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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的共和国脊梁 

——记地大分营营员观看话剧《大地之光》 

（通讯员 王超、栗志强）昨日午间的一场阵雨使得今天的天气异常闷热，可这丝毫没有影

响营员们的好兴致。下午三点钟，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赶往迎宾楼报告厅，大家秩序井然

地等待着观看由我校大学生排演的大型话剧《大地之光》。 

《大地之光》是国家教育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起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

校宣传工程”六个项目之一，再现了新中国地质事业主要奠基人、“地质力学”和“新华夏构造

体系”理论创建者、新中国第一任地质部长、中国科协第一任主席、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北京

地质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李四光先生生前的动人故事，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负责排演。 

话剧一开始，伴随着细腻动人的背景

音乐，李四光父女促膝长谈的画面让人无

不为之动容，和蔼的父亲形象一下子深入

人心。《大地之光》并没有一个跌宕起伏

并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而是以倒叙的形

式，从李四光的弥留之际讲起，选取了李

四光先生生平的典型事迹：当学生在中国

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事情上与自己发生

争论时，他不恼不怒，还欣慰地告诉学生

“真理越辩越明”；他不畏艰险，带领着地质队员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为中国的原子弹事业

寻找铀矿；在邢台地震后，他需要对首都地震做出预测，面对百分之零点一的地震可能性，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向周总理做出“北京不会地震”

的汇报„„观众随着梦中的李四光回到火热的地质勘探现场；回到学生就中国是否存在第四

纪冰川的事与李四光争论的场景；回到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承受巨大压力的历史时刻。 

舞台上的布局，带有老一辈韵味的语言，朴实却又各具特色的服装，还有处理细腻的背

景音效，都给人一种历史重现的逼真感。第一幕，李四光先生在撮合楚云和广生时说到的“找

对油就开挖，找对人就表达”一句经典语录使得观众们哄堂大笑。而第二幕第一场中，李四

光先生说的“有时候不是这个世界变了，而是你的世界观变了”让大家不禁陷入深思。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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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潮部分，同时也是故事的转折点——广生之死，楚云惊闻噩耗时的恸哭，手捧广生用生

命换来的矿石标本时的绝望和辛酸，再加上“广生„„”的凄厉一喊，她的精神世界轰然坍

塌，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虽然看不清每个观众脸上的表情，但从隐隐发出的抽泣声也可以

感知到观众们此刻的心情。第三幕，当楚云看到雅坤一蹶不振时，虽然仍然对他恨意难消，

但楚云十分理智：“我是恨你害广生不幸遇难，但我更恨现在的你。”世事洪荒，沧溟千里，

走过去了，便山青水静，云淡风轻。楚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落魄的雅坤迷途知返。无论

有多少沟壑，都需要自己去填满。逃避无用，这世上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成熟。 

人活着，都要有一份信念支撑，心里有了寄托，有了方向，才可以维系住自己的梦想。

否则这风烟乱舞红尘中一颗微小的沙粒也早晚会将你的意志瓦解，原本清雅的不再清雅，原

本端然的不再端然。就像话剧最

后李四光先生说的那样，“不管

大环境怎么变，你自己不能变，

追逐的梦想不能变。”  

看完话剧之后，二班 1 组的

郭矗同学深有感触，他说：“我

被演员生动的表演所折服。同时，

我更被李四光的奉献精神所感

动。最突出的是他在面临名誉与

科学的艰难抉择选择了科学的真

实性。他还挽救颓废的学生，为国家坚持工作，带病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就是科学家

的奉献精神啊！” 

真理的火花燃遍山野，残缺的矿石祭奠生死，高昂的歌声述说理想，破音的喇叭沉淀岁

月，相信话剧《大地之光》会让所有观众们的灵魂得到一次洗礼。 

 

 

走近地球科学，领略大师风范 

——记营员聆听张昊教授专题讲座 

（通讯员 张晓婷、於磊）转眼间，暑期夏令营进入第四天的活动。清晨时分，学生们汇聚

在地大逸夫博物馆准备参加有关地球知识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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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为地球与科学物语学院的张昊教授。张教授早年曾去外国学习相关知

识，如今在他的学术中包含着众多外国先进的科学概念，因此，这次的讲座对于还处于学问

初级阶段的高中生们来说，是一次扩大知识面很好的机会。 

张教授的讲座以 PPT 的形式进行，主题定为“日常光学现象及其在地球和其他行星中的

遥感应用”。主题的定位很贴近常识，并且又能从常识拓向专业知识，易于学生领悟掌握。 

讲座开始时，教授首先介绍了“什

么是遥感”。考虑到学生还是高中生，

教授在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穿插了生

活现象所引申的物理知识。比如，彩虹。

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彩虹便只是一种彩

虹，赤橙黄绿青蓝紫，八九不离十。但

是在学者的眼里，不同气候，不同地区

会出现不同的彩虹，并且将其划分为“一

级彩虹”、“二级彩虹”。对此，有位

同学表示共鸣，声称自己曾在澳大利亚

发现过“二级彩虹”。张教授对其表示称赞，表扬该同学善于发现生活中不同的现象并能对

其思考。为了使学生们更关注生活中的物理知识，张教授留给学生一个思考题：“为什么在

一级彩虹和二级彩虹之间的区域即‘亚历山大区’是暗区？”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张教授以

一个简短的视频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彩虹的偏振性”，并邀请学生上台进行互动，以促进学

