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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天地

根据有关规定，现通知原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后因各种原因与单位终止工
作关系，但未按规定转出人事档案的人员，请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15 日止
三个月期限内，到本单位办理人事档案转出手续。对逾期不办理的，本单位将一律转至中国
科学院人才交流开发中心以个人存档形式管理，本单位将不再存放上述人员人事档案。具
体人员名单如下：

高 岚 唐紫超 高 伟 高生强 唐 青 高 凡 庄恒忠 文煜峰 颜顺启
刘广宁 刘庆艳 刘玉刚 刘泽甫 刘春峰 郭 永 王新峰 霍霜红 王 琥
丁贤德 王 军 王进雄 王洪辉 王清正 王鸿飞 王志刚 王荣秋 王恩来
王晓筠 王 鹏 王小兵 张 驿 张红灏 张升水 张 森 张 勤 张其春
张婷婷 张振锋 张小东 张辉平 邢立华 马 巍 尹 峰 马明生 毛国平
毛 灿 毕经京 朱建东 朱长城 倪新海 徐彦平 徐文蓉 徐建军 宋 湘
宋 锋 汪 军 洪 瀚 梁瑞凤 冯 军 李文广 李于飞 李 颖 李 军
李 清 李本胜 李晓玲 李 明 袁明君 李 胜 李美龄 柯 杰 苏文成
莫亦明 董 侠 赵洪涛 赵春田 苏 青 赵 晖 苏 丹 韩 涵 韩明勇
韩 明 贺子如 相莹许 胡双华 柳上浩 杨征南 杨俊彦 胡先波 胡永其
杨树明 柳忠阳 杨学勇 成 林 成国红 赖小军 吕 宁 罗吉江 田 芳
景抚军 吴 靓 吴锡茂 罗常红 陈羽仲 陈小慧 周红兵 周金渭 余 浩
俞基群 钟明宏 常晓青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015年4月16日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办转人事档案的通知

20 世纪前中叶，百废待举的中国大师辈

出，桥梁界有茅以升、地质学界有李四光……
在同一时期，化工界也有一位伟人，他就是著
名化学家侯德榜。他在 1943 年创造的侯氏制
碱法一直沿用到上世纪 90 年代。

如今，他的故事被后人搬上舞台。4 月 8 日
晚，话剧《侯德榜》在北京化工学院科学会堂落
幕，全剧再现了侯德榜立志报国、赴美留学、创
办碱厂、南京炸厂和重建川厂的人生经历。

演出成功的掌声刚刚平息，但话剧背后
的故事正娓娓道来———

原汁原味的学生话剧

“德榜”“德榜”……话剧中赴美留学、创办
碱厂等场景，主角就是这样被同学、工友们呼唤
出场的。见到记者前来采访，演员们模仿话剧中
的语调，找来了侯德榜的饰演者高俊超。

高俊超是福建籍在校本科生，本身攻读
的是应用化学专业，与侯德榜的故乡、专业恰
好吻合。当然，他能够成为侯德榜的饰演者，

更是得益于一副“铁嗓”，曾经是校广播台“台
柱子”的他朗诵一个半小时的台词毫不疲惫。

饰演老年侯德榜的北化工业设计系教师
冯祖光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演员都是
经过公开启事招来的学生演员，均为零基
础。”零基础的演员们在排演之初，“动作、表
情根本没法看”，好在他们用心。

采访中，“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
东的饰演者孙博文突然抬起头打了一声招
呼：“侯博士，你好啊！”一如当年二人初见。原
来为了适应角色，演员们无论是台上台下都
直呼剧中的名字，这一习惯沿用到演出结束。

当然，比起演员零基础，还有一个更加“大
胆”的决定———将剧本交给大一新生来创作。

同样是排演话剧，其他高校的话剧大多
是交给专业团队创作、排演，但是主创人员之
一、北化团委教师程旭却觉得有一丝不妥，

“学生创作不了解话剧，但专业团队同样也不
了解化学”。作为一部文献史实剧，他更看中
再现其中的科学原理、科研过程。于是，在他
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构想———

