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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旧账”是怕回翻的。但很多旧往，当你回放，历历在目的那些镜头，都是今

人继续行动的烛捻。用勇气点燃，未来的路需要后继者开拓。 

   王绶琯院士昨夜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王老去到他的另一个星球延续生命了，因为

离我们远了，就更加怀恋曾经的近距，因为不能再坐在一起无障碍畅聊了，才愈加难

舍曾经的开怀。 

   我想念王老，因为王老放大了我的格局。 

   王老是大科学家，从天上的一颗王绶琯星，到海归回国创建我国射电天文学，从 7

0 多岁原创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拉莫斯特光学望远镜（用于捕获天体光谱信息的大型光

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它也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和光谱获取能力最强

的望远镜），到培养出一批天文界精英弟子，国家天文台这位老台长永远是国民心中

温暖又可靠的天文学泰斗。但事实上，只有当你走进 70 岁以后的王老，你才会真正感

慨，什么叫创新，什么叫情怀，什么是真正的伟大。 

王老一生做两件大事，一件是示范做最好的科学家，一件是储备未来的后备科学

接力手。个人做好科学，并不罕见，但以科学家的眼光为国家储备未来人才，跨界教

育，那就是站在国家战略层面，思考科学了。这是没有超凡的智慧和强烈责任感的人

不可能触及的思维边界，王老奇迹般的为中国的科学地基扎实的铺上了一层砖，默默

地，民间的，一铺就是 20载，耄耋之年，仍不舍不弃。 

这份对人才培养的敏感源于王老的眼光，做科学家，王老从来没有单纯做，而是

科学与科普并行，他是做今天却永远关注未来的大家，40 多岁，正是王老科学建树的

巅峰期，那时王老就同时做青少年科普，写科普书，做科普讲座。那时他与茅以升等

挚友发起并筹建了北京青少年科学基金会，并设立了雷达杯奖励大赛，那是一项考察

尖子学生综合科学素养的大赛，能获得高奖项的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苗子，那

时王老就在为国家的未来科学社会默默选人。但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王老发现当

时的高中阶段的优秀学生大都走上金融界，雷达杯获奖的优秀科学苗子也都杳无音讯，

王老想，一个国家虽然不必要全民皆科，但全民皆商，是完全不行的，全民科学素养

低、科学世界没有接班人，国家是没有未来的。这份担忧，让王老做出自己人生中 76

岁后的战略思考和行动。 

1999 年，王老倡导创建了一个民间组织取名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60 多名中国

顶级科学家签名出场做志愿者，多家国家级科学、社会机构鼎立支持，四所中学自愿

首批参与，一个倡导如同一石激起科学与教育两大阵营的千层浪花，一只民间小分队，

构建起了中国的科学大战略，那年王老 76，那年新中国 50岁。 

为什么叫民间小分队？为什么是大战略？因为王老永远站在未来设计今天，未来

的路相对于今天，属于新路，那是需要“探”的，小分队探路，可以灵活深入。探路

者则需要信念、勇气和“大爱”。王老的信念是：为中国后备科学幼苗的成长开路；

王老的勇气是：76 高龄，扬帆起航，倡导科学名家支持、求助国家重点实验室搭台、

进入基础教育校园沟通、打开中学生热爱科学的心窗，亲历亲为，身体力行，坚持不

断；王老的大爱是：热爱科学的孩子是中国的未来，热爱教育的中学教师是他的依靠，

一线打拼的科学导师是他的战友，没有人群人不能发展，人群会凝聚成更大的力量，

凝聚人群的核心是爱，王老用这样的大爱凝聚起了俱乐部这个系统团队，温暖而充满

活力。系统构建国家后备科学人才库就是大战略。 



我幸运的从头进入王老倡导的科技俱乐部建设团队。格局因此打开。 

 

