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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襟抱为国开——我的爷爷李四光》
邹宗平 口述
陈俭霖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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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凤凰好书3月榜

□
许
向
阳

李四光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地质学家，是我
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2023年，我
与李四光纪念馆高级顾问、李四光的外孙女邹宗平
女士赴天津滨湖中学参加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的

“大思政课”报告会。她作的报告主题是“石迹耿千
秋——李四光的故事”，我作的报告主题是“中国科
学家精神”。得知她正在撰写传记《我的爷爷李四
光》，约定出版后送我一本拜读学习。第二年，她如
约寄来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一生襟抱
为国开——我的爷爷李四光》，并嘱希望我写一篇书
评。

评书先评作者，因为书的内容无不体现着作者
是李四光唯一直系亲属的特殊身份和他们共同生活
了18年的事实，也无不浸透着作者观察和表现事物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邹宗平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
理系，毕业分配至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工作，之后，到李四光纪念馆从事科学文化传播工
作。因我在中国科协工作，与她多有工作联系。她
为人朴素率真，直言快语，容易沟通。当问及这本书
的特点时，她说：“把我爷爷李四光和我们家的事都
搬进了书里。”话说得朴实明了，读后不禁感叹，这本
书以作者的独特经历和全新视角丰富了科技史料，
弥补了事件细节，校正了坊间误传，将历史的骨架变
得有血有肉、有温度。这里借用著名科技史专家樊
洪业先生的话来概括书的精彩——历史因细节而生
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邹宗平身处爷爷李四光、父
亲邹承鲁、母亲李林“一门三院士”的开明家庭，虽然
她的生活中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名流环绕周围，但

长辈对这个独苖女孩并没有培养成“大师”的期待和要求，日常可谓是降维兼
容。邹宗平无奈地承认：“尽管与大师长期生活在一起，但要真正反映大师的思
想高度和认知深度，确实是我难以企及的。”

书中，走进李四光纪念馆，书形雕塑上镌刻着李四光奋斗一生的座右铭：“我
是中华儿女，祖国培养长大的，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理应对祖国、人民有所回报，
这是一个科技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书中记录了李四光
16岁时怀揣科学救国梦想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创立同盟会时的场
景。孙中山先生抚摸着他的头，亲切叮嘱道：“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
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牢记孙中山先生教诲，并将此作为他日后学术
生涯的动力源泉。我国地质学研究在近代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以李四光及丁
文江、章鸿钊、翁文灏、葛利普等为代表的地质学家群体，试图引领中国走向现代
科学救国之路，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李四光的高等教育分别是在日本和英国完成的，他精通日语、英语、德语、法
语、俄语，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本科期间，除地质学
外还兼修了物理方面的课程。当时他选修物理的真正原因，是“地质学归根结底
是一门定性不定量的科学，今后地质学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性科学的层
次，必须朝着精准科学的方向不断深入。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引进工具，所以
要学习物理和数学”这种科学发展的前瞻性认识。他的硕士论文《中国之地质》
引经据典地说明：“过往地球上重大的地质过程和地球内部的物质状态，这些早
就引起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关注，如‘沧海桑田’表明了地面升降的事实，而这
也是近代地质学‘均衡论’的存在依据”。他认为：“中国地质有自己独特的区域
特点，决不能生搬硬套西欧的区域地质建立起来的地质术语和概念来阐述中国
的地质现象和独特的地质构造问题。”这些学术思想无不体现着他追求真理、实
事求是、理性质疑、守正创新的价值追求。

1939年，李四光的学术著作《中国地质学》一经出版，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
反响。李四光先后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
到学术界的赞誉。英国皇家学会李约瑟教授在阐述大地构造时表示：“很幸运，
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
学著作——《中国地质学》。”1962年，李四光完成了他毕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
——《地质力学概论》。

李四光时常提起同行翁文灏：“翁文灏曾救过我一命”。书中介绍了民国时
期李四光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抵触和仇视情绪，多次拒绝高官厚禄拉拢和
宴请。李四光到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会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举办
宴会，李四光得知后立即返回广西。宴会上他的座位被安排在蒋介石的旁边，席
间蒋介石忽然问翁文灏：“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有来？”翁文灏回答说：“重感冒，发
烧。”过了片刻，蒋介石又问旁边的陶孟和，陶也附和道：“李先生病了。”李四光得
知后十分感谢翁文灏等同行的无约相助。李四光这样做学问，不禁让人想起竺
可桢先生诠释践行科学精神的名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真是既惊险刺激，又
让人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辗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当选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任国家地质部部长，任中国科
协第一届主席，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等领导职务。书中主要介绍了他长期在周
恩来总理领导下，科技发展、治国理政中的合作关系和个人交往。同时，介绍了
他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第四纪冰川的科学发现；创办建设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
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地质学院、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现河北地质大
学）等；为我国“两弹一星”寻找铀矿、石油勘探大会战、地震预测预报等建设事业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为改变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毛泽东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李四光
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把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整理成
提纲性的短篇资料，力求系统简练地表达出来，命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
摘要（初稿）》呈送毛主席。之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天文·地质·古生物》，
成为李四光晚年重要的著作之一。

艺术对人的滋养是不可或缺的，它使人变得灵性通透，使人的灵魂变得高贵
而有趣。李四光家中有一把他早年留学英国时在旧货摊上购买的小提琴，安静
地存留了半个多世纪。1990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整理编纂《萧友梅文集》时，在
音乐家萧友梅文稿中无意发现了李四光创作的五线谱乐曲，眉端工整地写着曲
名：《行路难》（1920年作于巴黎），作者：仲揆。如今已被证实为中国第一首小提
琴独奏曲。书中详细介绍了李四光在寻求救国路上为抒发内心苦闷所作的这首
作品的前世今生。

