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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惟愿此生长报国惟愿此生长报国
——读《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精神》有感

□ 刘小兵

书香政协书香政协

讴歌家国情深、深刻诠释科学家精神的《风范：
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精神》一书，是一本讲述中
国科学家“爱国奉献、勇攀科技高峰”的纪实读本。
全书以生动的笔触，深情讲述了众多科技精英，心怀
祖国和人民，于平凡的工作中率先垂范，用一生的勤
勉和实践，谱写出一曲曲科技报国的动人旋律。

作者刘峰松用特稿的叙事方式，集中塑造了 21
位科学大咖将祖国和人民利益放置于最高位置，在
各自领域，攻坚克难、勇挑科技大梁的爱国者形
象。这些功勋卓著的科技工作者主要包括：小麦远
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
承宗、中国冶金科技事业的开拓者李薰、中国植物
分类学的引领者王文采，以及马大猷、杨乐、邹承
鲁、施雅风、夏培肃、刘嘉麒、任继周等众多两院院
士。翻开他们的人生履历，于朴实无华的书页间，
赫然可见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在他们身上所彰显
出的科学风范和优秀品格，不仅生动诠释了新时代
科学家精神所蕴含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
同、育人”六大特质，也从一个个侧面，真实记录下
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艰辛历程。

赤诚报国、忧国忧民，是这些科学大家勠力同
心、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精神之源。在
这方面，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就是其

中的杰出代表。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李振声，
从小就立下了“让中国人家中装满粮”的宏大理
想。大学毕业后，他自觉将所学的小麦育种知识运
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大胆将牧草与小麦杂交，从而
成功培育出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最终通过坚持不
懈的农业研究，用强大的科技力量，为我国的粮食
安全铸牢了坚实的根基。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化学家黄葆同也是如
此。新中国成立之初，身在美国的黄葆同正准备回
国参加建设，却被美移民局非法拘捕和关押 114
天。后来，在各方关怀下，黄葆同终于回到了祖国的
怀抱。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回国后，
黄葆同忘我地投身到科技攻关工作中，本着国家需
要什么就研究什么的宗旨，毅然打破国外的技术封
锁，通过反复试验，一举研发出具有我国特点的五九
酸钒新催化剂体系，获中国科学院发明奖一等奖，为
我国合成橡胶生产开辟了新路。并在高分子化学学
科领域，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催化剂体系。

开拓创新、真诚奉献，是这些科学家奋楫笃行、
书写出中国科技璀璨华章的动力之源。生物信息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交出
了一份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在常年的科研攻
关中，陈润生始终以宏阔的视野，将生物信息学与生

物物理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与众多科学家积极投身
于推进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当中，并用卓有成效的
研究成果，带动了中国在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等领
域的起飞。尽管多年以来，陈润生获得过无数荣誉
奖项，也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但他淡泊名利，连
给自己取的微信名也叫“微不足道”，彰显了他“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和赤子之心。

此外，著名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有着
“中国计算机之母”称誉的夏培肃，也是创新奉献的
楷模。1952 年，在华罗庚教授的组织领导下，夏培
肃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小组，1960 年，经
她主持设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一举
填补了中国人在设计制造计算机方面的空白。工
作中，她一直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不
断创新，才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当研制计
算机的任务完成后，她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计算机
知识的相关培训教育当中，以甘为人梯的园丁精
神，为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倾尽了一生心血，践
行了“坚持做中国自己的计算机”之誓言。

《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精神》用朴实无
华的文笔，热切展示了中国科学家秉持科技报国宏伟
理想、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通过科技的力量使中国发
生巨变的过程，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山下的李子已经退场谢幕，但七曜山上，万州区普
子乡土庙村一坡坡李子树上却挂满脆红的李子，如一
串串玛瑙。

这一坡坡李子树的主人叫朱廷胜，尽管今年都 53
岁了，乡亲们还是习惯喊他“胜娃”。朱廷胜家的几百亩
脆红李挂果后，他的手机就响个不停。8月 26日是李子
坡“开李”的日子。前一天，乡亲们天一亮就来李子坡摘
李子，不到 10 点，堆在朱廷胜家“李子屋”的几座“李子
山”就被闻讯赶来的水果商抢光。一些慕名而来的游客
驾车在“李子屋”前的公路上排成了长队。朱廷胜指挥
乡亲们装箱上秤装车，穿着短袖都汗流浃背。

