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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日前在长春市
举行的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经验交
流会上获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长春市实现了村村有书屋的目
标。农家书屋已覆盖全市 1656个
行政村，用于农家书屋建设的财
政性投入和社会捐赠投入总共已
达 4428万元，总共藏书 380多万
册，解决了农民“看书难、看报难”
的问题。在完成全覆盖的基础上，
目前已建成 160个样板书屋。

农家书屋是一项惠及长春市
400万农民的民生工程，是为农
民群众办的一件好事。长春市市
长崔杰在听取农家书屋工作的汇

报后批示：“好事办好，加快建设，
书屋建设不能让农民兄弟等得太
久”。

为搞好农家书屋建设，长春
市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之初，就确
定了政府投入和动员社会捐赠并
举的“二·三”建设战略，形成了
“国家援建、省里帮建、市里兴建、
县（市）区自建、社会助建”的上下
共同联动、多方共同参与的建设
格局。长春市以及各县（市）区在
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不断加
大对农家书屋的投入，先后投入
1181万元为农家书屋配备图书、
桌椅以及办公车辆。在今年长春

图书博览会期间，长春市政府一
次性投入 165.6万元，为每个书
屋发放 1000元购书费，让农家书
屋管理员到书博会选购农民自己
喜欢的图书。社会各界则为农家
书屋捐助各类图书及音像电子出
版物，折合人民币 400多万元。目
前，初步形成了“全面覆盖、布局
合理、面积适当、设施较全、资料
适用、管理较好、作用凸显”的良
好局面。

建设农家书屋，就是要让更
多的农民走进书屋，从中获得更多
的科技文化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
民生产和生活，使农家书屋真正发

挥作用。为此，通过举办的吉林省
暨长春市农民读书节活动，让读书
致富的先进典型———榆树市秀水
镇的“蘑菇大王”李明侠、德惠市布
海镇的“瓜王”郭传义等人，讲述读
书在他们致富道路上的重要作用，
让农民认识到读书能够提高素质，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进而更加喜欢
和认可书屋。

许多农民从读书中获得更多
的科技文化知识，走上了致富路。
长春市绿园区合心镇于家村农民
李富全，在到农家书屋读书前，3
公顷多土地都种玉米，产出效率
低下。通过到农家书屋阅读种植

业书籍后，使他开了窍，开始扣大
棚种蔬菜。2008年一年就扣了 3
栋大棚，当年收入 4万元，超过种
玉米的 3倍。他遇人便说，不学不
知道，这一学习才知道咱们自身
的差距，要想快致富，还得多看
书，走捷径。
长春市副市长郑文芝表示，

农家书屋是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今后三
年争取再建设 500 个样板书屋，
同时不断提高样板书屋的配置标
准和软硬件水平，充分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打造全市的农家书屋
品牌。 （石明山）

本报讯今年是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诞辰 130周
年，11月 15日，由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陈垣先生诞辰一百
三十周年纪念展”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开展。
陈垣与国家图书馆渊源颇深，对国家图书馆的馆

舍建设、藏书建设、文献整理与研究厥功甚伟。文津阁
本《四库全书》与“敦煌遗书”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
宝。陈垣最早对这两大专藏进行研究。1915年文津阁本
《四库全书》移交京师图书馆伊始，先生即到馆借阅，开
展研究，是馆藏敦煌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先驱。1922年，
先生亲率馆员，对馆藏八千余卷敦煌文书进行了全面
梳理与详细考订，最终编纂成敦煌学界第一部大规模

的文献目录书籍《敦煌劫余录》。陈垣病逝后，家属遵照
遗愿，将其所藏四万余册图书、千余件文物捐献国家，现
庋藏于国家图书馆。
此次纪念展分生平、藏书两部分，结合展板、展品、视

频等多种途径进行全方面地展示。“生平”部分以新会少
年、革命青年、学术大师、爱国志士、伏枥老骥为主题，依次
再现了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以及在学术研究、教育事
业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藏书”部分阐述了陈垣的藏书概
况、特点，重点展示与其研究密切相关的宗教、元史藏书以
及题赠本、批校本、手稿本等。题赠本中有孙中山、胡适、余
嘉锡、陈寅恪等人的赠书手迹，弥足珍贵。值得一提的是，
国图所藏陈垣的重要著作手稿此次全部展出。 （李芸）

陈垣诞辰 130周年纪念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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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来自父亲爱的礼物