从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史演进看，爱国精神是中国科学家与生俱来的一
种价值追求，是中国科学家自身特有的遗传基因。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要素。民族复兴伟业赓续前行，学习和
传承李四光等老一辈科学家践行的中国科学家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科协原机关党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

2024 年 10 月，武汉。
《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
人的 15 个关键词》新书首
发式上，受邀到场的诵读人
朗读这本书中写到的大诗
人杜甫著名的《望岳》：岱宗
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
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
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台下的读者齐齐跟读，
声音由小到大，以致最后两
句声震屋宇，相信读的人与
听的人均能感觉到那种震
撼。

中国人是这样的，当到
了某个年龄、某个时刻，古典血脉开始觉醒，古诗词里的句子戳中你的
心，古典诗歌成为最懂你的朋友、成为最能为你抒发胸臆的存在。

《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中，对杜甫有这样的描
述：作于公元737年前后的《望岳》，或可视为诗人杜甫首次向自己的同
类发出的精神电波。

几年之后，杜甫在洛阳结识了时已名满天下的李白，与他同游梁
宋，后来又与他在鲁郡（兖州）重逢。……李白的存在显然代表了另外
一种洒脱不羁的精神能量，而杜甫深知，这样的力量正是自己身上所欠
缺的……

公元768年暮秋时节，一条简陋破旧的船只，将落魄中的杜甫推送
到了城门紧闭的湖北公安。漫漫江堤，秋雨霏霏，只有县尉韦匡赞一人
出城，前来渡口探望他。诗人在感慨之余，写下了这首七律《公安送韦
二少府匡赞》：

逍遥公后世多贤，送尔维舟惜此筵。
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
时危兵甲黄尘里，日短江湖白发前。
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
而与杜甫形单影只的形象构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唐元和时代的核

心诗人白居易。这位“广德大化教主”（张为《诗人主客图》语）尽管十分
钦佩杜甫，但他在现实生活里的行事做派却完全不同于前者，他称得上
是当时诗人社交圈里的灵魂人物。

这段文字收入《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的第3
个关键词“社交”篇中。在书中，“社交”篇的副标题是：各有稻粱谋。

作家的高度精准概括令人读起来有正中靶心的快乐。最懂得诗人
的只能是另外一位诗人（本书作者张执浩是一位诗人，他因诗而荣获鲁
迅文学奖），尤其是当另一位诗人站在千年之后的同一片天空下、同一
片土地上，用长焦镜头回望打量千年前的大诗人的一生——

唉！如果每个人都能先行了解一生的命运，然后再做选择就好
了。可惜不能。

横起心来想，也因为此，我们今天才读到了千百年大浪淘沙被时光
苛刻挑拣而更璀璨润泽如珍似宝的如此多的好诗吧！

这本书总共用15个关键词来总结古代诗人的命运：功名、漫游、社
交、友谊、传播、登高、风骨、悲秋、雅趣、苦吟、音区、色彩、还乡、归途、传
家。

——东方人一生精神内容差不多均涵盖于内。
从《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里，能够确切地感受

到作者对所处的空间的深情，对所处的地理的深情，对所经历、所看到、
所交手过的时光的深情。

情到深处才生怜悯，慧到真处才会懂得。
所以，他在写中国古代诗人的时候，会去尽力理解，却也有意地、简

直是带着苛责一样不包庇、不偏颇、不感情用事。
可以把这本《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只当作古

诗鉴赏去读，但那就太浪费了这本书。因为书中所写，不仅仅是何以成
诗，更是带你我回到千年前，指给你我看个明白：中国古代诗人的命运
齿轮，从他们生命哪一刻开始转动。

2024年11月，张执浩在他的武汉受邀办了一场新书分享会，为了
让到场的读者有更深的感受，特意邀请专业的民族声乐歌唱家来现场
用音乐演绎古诗《白头吟》，古风音乐唱出古诗，感染力之强、之浓烈自
不必说。《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这本书里的第11
个关键词，即是“音区”。这一章十分有趣：在中国古典诗人群体里，最
具有高音特质的，无疑当数李白。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天生的高音区
诗人。

公元720年前后，年近二十岁的李白在拜谒了渝州刺史李邕之后，
终于迎来了这决定性的“一锤”。在一阵高论放言后，他引起了李邕的
反感。事后，李白负气写了一首《上李邕》，提笔就道：“大鹏一日同风
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嘹亮的高音几乎在那一刻是脱口而出，连诗
人自己都喜不自禁起来：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
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何为“殊调”？当然是李白对自我声音辨识度的确立，“恒”就是确
信。他不再犹疑，无比坚信自己的高音，能够刺破或撕开现实世界里的
重重帷幕。

而相比之下，先于李白出场的王维，则成了低音区诗人的代表。《九
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王维登台献唱的第一首成名作。这首用纯正的
唐人口语写成的七绝，充满了呢喃的语调和声腔……

与李白相比，杜甫的高音显得极为平实自然，完全不使用花腔，甚
至，他过于浑厚朴实的音质，常常给人以过于苍凉稚拙之感。这源于杜
甫找到并掌握了“吞声哭”——一种非常独特的发声技艺。

“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无论是高音、中音还是低音，这些
分类最终的目的，是让发声者明白自己的处境以及困境，而唯有明白自
我局限性和可能性的诗人，才能在嘈杂的人世让自我的声音具有辨识
度。

作为一个中国人，古典诗词、古典美学的血脉觉醒时，需要有谁、有
什么来与你对话、交流，分享给你更多；需要有一个谁、一个什么来懂
你、来说出你模糊地感受到了却说不出的东西。这也是书存在的基本
意义吧。

（作者系资深图书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