为占地约 7000 多平方米的中草药多
功能综合园区。”

大学校园建起“百草园”

浙江农林大学的“百草园”是浙江省
首个以植物药功效为划分依据的药用植
物园，也是浙江中医药文化教育基地、浙
江省林业科普基地。四年来，330 余种《中
药学》里的植物药，在这里已成功种植
310 余种，百草园已成为全省知名的中草
药种植和科普基地。

说起建设百草园的原因，徐建伟说
最初主要是为了满足教学需求。2015 年
初，学校决定建一个中草药教学实验基
地，他接下了任务。

徐建伟是中药药理学专业背景出
身，专业不完全对口，创建百草园，种什
么、怎么种都是问题。他查阅各类书籍，
一点点学习中药植物种植方面的知识，
在并不熟悉的中药材种植领域一点点

“开荒”。
在百草园的建设伊始，徐建伟就选

择以中药学教材中常用的 330 多种植物

药功效为主线，根据每种药用植物的习
性，打造解表篇、清热篇、泻下篇、温里篇
等多个区块，同时结合学校所在地临安
及浙江地方特色的民间草药，增设民间
草药篇和民俗文化篇两个区块，区块内
木本、藤本、草本三者有机结合。

目前百草园占地面积不算大，但里面
的宝贝可不少。藏红花、人参、三七、铁皮石
斛等，在这里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这里已
经成为师生学习中草药文化的重要平台。

打造“活的中药学教科书”

徐建伟一心想把百草园打造成校园
里“活的中药学教科书”。引种新的中药
材，便成为百草园建设的重中之重。

为了保证园内中草药具有代表性，
他通过各种途径搜寻中药材植物。每次
购买到种苗后，他还要赶到快递点领取。
短短几年，他去快递点近百次，成了快递
点的“刷脸”熟人。

“有些中草药种子种苗十分少见，非
常难找，搜寻种子和种苗就像‘挖宝’。”
徐建伟说。

有一次，他打听到绍兴市新昌县沙
溪深山里有他心仪已久的中药芫花，心
里很激动，当天便进山寻找。经过一天的
奔波，他终于赶在天黑前找到了稀有药
材，连夜驱车返回百草园，确保来之不易
的植物能存活。

10 多亩的百草园，即便是专人维护，
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对于要上两门核
心专业课的徐建伟来说，更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在旁人看起来枯燥繁琐的工作，
在他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怎
么觉得辛苦”。

在百草园里，徐建伟每天都会有新

发现、新挑战，今天虾脊兰开花，明天江
香薷发芽，连续两年尝试栽种大黄，不知
为何一到夏天就干枯了……他带领着学
生和工人对百草园进行维护保养，积极
寻找原因。

推行“包干制”育人

“如果百草园建好了，学生就不用漫
山遍野地采集植物药，不出校园就能学
到相关知识。百草园里长成的药材，可以
制成标本进入学校标本库，还能作为教
学教具节约教学成本。”这是徐建伟建好
百草园的最大动力。

他在百草园推行“包干制”，让每个
同学认领一块地，从栽培、养护，到后期
采标本、加工炮制等，手把手教学生，并

把学生参与药材种植管理情况作为中药
材加工学、中药栽培学等课程成绩评价
依据之一，让学生对药材的认知不再局
限于书本。

如今，徐建伟培训了一批学生讲解
员，将百草园打造成中药学和生物制药专
业的教学实习基地、临安区中小学生中医
药文化教育基地。目前已接待校内外学生
实习、参观超过 10000 人次。同时，他还带
领学生创办了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十多篇
原创文章，起到很好的科普作用。

“要给植物适应环境的时间，要给百
草园充分建设完善的时间，更要给学生
成长成才的时间。我希望把百草园建成
一个中草药科普基地、一道独特的校园
风景，让更多的人认识和感受中医药文
化。”徐建伟说。

徐建伟：“百草园”里种药更育人
姻本报通讯员陈胜伟 记者温才妃

“阳坡村的乡亲们”中阳扶贫写生汇报展上，宫浩钦（左一）在为观众讲解画作

房
喻

皇天后土是一
种厚重的、泥土的、
有生命力的东西，它
随着工业化和社会
的进步慢慢地消亡，
黄土上的最后一点
闪光也终究会消失。
宫浩钦正在努力将
根深深扎进泥土当
中，用画笔、镜头，记
录下这些闪光的最
后一抹亮色。

徐建伟（左）
指导学生辨认各
种中草药的药性
和生长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