    我想念王老，因为还有太多的话没有和王老聊尽。 

    跟随科技俱乐部，我有了和王老近距离聊天的机会，一晃 20 年，不知道多少次去

王老家，和周琳老师、邵芸老师一起去，和学生们一起去，也自己去，每次一聊就是

3、4 个小时，边聊边吃开心果、大杏仁还有冰淇淋，还总在王老家里吃饭餐，现在想

来，那是多么幸福、奢侈的时光呀，王老会静静的倾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帮助我们

提取主线，王老会询问很多学校、学生、教育的问题。记得第一次和王老交流是周琳

老师、邵芸老师和我一起探讨俱乐部科研实践如何做，王老问“学生最习惯接受哪种

学习方式？”我说是上课，王老又问“中学老师上课如何做准备？”，我说，写教案、

备课。后来，我们在邵芸老师的实验室进行了科学家写教案，学生以教案为指导进行

科研实践的实验......这就是王老，他说“我不懂教育，教育的事情一定要听老师

的”。每次和王老聊天都是一次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的升华，也都是一次放下小我，

思考大世界的精神洗礼。王老生命的最后三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我们几乎不再有

机会会见王老，仅有的一次见面，却只能和王老有十几分钟的言谈，记得王老拉着我

的手说：“京燕，等我好些，有很多事情想和你讨论。”我一直在等，这是唯一一次

王老说了但没有对线。 

    我想念王老，因为王老教会我用心实做，不求回报。 

   王老生命中的最后 20 年是全身心为基础科学教育倾注智慧的时段，是一批学有余

力热爱科学的中学生享受科学成长的最美好时光。 

  王老带领着科技俱乐部近 20 年的探路实践，聚焦到两条核心主路：科研实践和校

园科普。科研实践基于高中，目的是发掘顶尖科学幼苗并把他们带上通往未来的科学

主路。这条路在实践中走，对学有余力、热爱科学的已经显露出科学禀赋的优秀高中

学生，实施以“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为目标，以高层次“研究学习”为途径的科学

教育，领他们到“科学社会”中去接触科研、接触科学家，求师交友、“以科会友”，

“实战”体验，认识科学、认识自我、寻求理想，为将来成就科学事业，奠定基础。

科技俱乐部以“大手拉小手的”模式，搭建起早期“走近”并“走进”科学的机遇平

台。借助机遇平台为科学后备人才打好成长的“地基”是这条路的价值。对这条路的

探索，理论解释是：科学的发展进程证明，杰出科学家首次创造高潮一般出现在三十

岁以前，因此二十岁出头就应当有所作为，主要的“准备阶段”就应落在高中时期，

这个时期是杰出科技人才诞生的摇篮。如何操作？王老认为：“禀赋，勤奋，机遇”，

是科学人才取得成功的三要素。禀赋，勤奋几乎是优秀人才的共性，但纵观古今，机

遇之难使可造之材遭到埋没的概率，大到惊人的地步，因此，创造机遇环境，特别是

关系个人成长的微观机遇环境，是后备科学幼苗成长的关键路径。对这条路的探索，

教育解释是：高中阶段是逻辑思维发展的成熟期，这时，学生已经能够运用理论对各

种思维材料进行概括、分析、综合，从而扩大自己的认识领域，这一时期思维发展的

突出特点，是他们已经能够自主发现和提出问题，并开始学会通过假设解决问题，因

此，高中阶段是科学思维发展的黄金期，当然是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关键期，抓住关键

期上路，后劲强大。 

  校园科普落脚初中，目的是进行普及性“科学素质教育”。培养全体初中学生的

自觉和能力,以利于达到并保持 “一个公民应有的基本科学素质水准”。这条路仍然

在实践中探索，针对初中学生全体，普遍培养学生尊重科学的习惯、理解科学的能力

和关心科学的情感。形成 “学科学、爱科学”的自觉和风尚的校园环境。这条路的理

论解释是：人的素质寓于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之中，“内”要靠陶冶体验，“外”要



靠交流熏陶。推动力是每个人自觉的修养。自觉的修养不是自生的，需要打好基础。

应当把“科学素质教育”看成义务教育的一门必修课。这条路的教育解释是：初中阶

段是形式思维发展的 “关键期”（尤其在初二年级），思维活动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