剧本由学生创作，专业团队负责润色，而他做
当中的协调人。

北化话剧社社长、当时还是法律专业大
一学生的常晓宇满怀热情地接下了这个重
任，但创作中的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你无
法理解我创作时的心情，经常会有一种怀胎
十月，却遭遇难产一样的感觉。”除了学业，她
几乎推掉了其他所有的安排，硬是啃下来将
近两万多字的化工文献，完成了一万五千多
字的剧本初稿。

创新之处在于注重考证

身为天津塘沽人的程旭，从小就知道天
津碱厂、红三角牌碱粉，但是再深入的却并不
知晓。为了得到更细节、准确的资料，程旭辗
转联系到了侯德榜长孙女侯盛欣。在侯盛欣
的介绍下，又联系到孙辈中与侯德榜生活时
间最长的长孙侯盛锽。“侯氏一家有科学家、
企业家、教师，但是平时为人低调，听了我们
的想法后很是支持。”程旭说。

于是，资料中记载的侯德榜在侯家后人的
回忆中“活”了起来。程旭说，侯德榜在清华留洋
预备学堂时，10 门功课 1000 分（每门均满分），
演员们第一次听到都以为是话剧的创作，但“这
的的确确是侯家后人转述的事实”。不善言辞、
醉心工作的侯德榜内心却是有情有义。据侯家
人讲述，他与不识大字的妻子感情非常好，话剧
中他为了制碱事业就连妻子送饭也没能见上一
面就是讲述中的一个小细节。

此外，主创人员还前往永利化工天津碱厂
进行实地调研，力求最大程度地还原细节。他们
收集了永利化工百年发展历史
的众多资料，其中，有一部名为

《钩沉》的历史资料，详细记载
了当年建厂、制碱、出碱的时
间，让大家如获至宝。

考证 的工作不 单是主 创
人员在做，演员们也在努力重
现当年的制碱过程。

由红碱变为白碱、侯氏制
碱法最终产生是最重要的两个
场景，但在高俊超看来，剧本描
写得太过简单，“搞不清相关的
原理，自己记忆起来也很困
难”。于是，他找来大量书籍，将
相关的原理自学了一遍，再用
北化学生可以理解的语言讲出

来。“每一遍讲得都不同，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给
台下观众上课’一样。”

帮忙“抠”细节的人越来越多，饰演李工
的焦晓毅在原理的表现上提了很多意见，甚
至饰演财主的陈星宇还研究了不同时期商人
的形象。

有意义之事众人帮忙

虽然话剧《侯德榜》不比由专业团队打造
出来的精美，虽然因痴迷于排剧遭到家人抱
怨，但是“当你在做一件具有正能量，而且有
意义的事情时，所有的人都在帮你”，对于这
一点，程旭深有体会。

1 月 23 日，主创人员再次来到侯盛锽家
中征求剧本和排演修改意见。当天，为了表示
对话剧创排的支持，侯盛锽及爱人方瑛将侯
德榜生前旅行箱和衣物共计 10 件历史文物
捐赠给了主创团队。

最后，它们变成了一个位于礼堂入口处的
小型展览，展览陈列了侯德榜当年的工服、手
稿、图书等物件，仿佛用史料重复着他当年励志
求学、攻坚科研、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故事。

半个月前的一件小事也让程旭和演员们特
别感动。侯盛锽打电话来询问话剧团人数，没过
多久他和家人提着 30 多个亲手烘焙的小蛋糕
出现在演员面前。“科学家对于后辈的支持，对
于大学生发挥才智所做有意义的事的鼓励，成
为我们脑海中一个温馨的画面。”程旭说。

