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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学科发展研究
系列报告（2010~2011）》

本报讯 5月 20日，科学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科学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旅游
报社在京联合宣布：一本承担着
“展示中国形象，助推旅游发展”
使命的高端人文旅行杂志———
《中国国家旅游》，拟于今年 8月
正式创刊。首次创刊研讨会同日
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潘教峰出
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宣传
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
学院、国家旅游局等有关部门领
导以及业界专家学者参加了研
讨会。

在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出版
产业发展司司长范卫平宣读了
李东东副署长的讲话，表示新闻
出版总署高度重视《中国国家旅
游》杂志的创办。李东东在贺信
中说，总署鼓励体制改革到位、
整体实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出版
单位盘活现有的出版资源，优化
产业结构；科学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抓住
国家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机遇，通
过调整盘活公司既有的报刊资
源，与中国旅游报社共同创办了
《中国国家旅游》杂志。李东东对

杂志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发挥
专业出版优势，培育旅游期刊品
牌；第二，积极探索集团化发展
道路，以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发
展；第三，研究新媒体、新技术，
加快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步伐。
总署领导希望中国国家旅游杂
志立足于传播、发掘中国本土旅
游特色与文化底蕴，以开阔的视
野、专业的品质用好出版资源，
注重舆论引导资源，培养品牌期
刊，兼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推进国家旅游产业发展作出
贡献。

杜一力对杂志的发展提出
了明确要求和期望。杜一力说，
《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应定位为
旅游文化的引导者，充分挖掘旅
游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优势。杂
志的创刊发展将是一个无尽的
创新过程，希望杂志引导广大旅
游者走向旅游文化的深处。

研讨会上，与会的行业领
导、资深传媒人和专家学者对杂
志创刊团队的工作给予了较高
评价，并就杂志的创办宗旨、目
标定位、发展愿景、栏目设置以
及品牌推广策略等方面提出了
中肯、详尽的建议。 （杨新美）

书界动态

本报讯 5 月 19 日，2011 长
春图书博览会服务民生项目启
动仪式隆重举行。长春市市领导
崔杰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为
特殊群体代表发放了免费购书
卡。

长春举办图书博览会，是加
强和改善民生，用文化惠民，构
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体
现。为了凸显“文化服务民生”的
宗旨，将书博会办成百姓的节
日、民生的大会，2011书博会启
动了十项服务民生项目：阅读扶
助项目，为城市低保户等特殊群
体发放 600万元的购书卡；向市
民免费发放健康类图书项目，免
费向市民及农家书屋发放《长春
市民健康知识读本》一书；市民
购书优惠项目，向市民发放打折
卡、优惠券等；开设四条书博会
直通车线路，免费发放公交车乘

车票；组织开展“爱心捐赠”活
动；提供购书刷卡服务项目；开
设健康知识讲座；为市民增设休
闲区域；投入 10万元建设职工
书屋；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系列
活动。

长春市委常委、副市长郑文
芝在启动仪式上说，启动长春图
书博览会期间送图书、送健康、
送文化等一系列惠民、便民的文
化民生项目和活动，主要目的就
是借助书博会这一平台，向百姓
尤其是低保户等特殊群体提供
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广大
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解决好群
众最基本的文化生活需求。本届
书博会服务民生的项目更多、范
围更广、力度更大。文化主题活
动更丰富多彩，使书博会成为了
全民阅读的平台、文化惠民的载
体、服务民生的窗口。（石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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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现在的年轻人和社会应该多关心烈士家
属、残疾军人，不要忘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和那些最可
爱的人。”80岁高龄的《那年、那月、鸭绿江那边的记忆》
作者何宗光在“共和国风云纪实”丛书发布会上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辛亥革命 100周
年，长征出版社联合北京含章行文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出
版了“共和国风云纪实”系列丛书。

解放军出版发行技术保障部副主任姜兴华大校、解
放军报长征出版社常务副主编樊易宇大校、解放军报社
长征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陈锡祥和“共和国风云纪实”系
列的三位作者作为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

陈锡祥说，2011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辛

亥革命 100周年，同时还是西藏和平解放 60周年，中央
苏区建立 80周年，此套图书的出版是对党和国家历史的
补充。三位作者中既有历史的亲历者、当事人，也有研究
专家、专业作家。同时，这套书是对青年朋友、青少年进行
社会主义爱国教育的优秀教材，在多元化、拜金主义盛行
的社会，重温无数英雄人物和一代伟人毛泽东丰富而传
奇的人生经历，重新审视自身对党、对家、对国的认识，对
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据了解，这套书的最大亮点是全图文展示鲜为人知