需要感性材料的直接支持，养成习惯是这个阶段最重要任务。因此，科普进校园，让

这个群体的学生通过倾听、观察、讨论、查询、制作、宣讲，全方位调动感官，全方

位交流合作，在“最佳养成教育阶段，注入科学内涵，种到习惯中一粒科学种子，成

长出独立人格并日常中入德。因为校园科普这条路关乎全民科学素养的成长，王老进

一步将其拓展，把成套教育成果制作成光盘，送往山区，提升中国更广阔国土上孩子

们的基础科学素质。 

两条路聚焦出中国后备科学人才成长的轨迹，概括为     型。 

     

   王老究竟要做什么？王老要搭台，为年轻的科学后辈搭机遇之台，搭台做什么？搭

台交朋友，以科会友，大手拉小手，为科学备战演习。王老这样做与他的经历有关，

王老早年是学造船的，造船经历训练了他高超的动手能力，同时，天文是他最爱的兴

趣和人生理想，在英国，他的天文兴趣通过机遇悄然耦合，成就了他的天文人生，每

每想起，王老都会觉得自己特别幸运，他非常感恩那段在英国让他与机遇邂逅的导师，

没有这段机遇，他的天文兴趣永远不会与理想在实践中对接。王老希望自己的幸运在

下一代重演。因此，王老搭台不追短期结果，而以满足学生需求为第一要务，如果初

中有显露出来的科学幼苗，那么高中学生参与的科研实践的机遇平台就延伸向初中，

如果上了大学的俱乐部会员继续有科研的需求，这个机遇平台就延展向大学，如果会

员工作了需要创业，王老会用心的思考提出建议。这就是王老，纯粹的立足学生的成

长做“服务员”，当学校、学生向他汇报自己近期成果时，王老只会笑一笑，表示赞

赏，而更关心的是他们还有什么需求。王老低调、温和、用尽心力，为满足科学幼苗

的需求默默给予，不求回报，只为国家科学发展后继有人。 

 

  我想念王老，因为我的学生们想见王老。 

  今天，很多的俱乐部会员已经分散在各个领域开始承担科学前沿研究工作，脚踏实

地的实现自己、国家乃至人类的科学梦想了，他们已经没有胆怯的在国际一级科学刊

物中代表中国发表论文，他们已经敢于在国际高层次科学交流论坛上表达独立的观点，

他们已经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一流大学的科技舞台上张显着中国人的智慧与才干，但是

他们依然深切寄情俱乐部，感言良多：那段体验到科学乐趣的起步经历，那段科学意

识、思维方法的启蒙经历，那段打下一生科研能力基础的经历，那段让今天少走太多

弯路的经历，那段“大朋友”（科学家）呵护引导的经历，那段俱乐部宽松、自由交

流的经历，那段做人境界、社会责任提升的经历。。。刻骨铭心，会作为今天发展的

最宝贵财富，收藏一生，引导一世。 

   三年前，当他们听到王老住院的信息时，无不悲痛伤感，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年去看

看王老，虽然他们希望用最佳的成果回报王老，但无论现状如何，无论他们是不是真

的进入了科学社会，他们都想去看王老，在王老那里，他们有温暖的归属感。 

 

 学生们喜欢王老：因为王老重感情，对孩子、教师、同事、国家，他有一颗“大爱”

的心，他把内心善良的情怀注入到中国科学的持续发展之路上，并脚踏实地的做；因

为王老有眼光，把今天的教育帐算到明天国家的科技发展中；因为王老是大智慧的人，

大科学家拉小孩子的手，用高视角传承思考；因为王老是脚踏实地的人，小分队，科

学实验，用证据说话，没有实验证据不总结，没有理论依据不起步；因为王老是充满



童心、思维活跃、不停开辟新路的人；因为王老是享受铺路的人；因为王老是立足小

事做大事的人。。。 

  孩子们只顾快乐的成长，不会去想有他们参与的活跃在民间的这支小分队，成就了

中国的科学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就是中国的科学后继有人。等他们长大了，撑起了国

家未来的科学世界的时候，他们会欣慰地回望，他们也会学习王老助力新的一代成长，

到那个时候，王老一定在宇宙中的绶琯星上与孩子们相视微笑。 

   我们想念王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