朱廷胜是土生土长的七曜山人。七曜山生长着七
座挺拔的山峰，风景秀美，是三峡人心中的神山，也曾
是三峡著名的穷山，“睡的苞谷壳，住的茅草窝，走的
泥巴路，吃的三大坨（红苕、洋芋、苞谷）”。这是七曜
山最辛酸的顺口溜。朱廷胜所在的土庙村向上是望不
到顶的广阔山林，留给村里每个人的土地极少，而且
多是山坡上乱石林中的巴掌地、鸡爪地，吃上一碗白
米饭曾是土庙人的梦想。

朱廷胜 19 岁就离开土庙到上海打工，最开始帮
着人家收破铜烂铁，后来他带着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
创业，开起灯饰公司，成为土庙人口中称赞的“胜娃

老板”。
2007 年，朱廷胜回到老家把村里 700 亩荒山流转

过来。荒山上的山茅草、荆棘丛深深地刺痛了他的
心。朱廷胜说，从来没有穷山，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
还是脚下的土地最踏实，他相信脚下的每一片土地。
此时，七曜山上建起几百架风力发电的大风车，旁边
是风景区和草场。政府已将土庙 300 人纳入高山移民
范围，准备整体外迁到平坝地区或城里。朱廷胜回来
流转荒山，一下点燃大家的希望。

要想富，先修路。朱廷胜出资修通了土庙连接外
面的公路，从百家梁到湖北堰塘坪，从土庙村到上七
曜山风景区。一条路，活络了大地的动脉。路一通，
村里的土特产、七曜山上的野生中药、土蜂蜜一下就
畅销起来。后来政府又投资把他修的土路全部油化，
乡亲们心里一下亮堂起来。

2019年，朱廷胜留下一部分土地继续种天麻、大黄、
金银花等中药材，更多的土地开始种高山脆红李，让李
子树在七曜山上落地生根。种植专家告诉他，七曜山的
李子会比山下的晚两三个月，“好李不怕晚”，后来者居
上。乘着七曜山开发的东风，他又在自家的老屋上建起
民宿。人们到七矅山看风车、看雪景、避暑，春天看遍山
雪一般的李花开，秋天亲自到李子树上摘李子，放牧李

子坡上的山羊，看风车的转动，听清风的声音。
跟随朱廷胜走向他的李子坡，每一方山坡上都是

远远近近来采摘李子的游客和村里的乡亲。朱廷胜
的李子不愁销路，当年在上海、江浙一带交往的老板
们渴望能吃到金秋三峡的李子，山下已经不见李子踪
影的人们等着七曜山上的高山李。更高兴的是那些
看着他长大的乡亲们，不但没有高山移民，留在了祖
辈居住的故土，还能在家门口挣钱：平时种植药材、
牧草、喂养蜂蜜、给李子树修枝；李花盛开和夏季炎
热时节，到“胜娃”的民宿服务，李子成熟的时节上坡
摘李，迎来了比庄稼地上更幸福的收成。看着乡亲们
每月数着工资，看着漫山的李子，朱廷胜从来没有这
么踏实过。他说这是对故乡的“投桃报李”。

一串串紫红发亮的脆红李格外养眼，沉甸甸地挂
满枝头。摘下一咬，脆甜多汁。“爸爸，赶快再安排些
人手上坡摘李子，民宿那边来了十几车人要带李子
走！”这是朱廷胜的儿子朱德宏，看到父亲的农业公司
越做越大，如今也回来给父亲帮忙，尽管在上海出生，
但他的血脉里吹拂着七曜山的风。

以李子树为背景，给朱廷胜父子照了一张照片，他
们身后是李子坡，李子坡背后的山峰苍翠巍峨，几百
架大风车热烈滚动，天空一片澄澈蔚蓝……

雄关雁门行
□ 徐文峰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我是在仰慕英雄、崇尚英雄中长大的。“狼烟急，虏骑

猖。人臣安可坐消亡”的李嗣业、“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
渴饮匈奴血”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文天祥、“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的戚
继光都令我高山仰止。

利用假期，我去了一趟山西代县。这里有“得雁门而
得中原，失雁门而失天下”的雁门关，还有一马当先、于百
万军中斩杀辽人的“老令公”杨业。

代县，古称雁门郡，历为州、郡、道县治所，是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关的历史可追
溯到西周时期，万里长城建起后，雁门关便是长城上的重
要关隘，它地势险要，关山雄固，素以军事要冲而闻名于
世。北宋初年，雁门关是宋、辽（契丹人）激烈争夺的战
场。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就发生在雁门关一带。