的共和国风云档案，图片全部来自解放军报社尘封档
案，很多图片是第一次向世人展示，清晰度高，极为珍
贵，为广大读者开启尘封已久的红色记忆。 （杨新美）

重温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
“共和国风云纪实”丛书出版

汤定元：掌握自我命运的钥匙
阴本报记者 钟华

20多年的“忘年交”

《汤定元传》 一书的 作
者———原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
秘书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
成员宓正明是与汤定元相识 20
多年的“忘年交”。 宓正明说，
他能与汤先生结识，是因为 25
年前的一件小事。当时宓正明
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宣传处
负责人，他看到九三学社内部
出版了一本《凌云集》，收集了
几十位九三学社成员的事迹，
这些成员都是各个领域的科学
家、医学家，但是其中就没有汤
定元。宓正明说：“他当时是全
国政协常委，又是一位红外技
术专家，我对此事很纳闷，于是
就到他府上拜访。”
见到汤定元以后，宓正明

才知道，汤先生是一位十分谦
虚的人，他淡泊名利，再加上他
从事的专业涉及国防科技，相
对保密。以至一度曾经十分熟
悉汤定元研究成果的外国学者
都以为他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
了。“我这才恍然大悟，这样就
更加增加了我要采访他的兴
趣，后来通过深入采访，我写成
了第一篇人物通讯稿《红外技
术的带头人》发表在 1986 年第
二期《少年科学》杂志上。”宓正
明说，从此，他们结下了不解之
缘。
以后的数年间，宓正明陆

续为汤定元撰写了 10 余篇文
章，并公开发表。2001 年，汤定
元本人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
收录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
《资深院士回忆录》一书当中，
当时，汤定元邀请宓正明帮他
一起整理和润色。这些密切的
合作为宓正明写传记打下了基
础。
在汤定元得意门生褚君浩

院士的鼓励下，宓正明开始为
汤定元写传记。一方面，在 20
多年的交往中，宓正明积累了
不少资料；一方面，此后他又经
常往汤定元家里跑，了解了更
多的详细细节；不仅如此，汤定
元也给他看了很多自己的科学
报告和文选。传记成稿后，汤定
元认真审读了稿件。“他看得很
仔细，但是他十分尊重事实，也
十分尊重作者，他对我的认可
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宓正明
说。

对教育事业充满着爱

2002 年，汤定元获得了何
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奖金一共 20 万港元，他把
这些钱都捐赠给他的母校江苏
金坛的华罗庚中学设立奖学
金。
宓正明是事后从褚君浩院

士处得知这件事情的，他对记
者说：“其实，汤先生并不富裕，
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他真的很
需要这笔钱。他儿子一家买房
要贷款，他自己住在一个 4 层
楼的公寓房，没有电梯。当时这
20 万港元是很可以在房子上做
些改善的，可他却没有这样做，
他把钱全部捐了。如今他 91岁
了，还在步行上下楼。”这件事
情让宓正明深受感动，通过为
汤定元撰写传记，他也更深地
了解了这位老科学家的精神与
情怀。
汤定元的青年时代，是在

军阀混战、日寇侵略、中国人民
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度过
的。书中通过描写汤定元的家
乡江苏金坛小坵村在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历史变迁、村民习
俗家族制度以及农村经济的日
益衰败，为读者呈现出旧中国
的一个缩影，而汤定元的求学
之路更充满了坎坷。

1931 年，汤定元在金坛县
城书院小学上五年级。当年江
南大水灾，家里经济拮据，借贷
无门，他不得不休学，他将这种
失学的切肤之痛铭记在心。在
家自学了一年半后，家里的情
况略有好转，就去报考金坛县
初级中学（今华罗庚中学）初中
一年级的插班生。在这里，他受
到韩大受校长的知遇之恩。后
来无锡师范学院那些优秀教师
的教诲，他也终身不忘。
汤定元一直铭记着那些老

师，对他们很感恩，在《汤定元
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
少年时帮助过他的师友一个个
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们也
可以看出汤定元对他们的感激
和怀念。宓正明说：“也正因为
如此，他从小就对教育事业充
满着爱，对教育者充满着崇敬
的心情。获得奖金，他没有把钱
留给自己的家人，他想到的是
如何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想
到中国青少年的培养，想到那
些虽然一心求学向上，但是家
境贫寒的学生。”
读完初中考上无锡师范