今年 12月 25 日是朱光亚先生 86 周岁生日，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的作者顾小英、朱明远看来，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笔去
跟随父亲的足迹，记下父亲在他们心中的一切，因为这是来自一颗纯洁无私的高尚心灵的心语，“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来自父辈的
一份弥足珍贵的心理馈赠，它胜过世间一切有价的财富，它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本报记者 钟华

11月 12日，由诺贝尔化学
奖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
拉分校艾伦·黑格教授等著，清华
大学帅志刚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曹镛院士等译的《半导性与金属
性聚合物》中文版新书首发式在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礼堂举
行。该书作者艾伦·黑格教授现场
发表演讲并为读者签售。
艾伦·黑格教授是美国物理、

化学、材料学家，美国科学院院
士、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1936
年 12月生于美国艾奥瓦州苏城。
1961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物理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
学圣巴巴拉分校物理、化学、材料

系教授，1982~1999 年任该校有
机及高分子固体研究所所长，中
国科学院化学所名誉研究员，中
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座教授。黑
格在有机及导电高分子材料与器
件及低维物理研究领域作出了开
创性的成就。他注重基础研究与
应用的结合，开创或参与开创了
三家高科技公司。2000年获诺贝
尔化学奖。

1977年，黑格等三位科学家
共同发现碘掺杂可使聚乙炔的电
导率提高上千万倍，即在一定的
条件下，聚合物可以像金属一样
导电，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应
用领域，并因此获得 2000年诺贝
尔化学奖。30多年来，半导性、金
属性聚合物作为新型光电功能聚
合物材料，已逐渐应用于光电器
件的各个领域。作为光电功能聚
合物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之一的黑
格教授，其多年科研成果汇聚而
成的专著《半导性与金属性聚合
物》无疑在此领域最具代表性。该
书是黑格教授的第一部专著，是
他及其助手总结他 40 年来在这
一研究领域学术思想的结晶，也
是他获得 2000 年诺贝尔化学奖
学术思想的全面总结，并充分涵
盖了这一领域的全面发展的最新
成果。在黑格教授亲自建议与推
动下，经国内外十余位这一领域
的知名学者参与翻译，本书中文
版几乎与英文版同步出版。
该书是一部有机高分子光电

子学方面的著作，同时紧密结合
了物理学、化学与材料科学等领
域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全书
共 14章，分为两部分：第 1～8章
为基础科学及理论部分；第 9～
14 章为共轭半导性及金属性聚
合物在光电器件等几个最活跃领
域的基本科学问题及最新进展。
有关专家对这一著作的出版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佛松认为，该书对导电聚合物
从基础理论到其在光电子器件中
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
与介绍，是迄今导电聚合物领域
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中国科
学院院士于渌则评价：“这部著作
全面总结了聚合物作为新型光电
功能材料的主要研究成果，阐述

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概念，勾画了
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对广大科研
工作者和研究生来说，这是一本
很具启发性、难得的好书。”
“黑格教授是中国的老朋友，

20 多年来他为中国化学发展作
出了贡献。我也十分荣幸，20多
年来，作为朋友得到了他的很多
指导和帮助。”王佛松院士说。
1986年黑格教授首次受中国科
学院化学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邀
请访问中国，并与我国学术界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积极支
持中美间学术交流，支持与我国
科学院及高校的合作研究，先后
为我国培养了数十名博士及博士
后研究人员，其中不少人已回国
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

长张德清用“权威的、前沿的、全
面的”三个词汇来描述《半导性与
金属性聚合物》的重要意义。科学
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华强介绍了
《半导性与金属性聚合物》的出版
情况，正是在该书作者、译者的全
力支持之下，加之中外出版方倾
力配合，该书中文版最终实现了
与英文版几乎同步发行。相较于
传统的科技著作引进版的运作模
式，该书的翻译出版模式有其推
广价值。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球
科技知识成果的中文化，使其更
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科技发展，是
中文科技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
胡华强表示，科学出版社将

继续围绕“中国优秀科技成果的
发布中心”和“国际优秀成果的引
进中心”两个“中心”建设，致力于
打造以科学、技术、医学、教育为
主要出版领域的中国科技出版旗
舰。
在黑格教授简短而精彩的演

讲中，他向参与《半导性与金属性
聚合物》翻译的学者们一一致谢，
他说，从事科学研究是一件奇妙
而美好的事情，希望大家像他一
样，沉醉其中，不愿自拔。首发式
之后的作者签售将当天的活动再
次推向高潮，热情的读者瞬间在
礼堂两侧排起长队，等待与这位
著名科学家的“亲密接触”。