匆匆走过边贸街，赶到古老苍桑的雁门关城下，脚下
的路由崎岖不平的大石块铺垫而成，凹凹凸凸，浅孔小
洞，走路得格外小心谨慎。移步到城门前，旁边立着一块
1 平米见方的细沙石石碑，石碑上阴刻着“雁门关”三个繁
体字，为山西省政府 1986 年 8 月 18 日立。紧邻的左边还
有一块石碑，蓝色楷书字体刻着“世界文化遗产 长城—雁
门关段”几个中英文大字。城门两边刻着一副对联：“三
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彰显了雁门关“九塞之
首”的地位。

城门上面的围墙上插着一面面红色旌旗，正迎风猎猎
招展，似乎在提醒我们赶紧“过关”。小心走几步从旁边
楼梯上到雁门关“长城”，眼前豁然开朗，清凉的风拂面而
来。我震惊了：雁门关长城有六七米宽，通道由细石铺
成，平整光滑，延伸出去像一条巨龙。

雁门关上游人不少，来到瞭望一角，民俗村及古色古
香的房屋尽收眼底，风铃随风叮当作响，似乎在述说遥远
而沧桑的过去，告诉游客“一座雁门关，半部华夏史”。
看，那里有一座塔。导游说是雁塔。向山上远眺，雁塔像
延安宝塔，高大雄奇。

伫立城墙迎风处，我们“两眼向北看塞外”，城墙外竹
浪翻滚。向远眺望，塞外高原山山起伏相连，远山如黛，
林木青翠欲滴。山顶上一座高压铁塔雄踞其上，高压电
线清晰可见，延伸至远方。多么壮丽的河山！

终于见到了老令公杨业的塑像。在雁门关大道醒
目处，老英雄杨业披盔戴甲，两眼炯炯，横刀立马，英姿
挺拔。“一城英雄半城苦”，我鞠躬肃立，感慨系之。《宋
史·杨业传》载：“杨业，并州太原人……业幼倜傥任侠，
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北汉建立后任保卫指挥
使，以骁勇远近闻名。北汉灭亡后，杨业归顺北宋，公
元 980 年任代州剌史。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三月，辽国
十万兵马攻打雁门，杨业率部守城杀敌，大败契丹军。
杨业驻守雁门关八年，因惧怕“杨无敌”威名，辽国始终
不敢犯境。

告别老令公，我们去茶舍小坐，朋友向我们引见了“杨
家将”的后人，代县政协副主席杨梁远，交谈中得知他竟
是老令公第三十八代后人。一番交谈，老令公杨业视死
如归、宁为玉碎的悲壮故事感染了我们。

雍熙三年（986 年），杨业、潘美率西路军杀出雁门关，
初战告捷，迅速占领云州、朔州等地。然而，由于东路军
的溃败，宋军形势逆转，最终在陈家谷口遭到辽军的包
围。杨业为了减少伤亡，提出避实就虚、诱敌歼灭的战
术，遭到监军王侁的责备，认为杨业畏惧避敌。杨业无
奈，逐率部孤军出击，在兵刃死战中，身受重伤，最终被
俘。但杨业心向宋国，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亡，后被追
封太尉。

告别了杨令公老英雄，我们回到雁门关城下。蓝天白
云下，恰逢一大队小学生正精神抖擞地赶往雁门关，他们
手中的五星红旗鲜艳夺目。

石碑祭忠魂
□ 何莉

北碚梅花山上，安葬着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张自忠
将军。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张将军牺牲后最初的安葬
地在哪。

位于北京宛平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珍藏着
一块高 69 厘米、宽 33 厘米、厚 9 厘米，重 46.5 公斤，形状不
规则的普通石灰岩石碑。碑上没有丝毫雕琢的纹饰，只
在斑驳的碑面上潦草地刻着“张上将军初葬处，1940.5.16”
的字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块普通的石碑却是国家
一级文物。

为什么这么一块看似毫不起眼的石碑能被纪念馆收
藏？碑文上的“张上将军”指的又是何人呢？其实，“张上
将军”就是陆军上将、国民革命军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抗
日名将张自忠。

1940 年 5 月 16 日，中国军队在襄阳与日军 15 万精锐
部队交锋，而中国军队的统帅正是张上将军。在被日军
层层包围的不利状态下，他身先士卒，带领官兵与日军顽
强搏杀。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作战，最后身
中七弹，壮烈殉国，实现了“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
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的誓言。