后，他憧憬着将来要当一名小
学教师，但日寇的飞机轰炸，击
碎了他的求学梦。汤定元年轻
时代的流亡生活，使他奔波在
民间，体验了民众的喜怒哀乐，
耳闻目睹中华民族备受凌辱。
他一边流亡一边还在自学，后
来终于在重庆考上了中央大
学，他的求学生活同样展现了
他的拼搏精神，他对科学报国
的满腔热情，以及他对实验科
学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毕业后，
他漂洋过海来到太平洋彼岸的
芝加哥大学，取得两项特别重
要的成就，而新中国成立后，他
又踌躇满志地冲过障碍报效祖
国。
谈到自己虽然在美国已经

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但建
国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学位而
回国，汤定元说：“我们那一代
的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一段中
国历史，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

爱国主义精神是很自然的事
情。”而这种自然，到“文革”中，
却被视为不正常。当时汤定元
先生被批为叛徒的原因之一
是，国外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
回来？肯定是派回来的特务云
云。汤定元无以解释，索性缄默
不语。他培养的优秀学生，日后
出国深造的时候，他总是牵肠
挂肚，劝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
国。而褚君浩院士正是牢记了
汤定元的教诲，尽管外国研究
机构热情挽留，他学成后也毅
然回国了。

三封信与中国红外研究事业

在回国后的 60年中，汤定
元开拓了我国红外研究的新领
域，开创和参与研制出各种性
能优良的红外探测器，并成功
地应用于我国空间遥感和军事
探测等先进装备中。在《汤定元
传》中，作者宓正明披露了在我
国红外研究领域中一段由汤定
元的三封信引出的佳话。

宓正明说，红外技术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起来的。
1958 年，汤定元意识到当时中
国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物理机
制，还应该在应用上多做文章。
于是他直接写信给解放军总参
谋部，建议红外研究领域应注
重器件研制，例如红外探测器，
可用于军事、国防等领域。这封
信受到了解放军领导的重视，
国家正式向中国科学院下达了
红外技术的科学研究任务。

没过多久，到了“大跃进”
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30 多家
研究所因经费等原因“下马风”
盛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汤定
元第二次提笔，写了一封信给
聂荣臻元帅，在信中他极有预
见性地指出：红外研究是大有
发展前途的，不要让它中断，但
不能搞“一窝蜂”，要聚散为整，
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攻关。由
于他的倡议，红外技术与应用
光学并列作为国家的科研发展
重点，中科院于 1963年底召开
了红外工作会议，并作出一个
重要决定：把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与昆明物理研究所作为中
国发展红外技术的专业研究
所。

1965 年，我国空军在南海
上空打下一架美国战斗机，当
汤定元获悉美机上有红外雷达
时，他再次给聂荣臻元帅写信
表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希望
能承担红外雷达研制任务，信
中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对红外
研究的信心与决心，又一次得
到了聂帅与党中央的支持与帮
助。
汤定元对记者说：“从现在

我们国内这方面的成就看来，
可以说，军方、各大部门都认识
到红外技术的重要性，红外技
术已经是我国战略性的高科技
之一，在陆海空、气象卫星、航
天航空遥感都有广阔的应用，
现在有关红外的研究所、工程、
公司已经有了几十亿产业的行
业。”
“作为我国红外事业的创

始人，他把握方向，培养了大批
人才，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把我
国红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壮大辛
勤奋斗了半个世纪，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宓正明说，“我想展
现他在科学工作的道路上历经
艰辛而矢志不渝，在科学研究
中历经磨砺而硕果累累的精神
风貌。也许，从汤定元先生身上
能体现出科技工作者自强不息
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能够
体现出敢于创新，为祖国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拼搏精神，
也能体现他治学严谨，甘为人
梯的崇高精神。”

为科普呐喊

青年时代的汤定元就开始
对物理着迷了，但他对中文写作
并不感兴趣，可能那时的他做梦
也不曾想到日后会涉足科技创
作、科普创作和科普翻译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
有一些群众写信给中国科学院
提出某些科学问题，要求专家
予以解答。对北京天坛中回音
壁、三音石和圜丘之上的天心
石这三个建筑物的声学现象如
何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把这个
任务交给了汤定元。尽管当时
刚刚回国的他对天坛还不太熟
悉，但是他有一个信念，把科学
成就与进步告诉老百姓是科学