□本报记者 钟华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 62届德
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人民出版社
展台上有一本书吸引了读者的关
注和海外人士的好评。这本书没
有过度精美的装帧，朴素而大方
的风格，一如书的内容，平实、亲
切，却饱含真挚的感情、深邃的思
想。这本书书名《我们的父亲朱光
亚》，作者是著名科学家朱光亚的
儿媳、儿子顾小英、朱明远。

朱光亚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核物理学
家、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
织者。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
“两弹”事业主要科学技术负责人
之一，他与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
负责并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
氢弹的研制与试验工作，为原子
弹、氢弹的技术突破作出了重大
贡献。他多次参加国家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工作，在国家科学技
术发展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

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作
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
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
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
号为 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
“朱光亚星”。

从一封公开信开始

也许是因为他从事的工作的
保密性质，也许是因为他本人低
调不事张扬的性格，大家对这位
著名科学家知之甚少，而关于他
的生平事迹的图书更是少之又
少。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
介绍说：“《我们的父亲朱光亚》可
以说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朱老人生
历程的力作。”

事实上，这本书也是顾小英、
朱明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朱光亚先生 85华诞时，
献给祖国、送给父亲的礼物。

与一般的人物传记类作品不
太一样，《我们的父亲朱光亚》并
没有以朱光亚先生的童年开篇，
而是从一封公开信开始的。1950
年元旦前夕，在美国留学的朱光
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
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的
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
名。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

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
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
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
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
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

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
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
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
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
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信中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至
今读来仍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
感召力。这封信在当时海外的中
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强烈反
响，它像一个号召令，在此后有更
多海外学子在这封信的感召下回
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建设新中
国的栋梁。

这爱国的激情在字里行间浸
透，在段落中挥洒，令人百感交
集。这封信不仅是年轻时朱光亚
的一份精神写照，更是支持他一
生的赤子情怀，把此生毫无保留
地奉献给了亲爱的祖国。

18年的梦想终于实现

“许多年以来，父亲以他对党
的事业的忠诚，缄口不谈他所从
事的工作，加之他本人的低调以
及沉默寡言的个性，使人们对他
知之甚少。我们借助这部书稿构
筑的文字平台，随着‘两弹一星’
的轨迹，将我们的父亲、一位爱国
科学家的其人其事真实写出。”顾
小英道出了他们写作这本书的初
衷。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西部的
戈壁滩上升起巨大的蘑菇云，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试验成功。

看着升腾的蘑
菇云，一向刚强
内敛的朱光亚，
不禁潸然泪下。
因为 18 年前，
在美国开始寻
找的梦，终于在
这一天实现了。

1945 年，美
国在日本广岛
和长崎投下原
子弹。抗战胜利
后，当时的“国
民政府主席”蒋
介石也想在中
国制造原子弹，
他请时任国民
政府军政部次
长的国际著名
弹道学家俞大
维想办法。在蒋
的支持下，俞大
维找到物理学
家吴大猷、化学
家曾昭抡、数学
家华罗庚，并由
他们各选两位

杰出的年轻学者，与他们一起赴
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
吴大猷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1946年 8月，朱光亚与李政
道、唐敖庆等人一起赴美。这一行
人怀揣着“原子弹”梦想从旧金山
上岸后，却迎来了当头一棒，此时
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
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
均不得进入。残酷的现实再一次
让朱光亚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帮
助中国人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中
国人，一定要发展自己。1946年 9
月，他选择进入了吴大猷的母校
密执安大学学习，并选择了核物
理专业。

也正是这一段特殊的留学经
历，为朱光亚日后回国研制那使
世界为之震惊的东方巨响———中
国的原子弹奠定了基础。

他是中国的奥本海默

在中国数十年的国防科技发
展的辉煌历史中，特别是早些年，
朱光亚除了他的名字以外，其他
的都不见经传，即使是在“两弹一
星”元勋的行列中，他也是被解密
最晚的。加之他为人低调，更使他
一直远离媒体，闭口或很少谈及
自己，以至于成为谢绝采访的所
谓“神秘人物”。

而在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
舞台上，朱光亚究竟扮演了什么
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呢？曾经担任
过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

士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
技术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他起
着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核武器
理论研究所原科技委主任郑绍唐
研究员说：“如果把理论部主任邓
稼先比作‘中国的汉斯·贝特’，那
么，当时作为主管科研工作的领
导，朱光亚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奥
本海默’。”然而朱光亚在谈起自
己这一时期的工作时，却将自己
比作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
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他这个“瓶
子口”来承上启下。
朱光亚是我国核武器科技