公演当天，侯家 12 名后人都赶来捧场，
外孙女还特意改签机票从新加坡赶来北京看
话剧。开演之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
大学校长谭天伟和侯盛锽为该校侯德榜工程
师学院揭牌，侯盛锽成为侯德榜工程师学院
名誉顾问。

直到落幕的掌声响起，忙到不顾家、被剧
团人员称作“第二个侯德榜”的程旭才终于可
以“做回自己”。

面对新疆冬季恶劣的环境，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勇气走出这一步。

千里之外的家访
姻本报记者 陈彬

这些天，大连理工大学少数民族预科班的
辅导员孙壮一直在为班里的一些活动忙碌着。
这样的生活从他去年接手这份工作起，就一直
持续着。然而比起 2014 年，如今的孙壮对于这
个多民族的大集体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
感情。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今年寒假期间一次跨
越千里的家访。

严冬赴新疆

大连理工大学的少数民族预科班成立于
1980 年，如今已经有了 35 年的历史。每年，来自
不同少数民族的学生都会在这里接受为期一年
的学习，为将来在大连理工大学的学习、生活打
好基础。35 年来，这个班里的班主任一直都是
由全国道德模范、大连理工大学教授邵春亮担
任的，但辅导员却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人选。而
就在去年，已经从事辅导员工作 8 年时间的孙
壮来到了这个特殊的班集体。

孙壮所带的 2014 级预科班共有 76 名学
生，其中仅新疆籍学生就有 30 人。这些学生来
自 6 个不同民族，情况各异，如何能够更好地了
解他们，更好地走进他们的内心呢？孙壮想到利
用寒假到新疆进行一次家访。

事实上，辅导员利用假期家访在大连理工
大学已经是一项坚持多年的传统，只是只身一
人在严冬来到千里之外的新疆，牺牲个人时间
家访数十个家庭，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不
小的挑战。

“要想去新疆家访，但面对新疆冬季恶劣的
环境，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勇气走出这一步的。”
对于孙壮的决定，邵春亮颇为赞许。

邵春亮今年已经 80 岁高龄，而孙壮却是一
个地地道道的“80 后”。家访出发前，这两个“80
后”促膝长谈了一番。谈话间，邵春亮对这位年
轻的后辈说：“你只要到了新疆，走进了学生的
家里，顺顺利利完成家访工作，就已经转达了学
校对少数民族孩子的关爱。”

带着这份关爱，今年 1 月末，孙壮从大连
出发，在北京坐上开往新疆的火车，哈密、吐
鲁番、乌鲁木齐、昌吉、阜康、呼图壁……22 天
时间里，这位年轻的辅导员将自己的足迹踏
遍新疆的 16 个地区，仅新疆境内的行程就达
3400 多公里，走进 27 个少数民族学生家庭进
行家访。

22天家访 27个家庭

虽然在临近期末考试之前，预科班里的新
疆籍学生已经得知孙壮要去家访的消息，但当
他们的辅导员真的站在自己面前时，很多人还
是吃了一惊。

“我之前跟他们说，期末考试成绩出现问题
的学生，我一定会去家访，其他的学生就不一定
了。但最终，除了两位家住南疆的学生，以及一
位当时没在新疆的学生之外，剩下的我还是都
访了一遍。”采访中，孙壮说。

或许，这背后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听说我假期要去新疆家访，好多朋友开

玩笑说，你这是要去公费旅游的节奏。”对于
朋友的调侃，孙壮觉得有些无奈：“22 天家访
27 个家庭，见缝插针，我还带着学生开展了

‘大工学子母校行’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先后
走访了当地的 7 所中学。这样紧密的节奏，哪
有时间去旅游？”

事实上，在这 22 天里，孙壮看到的景点只
有赛里木湖和果子沟大桥，那是坐在班车上透
过窗户看见的。当然，此次新疆之行也的确让孙
壮长了不少见识，比如平生第一次看见了驼群、