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于
是他对这个建筑物进行踏勘，
对其声学现象进行了反复分
析。后来，汤定元的第一篇科普
文章《天坛中几个建筑物的声
学问题》完成，从科学上解释了
400 年来人们迷惑不解的天坛
奇异声学问题。这篇文章发表
在《科学通报》上，同时《物理通
报》也予以转载。没想到这篇文
章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大家的
认可也给汤定元继续写作科普
文章提供了信心。
此后，他还翻译过瓦维洛

夫的《眼睛和太阳》等著名科普
书籍和文章。至今为止，他撰写
和编译出版的科技专著和科普
书籍已达 10 本，印刷字数超过
300万。“不仅仅要依靠少数科
学家的才能，而且要不断吸收
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让他们熟
悉科学研究的结果与方法。只
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不
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通过青年人自己的贡献，新
鲜血液和新的思想就会不断涌
入科研工作。”这也正是汤定元
始终如一地倡导科普、为科普
呐喊的原因。
《汤定元传》中涉及许多红

外方面的科学知识，在宓正明
的笔下，他轻松地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
而这与作者多年工作中积累的
经验是分不开的。宓正明说：
“首先，因为汤定元先生本身就
是科普的行家，我在他的指点
和熏陶下，也许会进步得快一
些。我是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
员，又长期在九三学社上海市
委宣传处工作。九三学社是一
个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
学家居多的党派，我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开始与数以百计的
科学家打交道，与他们交朋友，
采访他们。我知道，与科学家打
交道首先要熟悉他的专业，学
习有关的科技资料，要达到这
样的程度：在外行人看来，你俨
然是这个领域的‘内行’，那就
得下功夫做案头工作，这样才
能与采访对象有共同的语言，
才会跟你亲近，才会把你当朋
友。1993年我开始在上海市政
协机关报《联合时报》担任新闻
部主任，专职从事新闻工作。我
既是机关宣传工作者、又当过
新闻工作者、还是科普作者，集
三种身份于一身，我想，只要通
过自己的努力，是能够做好写
传记这件事的。”
总结做科学研究几十年岁

月的成功经验，汤定元说：“对
一位科研工作者来说，想要做
好科学研究，取得成绩，首先要
对他所从事的科技有非常浓厚
的兴趣，我觉得我开始就是因
为有浓厚的兴趣才进入这个领
域。其次，对于研究工作要有很
明确的目标，不能浅尝辄止，要
不怕失败不怕困难，这些都是
起码的精神。而研究方法方面，
第一要对科技的内容仔细慎重
地了解各个方面的关系，其次
要了解掌握国际前沿，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点；最后，研究工作
要抓成果。”
而在对他几十年学术生涯

了解后，宓正明认为：“特别可
贵的是，在汤定元先生的人生
旅途中，他一次一次努力地改
变自己客观的生存环境，打造
掌握自我命运的钥匙，在度过
多少个甘于寂寞的分分秒秒之
间创造理想的亮点和乐趣。汤
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创新的
科学精神和他交叉灵活的科研
思路和方法，无疑是一笔难得
的精神财富。”

长春书博会惠及民生

《中国国家旅游》杂志
创刊研讨会在京举行

“您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
曾为我国物理学的发展和国家科
学技术、国防科学技术的创新作出
了重要贡献。您研究发现了金属铈
的高压相变起源于原子半径的突
然收缩；首创了国际上高压物理研
究的重要仪器———金刚石高压容
器；在我国开创了窄禁带半导体分
支学科……同时，在这些科学研究
过程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的科学技术人才；您热爱祖国、严
谨治学、刻苦钻研、开拓创新的精
神与优秀品格，为后学树立了榜
样。”2000年 5月，时任科学技术
部部长朱丽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
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
席路甬祥向 80华诞的汤定元院士
发去的贺信中这样写道。

而如今，在汤定元 91岁的生
日之际，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
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
记”系列之《汤定元传》出版。这部
传记为读者们展示了汤定元院士
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荩

《汤定元传》，宓正明著，科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出
版，定价 35.00元

为更好地配合 2011 年世
界生物多样性日纪念活动，第
四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利用”数码摄影赛作品展于 5
月 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当天在北京植物园开幕。

此次展览从 2010 年 12
月开始征集到 2011年 4月底
共收到作品一千多幅，作者有
学生、研究员、工人、干部、自
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退休人员

等，作品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性。

本届摄影比赛经过专家委
员会评选，共有九项作品分获
一、二、三等奖，并从一千多幅作
品中选出二百幅代表作品，在北
京植物园盆景园展出。图为获奖
者在摄影大赛作品展开幕式上
领奖。
（文 /麻晓东摄影 /胡京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
摄影赛作品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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