事业的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是
为新中国发展壮大作出不可估
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的杰出
代表。而改革开放以来，他多次
组织领导了我国国防科技与武
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许
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
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国防科技
与武器装备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

在撰写这部书稿时，顾小英
和朱明远在翻阅和他们父亲有
关的国防科技史料、文献，甚至
是他自己撰写的文章时，总是能
读到一大串名字和他淡泊名利
的一贯主张：“事情是大家做的，
我个人只是他们中的一员；或者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大家的智
慧等等。”这常常使顾小英觉得
素材匮乏，无从下手；但另一方
面，他们也很能理解，因为这样
才是他们父亲真正的人品写照，
“宁静而致远，这就是父亲这位
‘两弹元勋’的人生境界，他正是
以这样的淡泊名利和无私奉献
成就了科技强国的伟业。他与老
一代科学家们，励精图治、艰苦
创业研制出的‘两弹一星’，不仅
为我们的民族树立了丰碑，让中
国人在世界挺直了脊梁，也奠定
了我国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

家人眼中的科学家

因为是家人来写的纪实作
品，《我们的父亲朱光亚》十分难
得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亲
切的角度来了解这位科学家。书
中有一篇“生活篇”展现了孩子
眼中的父亲，这位沉默寡言的科
学家在家庭里对家人也是有种
润物细无声的关爱。
在没有空调的年月，电风扇

也不普及的时候，夏天全家人吃
饭，围坐一桌，只要朱光亚在家，
他都会亲自为大家摆好家中的
台式电风扇。当电风扇转起来的
时，他还要观察一下它摆头时是
否能吹到大家，因为这样全桌人

才会都感受到清凉。要是电风扇
只往一个方向吹，他就会放下碗
筷去调整角度，而且是不厌其
烦。而亲情，也许就是体现在这
些琐碎而具体的小事情中。
“这就是父亲，多年来，一直

是习惯于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
考，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以行动
来影响与感召他周围的人。他以
思想的深邃与智慧、做事的求真
与务实、胸怀的博大与仁厚、待人
的真诚与坦然、去对待他的事业
和善待他周围的人。”顾小英说。

其实，沉默寡言的朱光亚，
也有幽默的一面。有一次，在核
武器研究院开会，当会议中间短
暂休会时，他抽空点燃一根烟，
并吐出一连串又圆又大的烟圈，
令在一旁看到此景的青年技术
人员十分好奇，朱光亚幽默地告
诉他，能吐出如此“高难度”的烟
圈，这要归功于板门店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朱光亚

在举世闻名的板门店停战谈判
上担任代表团的外文秘书和高
级译员。由于谈判陷入了僵持阶
段，久而久之，双方都练出了耐
性和坐功，甚至需要忍受较长时
间的沉默。这里有一个插曲，就
是由于双方在保持沉默时都是
一言不发，中方人员看着美国人
一支接着一支地吸香烟、一口接
着一口地吐烟圈，于是也相互递
烟。朱光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
了抽烟和吐烟圈。后来回国后，
他一直保留了抽烟的习惯。当
然，这个抽烟的习惯，在他的晚
年，成为了给他带来肺疾的根本
原因。
今年 12 月 25 日是朱光亚

先生 86 周岁生日，《我们的父亲
朱光亚》也即将再版重印。在顾
小英、朱明远看来，他们之所以
用自己的笔去跟随父亲的足迹，
记下父亲在他们心中的一切，因
为这是来自一颗纯洁无私的高
尚心灵的心语，“对我们来说，这
也是来自父辈的一份弥足珍贵
的心理馈赠，它胜过世间一切有
价的财富，它是真正的无价之
宝”。
《我们的父亲朱光亚》是一

部纪实作品，但顾小英更愿意把
她看成是一份爱的礼物，“父亲
无时无刻不在以纯洁而高尚的
道德情操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提
升着我们的人生境界，这也是父
亲用他一生不断默默地为我们送
出的礼物。现在，我们把这份珍藏
着的礼物，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希
望能对你们有用，也期盼能给你
们以滋养，因为这是一份爱的礼
物”。

黑格学术思想的结晶
《半导性与金属性聚合物》中文版首发式在京举行

《我们的父亲朱光亚》，顾小英、朱明远著，人民
出版社 2009年 12月出版，定价：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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