将军力战而死，所表现出的军人武德，也得到了敌人
的敬重。他们将将军郑重装殓入棺，就地安葬于一处山
坡上。那既然这样，石碑上为什么要刻下“初葬处”呢？

原来，将军为国捐躯后，举国哀悼。国民政府下令不
惜一切代价抢回将军遗体。国民革命军第 33 集团军 38
师将士悄悄潜回仍然处于战场的原葬地，把将军遗体抢
运出来，转葬战时首都重庆，并在原葬地立碑纪念——
就是这块“初葬处”石碑。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那时刻上
去的。

张将军遗体运回重庆时，国民政府在长江边的储奇门
码头举行了盛大的迎灵仪式，冯玉祥、孙科等人登船迎接将
军灵柩。并在北碚梅花山为将军修建了墓地保留至今。

由于有关张自忠将军的实物保存下来的非常少，所以
这块石碑显得尤为珍贵。至今，北京，武汉、重庆等城市
均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以此表达人们对将军的缅怀
和纪念。

七曜山上李子红
□ 文猛

雕塑艺术的当代表达

《烈焰青春》为新时代塑像
作者简介

焦兴涛，1970 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96 年毕业于
四川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美
术学院二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专业艺委会主任、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
才、重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焦兴涛因一批具有现代解构风格的作品而备受中国雕塑
界瞩目。其代表作《烈焰青春》表现了消防队员的英雄形
象，获得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雕塑金奖，这是中国美术界的
国家级最高奖，也是全国美展三十年间颁出的唯一金奖。

创作过程

为了让作品更加真实，创作之前，
焦兴涛曾前往重庆大学城消防救援站
体验生活，和消防员深度交流。什么
是战斗服，什么是抢险服，呼吸机怎么
佩戴，身着几十斤的装备如何冲锋陷
阵……通过体验，焦兴涛深切感受到消
防员的艰辛以及消防工作的不易。他
拍摄下消防员不同状态时的照片，细致
观察和记录他们的日常，还在网上搜寻
关于消防员的各种文字报道、短视频新
闻画面，通过大量收集素材，走进和理
解消防员。“由于木雕对木头的要求非
常高，必须充分干燥后，它的变形才
小。但新的木头往往很湿，当你打制完
成之后，由于温度的变化、干湿程度的
变化，作品还有裂成两半的风险。”为
了寻找合适的材料，焦兴涛四处奔走，
在璧山一个旧木料市场找到了合适的
材料，经过历时一年的创作，最终完成
了高度 1.98 米的木雕作品。

如果不知道这是一件木雕作品，消
防员左手抱着的头盔足以以假乱真。
这是焦兴涛创作的用心之处，他选择中
国传统的髹漆工艺，将其做到极致，让
观众分不清到底是木头还是其他材
质。“主题美术创作，特别注意对人的
形象、精神的表达。雕塑有特别的语言
方式，并不仅仅是视觉语言的感受，还
有一个材料语言，怎样把材料自身的语
言和主题表现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是
雕塑家必须思考并希望有所突破的问
题。”选择木雕这种艺术方式，焦兴涛
也有另一层思考，“木和火本来就是有
冲突的，用木料表现火焰和燃烧有关的
元素，材料蕴含的冲突性也可以在作品
上起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程卓）

创作背景

在公众心目中，消防员是“最美的逆行者”，而触动焦
兴涛的是消防员时刻准备着、全力以赴的精神状态。在
一次会议的中场休息时间，焦兴涛在会场拐角处发现两
位消防员全副武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和现场其他人
喝水、聊天的放松状态形成强烈反差，给他带来很强的震
撼，“他们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神情令人难以忘怀，这样
的精神非常打动我。”在那一瞬间，焦兴涛心中定下了一
个关于青春的表现主题，他希望用年轻人的眼光、年轻人
的审美，呈现出与其相匹配、更有感染力的精神状态。

作品解析

《烈焰青春》雕塑作品表现了一名年轻的消防员从抢
险救灾的火线上下来，稍作休息，准备重返火场的一个瞬
间。身着厚重战斗服的年轻消防员，背负着消防呼吸机、
右手紧紧抓着消防水带与绳索，尽管面部布满了火焰熏
灼的黑色粉尘，但他仍目视前方、眼神坚定，展现出英雄
的无畏气概。

焦兴涛介绍，这件作品主要使用了多块柏木镶嵌，采
取写实与写意结合，刻画了对讲机、绳索、水带、头盔等诸
多富于表现力的细节，通过精准的比例和尺度控制，以及
个性化的人物塑造，创作了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形象，“在
人物面部塑造中，用喷枪火焰尝试木雕烧灼的材料语言，
这样更契合主题，也能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乡村新图景乡村新图景

烈焰青春烈焰青春（（雕塑雕塑）） 焦兴涛焦兴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