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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感动，留住美好 

——厦门大学分营活动侧记 

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黄本立教授走进科学营，与

营员们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 

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从亚里斯多德到钱学森，古今中外许多科

学家惨遭迫害仍坚持真理的案例，从 86 岁高龄的黄院士口中一一道

出，触动了在场每一位营员的心。黄院士动情的说到：‚我一个老老

头今年能与你们交流非常开心，你们是早上五六点钟的太阳，是祖国

科技明天的希望。希望你们从小树立信仰科学的信念，与愚昧和反动

作斗争，接过老一辈科学家的旗帜，勇往直前。‛ 

黄院士与营员们分享了自己的科技人生，同时对近年来学术界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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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生的各类不端科学道德案例表示痛心。他指出：做科学研究的，

要坐得住冷板凳，不要急功近利、马马虎虎、信口开河，往脸上贴金，

甚至无中生有，铤而走险，去抄袭剽窃，这些都是要不得的。 

来自三明一中的营员谢爵昊同学在心得中这样写到：‚黄院士以

86岁的高龄站着跟我们交流三个半小时，这种风范令我感动。黄院士

对各种科学造假和学术腐败的痛彻心扉和对年青一代的殷殷希望更

让我唏嘘不已。与黄院士的交流，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对待科学的态度

必须是严谨的，信念必须是虔诚的，来不得一点马虎，犯不得一点浮

夸。‛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朱水涌教授的《鲁迅在厦大的那些日子》讲座，

让营员更近距离走近鲁迅，深入了解了一个有别于‚战斗健将‛的鲁

迅。 

朱教授以‚温暖、无聊、寻路‛为关键词来解读鲁迅在厦大的那

些日子，尤其对鲁迅先生在厦大任教期间的温暖情怀进行了详细的阐

释和解读。朱教授幽默而精辟的演讲深深吸引了全场听众，热烈的掌

声此起彼伏。朱教授着重从鲁迅先生文学作品《藤野先生》、《范爱农》、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中学生耳熟能详的文章中寻找切入点，贴

近中学生的阅读实际，引发了全体营员的深深共鸣。此外，此次演讲

的一个突出亮点在于朱教授剖析了 19 世纪 20、30年代鲁迅先生与许

广平先生的《两地书（原信）》的一些章节，让全场听众仿佛碰触到

先生也曾有过的温柔。一位营员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在给许广平女

士的信中，鲁迅所写的‘不敢斜眼看其他女生’，无形中体现了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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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骨子里的孩子气息。尤其是他在铁丝网上左右跳动的行为，更是让

我哭笑不得，确实是让我惊奇，鲁迅先生竟有如此温情的一面‛。 朱

教授用他生动诙谐的语言，让营员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一个

不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一个有别于中学教科书中的鲁迅。 

讲座结束后，朱水涌教授还与营员们进行了交流，耐心地一一解

答了营员们提出的问题，加深了营员们对于鲁迅的全方位的了解。最

后，朱教授勉励大家在学好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要重视人文知识的积

累，真正做到文理融会贯通，争取把自己培养成兼具人文和科技素养

的综合型人才。 

在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巨大花岗岩雕像前，营员倾听历史脉搏跳动

的声音，在瞻仰英雄雕像的时候都放慢了脚步，大家是如此的默契，

连说话都放低了音量，怕是惊扰了英雄。此时此刻，谁不为英雄驱逐

荷夷、收复台湾的丰功伟绩所感染而心潮澎湃呢？ 

鼓浪屿小岛上的毓园，有修建的林巧稚纪念馆。营员凝视着汉白

玉雕成的慈祥的林巧稚院士像，回忆着林巧稚大夫为成千上万的母亲

和婴儿奉献一生的感人事迹，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菽庄花园、日光岩、海底世界……幸福还在继续，感动也在蔓延。

鼓浪屿之行，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让营员体验到自然、人文的和谐

统一，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相得益彰，当然还有郑成功那涤荡心底

的民族气概，这一切都让营员体验快乐和幸福，体验成长。 

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无私、奉献和大爱。在林巧稚院士的身上，

体现的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完美统一，也树立了用科学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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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座丰碑。 

从与院士面对面的交流，到《鲁迅在厦大的那些日子》、瞻仰民

族英雄郑成功、参观林巧稚纪念馆，从科技到人文，滋养着营员的心

田。闭营仪式上，宁德一中林诗语同学还弹唱了自创歌曲《在厦大的

这些日子》,回荡着营员在厦门大学不一样的感受，留住感动，留住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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