马队和连绵不断的雪山，第一次品尝了新疆美
食那仁，第一次乘坐汽车在悬崖旁的公路上飞
奔……

“要感谢孩子们，因为做他们的老师，我才
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孙壮说。事实上，此次新
疆之行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也是这群已经朝
夕相处数月的学生们。

比如班里的优秀贫困学生伊力扎提·安尼
瓦尔。在家访中，孙壮切身感受到这家人的生活
是多么不易。“父亲患有较重糖尿病和腰椎间盘
突出，每天药不离身，还要靠送报纸挣钱。妈妈
在附近的中学清扫厕所和楼道的卫生。夫妻俩
一个月不到两千元的收入要供孩子上学，还要
维持家里日常开销，但这家人依然乐观地生活
着。”孙壮说。

再比如酷爱踢足球的达吾勒。从小就爱踢
球的他，在备战高考时也风雨无阻地训练。“如
果不是家访，我可能不相信他是一个学得好又
玩得好的孩子。家访之后，我对他踢球的支持更
加多了。开学后班级里成立了足球队，我推荐他
做了队长。”

“这是我第一年带预科生，走过的这条路让
我读懂学生们。”孙壮说道。

30多年的传承

就在孙壮忙碌着自己的新疆家访时，远在
千里之外的邵春亮接到了很多新疆学生家长的
电话。电话里，家长们在称赞孙壮认真负责的同
时，也打趣道：“你这个地方有接班人了。”

“其实更应该说，我们的民族教育后继有人
了。”对此，已经埋头民族教育数十载的邵春亮
颇有感受。

事实上，大连理工大学的民族教育已经形
成了一定的传承，而这种传承在此次孙壮的新
疆之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在对哈萨克族学生高晓琨的家访中，
孙壮了解到，高晓琨的父亲就是大连理工大学
的 86 级校友，而且当年也是以少数民族预科生
的身份考入学校的。“30 年前，邵春亮老师就曾
来到师兄家里家访。30 年后，师兄又把女儿送到
母校读书，以校友和家长的双重身份迎接女儿
的辅导员家访。”

对于传承，邵春亮也有着自己的一份理解。
在他看来，对于孙壮这样的一个初次见面的陌
生人，想要马上获得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其实
并非易事。但是，孙壮此行却受到了家长们的热
情欢迎。这除了孙壮日常的沟通工作做得扎实
之外，大连理工大学与新疆少数民族三十余载
的交往所积累的情感也是重要原因。

“这就像一杯美酒，经过 30 多年的酝酿，已
经成熟，而孙壮就是在品尝这杯美酒的甘甜。”
邵春亮说。

在邵春亮说这番话时，孙壮已经从新疆返
回，开始了新一学期的工作。只是有时他做梦
还会梦到新疆，梦到家访的情景。“我想我是
爱上了新疆，爱上了好听的疆普，爱上了那里
的人。连《新闻联播》里看到新疆的大雪都那
么兴奋和亲切。”他说今年暑假，希望有机会
能带着新疆的学生们到当地的大型企业里看
看，也希望同学们毕业后都回到新疆工作，建
设自己的家乡。

在孙壮畅想着暑期计划的时候，邵春亮也
在盘算着自己未来的安排。“我和孙壮说过，我
会把他扶上马，再送上一程。然后，就要靠他自
己往前走了。”采访中，这位八旬老人如是说。

千里之外的家访结束了，而在既是家访起
点又是终点的大连理工大学，民族教育那份爱
的接力依然在一步步地传承着……

近距离看书却看
得模糊，别人对着说
话也听不清楚，甚至
拿起笔来写字都歪歪
斜斜，走起路来颤颤
抖抖地……这幅养老
院里最常见的老人们
的生活画面，竟然发
生在南京财经大学的
一群大学生身上。

