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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曰方 (1941— )祖籍河南原阳。 曾任方毅副

总理秘书、中国科学报总编辑、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书

记。现任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兼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 曾任中国科技报研究会副理

事长。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1981 年胃癌手术后，出版诗集、散文集、纪

实文学、思想理论等各类著作 70余部。 作为主要负责

人组织策划各类图书 200余部，我国 40多位著名艺术

家在全国 50多所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举办了他的《科

学与祖国》专场诗歌朗诵会 50多场。 作品多次荣获全

国及省部级奖。 多次荣获模范共产党员、 优秀共产党

员、先进工作者、“金辉老人”称号。 北京市抗癌明星。

主 编 简 介



星河 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理事，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签约作家，北京市

青年联合会委员。 主要从事科普作品及科幻小说的创

作，已发作品数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网络游戏联军》

《残缺的磁痕》等 10 余部，中短篇科幻小说《决斗在网

络》等多篇，科幻作品集《握别在左拳还原之前》等 10

余部，主编了《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等作品集。曾获

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宋庆龄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陈

伯吹文学奖、银河奖等多种奖励。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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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中国科学院已经走过

60 年的光辉历程。60 年来，科学家们为了国家的繁荣

昌盛，人民的幸福安康，与祖国风雨同舟，忧乐与共，付

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一大批在海外工作的科学

家，就响应祖国的召唤，克服重重困难，义无反顾地踏

上回国的征途，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用满

腔热血铸就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基。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科技战线又涌现了无数的杰出科学家，他们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无私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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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斗，锐意创新，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

60 年来，在科技战线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杰出人

物，留下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历史将永远铭记几代

科技工作者的卓越贡献。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学习

他们的高尚品德，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对实现我国新

时期的战略发展目标，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

观，鼓舞广大科技工作者继续努力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在迎接中国科学院建院 60 周年之际，出版

这本记录和展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科学人生

的书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该书集中塑造了 10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光辉形象。这些最高

科技奖获得者是我国科技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在他们

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创新

开拓、团结协作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科学民

主、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在数

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们不仅为我国的科技发展、社会

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为国家培养
—2—



了大批科技人才，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颂扬时代精神，弘

扬主旋律，用英雄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和高尚情操引

导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学艺术工作者承担着重要责任。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院曾经组织一些作家走进中

国科学院，与科学家广交朋友，写出了一批包括《哥德

巴赫猜想》《小木屋》《地质之光》在内的有着广泛影响

的作品，引导许多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至今，这些作

品还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我赞赏作家们为此所作出的

努力。文学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科技领域是一个广

阔的天地，这里有着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热诚欢迎文

学艺术家将笔触伸入科技领域，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描

述科学，讴歌科学，展现科学人生，为社会提供我们这

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我们的时代需要科学与艺术的融合，需要大力弘

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我坚信，只要加强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的紧密结合; 只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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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 只要不断加强公众对科技的理解; 只要科技工

作者和社会各界共同携手，充分合作，我们就一定能实

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和谐、持续发展，建设创新型

的国家，一定能共铸中国科技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并且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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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奖项。

该奖项自 2000 年设立以来，共有 18 位科学家获得这

一殊荣。这些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是我国科技战线上的

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热爱祖

国、无私奉献、创新开拓、团结协作的时代精神，体现了

科学民主、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以及高尚品德和人格

魅力。在数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们不仅为我国的科

技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

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

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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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颂扬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用科学家的感人

事迹和高尚情操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2009 年，在中

国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国家荣

誉———记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一书。该书由十篇

报告文学组成，由中国科学院组织作家撰写，记录了当

时十位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人生轨迹，展示了他们的

巨大成就、弘扬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塑造出

一个个鲜活生动、可亲可敬的大师形象。此书是国内

首部以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集。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自为该书作序。书出版

后，社会反响良好，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媒体的广泛

关注，被列入江西省“2011 年暑期一本好书”项目，赢

得了学校师生的广泛赞誉，对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立志成为全面发展人才具有

深刻的教育意义。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对该书进行再版。为了

方便中小学生阅读，这次再版，我们在书的形式上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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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变动，将书中的十篇报告文学分成单册，开本由大