4 月 8 日，南京财
经大学 Sunny 爱心协
会举办了一场“当你
老了”体验老年人生
活的公益活动，一下
子就吸引了众多大学
生的关注，“原来老人
看书、写字、走路是这
么困难！”“不换位感
受真不知道！”许多同
学都不禁感叹。还有
同学表示：“以前对家
里 的 老 人 挺 没 耐 心
的，我以后一定理解、
关爱他们！”

大学生怎么变“老”了

“合理饮食，是治疗糖尿病的手段之
一。严格……严格什么呀？我看不清楚
了！”会计学院大二学生范路遥读着健康
贴士，勉强才读了一句就发现下一段看得
很模糊，读不出来了。

“好像是‘控制’什么的，后面的没听
清。”“是‘控制体重才能精力充沛’吗？我
是连听带猜的。”现场很少有同学完全正
确地说出了工作人员出的题：控制体重，
保持精力充沛。

审计 1401 班的周宜川艰难地拿起笔
来，调整了几次握笔的姿势，最后在纸上
写下了歪歪斜斜的“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
院”几个字。周宜川还尝试了最后一个项
目“跨越小凳”，只见他“步履蹒跚”地走
了几步，使出了较大的劲才跨过了一个小
凳，还引来了现场同学的一阵阵掌声鼓
励。

“我们有一系列道具来帮助同学们完
成体验活动。”Sunny 爱心协会的会长俞
越解释道，为了让大学生们可以从不同方
面真切地感受到老年人的生活，体验活动
一共分为视力、听力、关节、负重四个区
域。

每一个体验区域又是怎么让学生们
体验老人生活的呢？俞越说：“视力体验
区是戴上特制的眼镜，镜片上我们会串起
一层细尼龙丝，要求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
阅读完指定文字；在听力体验区，参与者
戴上放着音乐的耳机后再戴上耳套，要求
完整复述工作人员朗读的句子；关节体验
是指参与者戴上束缚手指弯曲的手套书
写一段文字；最后的负重体验要求参与者
双手双脚分别绑上 4 公斤、3 公斤的沙
袋，膝盖处绑上纸板以限制关节，然后跨
越两个障碍物。”

换位感受心情复杂

体验整个活动后，周宜川感慨道：“这
种感觉太不舒服了，甚至很痛苦！原来老
年人就连看书、写字、走路这么简单的动
作都要承受这种痛苦。如果不亲身感受，
我真的很难想象！”

“以前和我爷爷说话，我总是抱怨他
耳朵不好使，非得我大嗓门加上重复好几
遍他才听得见。刚刚体验到听不见声音的
感觉，我才能想象到爷爷听不清我说话时
的焦急，才知道自己以前多不对，以后我
要多理解、关心我爷爷。”在听力体验区，
一位大二的法学院同学这样说。

“五一回家就给我爷爷买助听器！”周
宜川说道。

两个多小时的活动结束后，有 17 位
同学现场报名要成为养老院义工。俞越明
显感受到：“很多同学刚开始可能是抱着
好奇的态度来的，但当他们自己亲身体验
后，视力的模糊、听力的减退、关节僵硬、
行动不便，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老
人们的生活状态。道具虽然简单，但看得
出来，换位感受后，对大家的触动是很大
的。”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呼吁更多的同
学去了解老年人困难的生活状态，对待老
年人要‘多理解，不排斥，多关爱’，也希
望同学们要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以健康
的生活方式来保养自己年轻的身体。”俞
越说。

在此次活动成功的基础上，Sunny 爱
心协会还将在校园内放映以关怀失智老
人为主题的纪录片《奇迹的夏天》。此外，
爱心协会还会组织 17 名同
学 准备 在 接下 来的 两 个周
末，前往美林老年公寓做义
工，陪老人们聊聊天，教他们
手指操和剪纸。

俞越也呼吁所有的
大学 生：“关注 老年 人
群 体 ，从 当 下 做
起，从身边做起，
从 关 心 家 里 的 长
辈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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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侯德榜》背后的科学情结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刘一君

孙壮在家访。

话剧《侯德榜》剧照 张弘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