变小，字号由小变大，风格更加轻灵活泼。十本小册子

组成一套“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丛书”，希望得到小读者

们的喜爱。

原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

的关心与支持，对此，原书后记中已作了说明。这次再

版，特意将原书的后记以及主编郭曰方专为原书撰写

的长诗《放歌共和国科学之旅》附在后面，以再一次表

达对他们的谢意。

30 多年前，《哥德巴赫猜想》《小木屋》《地质之

光》等以科学家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名篇，引导许

多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充分证明，科学家的人格魅力

和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有着无穷的力量。我们期待，这

套小丛书能够再次点燃崇尚科学、献身科学的热潮，引

导新一代青少年步入科学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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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引 子

1951 年，一名年仅 17 岁的美国男孩考入

拉特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他将要学习的专

业是农业科学。但他早在此前的中学时代，

就与弟弟一起经营过一家西红柿农场，而且

颇为成功。1955 年，他刚获得农业科学学士，

就只身前往印度，开始了半年的农村生活。4

年后，他正式就职于美国农业部国际农业局，

自此一生与农业和粮食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的名字是莱斯特 · 布朗 ( Lester

Brown) 。

1994 年 9 月，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

所长的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上发

表了一篇长达 141 页的报告———《谁来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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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副标题是“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

告”。这篇报告指出:中国在因人口增长而导

致粮食需求急剧增长的同时，粮食生产却不

能同步增加，而耕地又在逐年减少，因而中国

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粮荒”。到 2030 年，假如

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以 400 千克计，中国的粮

食进口量将达到 3． 78 亿吨，而那时整个世界

的粮食出口总量也不过 2 亿多吨，所以———

不仅中国养活不了自己，整个世界也养活不

了中国。为此莱斯特·布朗不无忧虑地指

出: “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没有一组国

家可增加其出口潜力去更多地填补中国潜在

粮食短缺的一小部分”，“食品的短缺伴随着

经济的不稳定，其对安全的威胁远比军事入

侵大得多”。《纽约时报》则发表评论称: 假如

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那么整个世界都将挨

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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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特·布朗的这一报告在全球范围引

起了轩然大波。有些人支持这一观点，有些

人则表示反对。然而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

这份报告所提出的问题却一直没能得到系统

和全面的回答。

莱斯特·布朗没有想到的是，在 2005 年

4 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有一个中国人却

系统而全面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回答莱斯特·布朗问题的这个人比他大

3 岁。当 1951 年莱斯特·布朗走进拉特格斯

新泽西州立大学开始学习农业科学的时候，

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刚从山东农学院毕业，

比莱斯特·布朗早几年投身于农业科研领

域，开始了他一生与农业和粮食相关的事业。

他的名字叫李振声。

—3—



( 一)

其实从经历来看，李振声与莱斯特·布

朗颇多相似之处: 都在中学时代就亲身参加

过农业生产，在大学期间所学的又都是农业，

而在此后的人生中两人的职业也都一直与农

业和粮食密切相关。莱斯特·布朗当年进入

大学学习农业科学的原因和方式我们不得而

知，但我们却确切地知道，李振声当年是如何

进入大学的……

1948 年，读到高中二年级的李振声因家

境贫寒而辍学，独自前往济南寻找工作。他

本打算谋取一个教职糊口，不料却在街边的

电线杆上瞥见一张红纸———其时山东刚刚解

放，山东农学院正在招生，而且招生启事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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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写到:学校免费提供食宿。

管吃，管住，还能念书，天下哪有这等好

事? 李振声先是有些不信，随即又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前往投考———毕竟他只有高二的水

平啊。

没想到一路考下来，竟然十分顺利。就

拿数学来说，只有一道 20 分的题目完全属于

高三阶段的内容，其他问题都是从初中到高

二的内容，李振声轻松答来，得心应手，获得

了 80 分的优异成绩。其他诸科也莫不如是，

结果李振声就这样轻松地过线上榜了。

笔者在采访“李振声课题组”的科研人员

郑琪时，她谈到李振声的一个学术观点: “有

时候逆境和恶劣条件对于小麦育种来说是一

件好事。”联系到李振声自身求学的经历，笔

者突然觉得这句话对于人才的成长与培养也

完全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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