生们对相关知识的了解。 

讲座接近尾声时，张教授留出时间为

同学们答疑，场面火热，很多同学踊跃提

问。有位同学通过高一所学知识对“电离

层的发现”进行拓展性提问，教授细心解

答，其他同学也是各抒己见与教授进行学

术上的交流。在在讲座结束之时，很多同

学主动留下与教授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可

以看出，新一代学子强烈的知识渴求感，

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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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当地大，一览众景 

——记科学营一行参观地大特色景点 

（通讯员 吕金凯）九点四十分，博物馆的张凡老师在博物馆大厅首先对博物馆做了大致介

绍，并对接下来的参观做了布置。随后营员们分组，分别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兴致勃勃地参观

了博物馆展厅和校史馆。 

在地球奥秘展厅，讲解员首先向

大家介绍了恒星发热发光的原理及

分类、恒星与行星的区别、地球的内

部结构，并且参观了 43 亿年前最古

老的岩石；之后，她又对陨石的分类，

孔雀石的成分、用途、产地等作了解

释；此外，剑齿象腿骨化石、恐龙蛋

化石、候风地动仪模型等都引起了大

家浓厚的兴趣。讲解员特别强调了地动仪的滞后性、火山喷发原理和喀斯特地貌的相关知识。 

生命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生命起源与进化展厅里，讲解员从生命起源的几种

假设理论谈起，先后引导大家参观了埃迪卡拉动物群、澄江动物群化石，而石炭纪的“大蜻

蜓”更是引发大家的一阵阵惊叹。其实在这个展厅最吸引大家眼球的，莫过于恐龙骨架化石

了。和平永川龙、鱼龙、鹦鹉嘴恐龙、

马门溪龙，每一个都有它的独特性。

大家从讲解员的口中得知了如何区

分植食性和肉食性恐龙、恐龙的牙齿

可达 1800--2000 多颗、肉食性恐龙体

型小的原因、恐龙的进食特点等知

识。 

一阵阵逼真的鸟叫声传来，不用

说，这就是鸟和鱼的世界。营员们在这里见识了 50 万年前北京猿人的生活场景、山顶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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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等。一幕巨大的化石墙，竟然是保存较完整的关岭创孔海百合化石，讲解员阐明了海

百合是动物且难以形成化石的原因。 

“珠光宝气”可谓是珠宝玉石展厅的最佳写照。同学们依次参观了五大宝石和欧珀、3.9

克拉的金刚石原石、绿松石、水晶、玛瑙、萤石球、翡翠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而

人工宝石、宝石光学效应部分更多地让

大家了解了一些专业知识。 

走出珠宝玉石展厅，大家便步入了

矿物岩石展厅，这里有三大类岩石的划

分标准及循环示意说明；而矿产资源展

厅则陈列了众多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标

本，大家从这里了解了石油和煤炭的形

成过程。而张和捐赠化石专题展览，更

多地使大家认识了张和先生的事迹、三叶虫和鱼化石以及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哺乳动物化石

“张和兽”。 

在校史馆，通过参观图片展览，参照文字说明和讲解员的讲解，营员们对我校的发展历

程、著名校友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班 3 组的李聪蕙同学在参观博物馆后说，馆内的藏品很丰富，用很先进的仪器来展现

藏品的历史，生动形象，感觉自己收获了很多知识。当被问及最喜欢的藏品，她毫不犹豫地

回答：“当然是钻石，因为它很硕大。”二班 4 组的方仕晨和王章森同学坦言印象最深的是

博物馆的萤石球，“好多矿物标本的形

状很奇特，感觉那些采集标本的地质工

作者太厉害了，尤其是发现化石的人。” 

走出博物馆，营员们又分别参观了

我校四重门、化石林和院士长廊等特色

景观。大家有好奇，有赞叹，也有憧憬，

纷纷合影留念，为自己留下一份珍贵美

好的记忆。 

下午 5 点，同学们在观看完话剧《大

地之光》后，又分别观摩了我校大学生艺术基地暑期集训以及北区艺媒楼。同学们在观摩完

学长学姐们的乐器演奏之后，纷纷跃跃欲试，也想一展身手，场面好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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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观地大的特色景点，营员们对地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相信不久的将来，这其中

会有很多一部分走进地大，成为地大的一份子，加油！ 

 

 

 

 

 

 

 

 

 

 

 

 

 

全员联欢，才华尽现 

（通讯员 栗志强、王超）武汉的三伏天，晚饭过后依旧不饶人。大约 7 点，老年人活动中

心无不弥漫着热闹的气氛，有的同学正在准备着即将演出的节目，有的同学正兴致勃勃地议

论着自己要表演的节目。 

七点半，联欢会正式开始。主持人来

自 2 班 1 组的欧阳高飞同学首先请上一位

营员代表上台发言，3 班 4 组的孙琦饶有

兴致的说起了自己这几天在本次科学营的

感受，“我们来的时候郑州微风，到了武

汉天气太热了”。但他觉得比天气更热情

的是地大，“这里的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很

热情，教授老师们很热情，这次有机会提



                                                                                

8 

前感受大学生活，充实了我的情感”。谈到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他非常兴奋地说到了

是昨晚的素质拓展，“这不仅是对身体的充实，也锻炼了大脑，加强了伙伴之间的友谊”。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接着，本次联欢的亮点部分到了。第一个登台的是我们地大舞蹈团的女同学们表演的民

族舞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舞蹈团的同学甘愿放弃了自己的暑假，留在“火炉”武汉排

演舞蹈，她们的舞蹈让在场的营员们无

不拍手叫好。随后，同学们也表现抢眼，

节目形式多种多样，有吉他演奏、独唱、

合唱、小品、拉丁舞、诗朗诵等„„展

现了营员们自身全面协调发展，多才多

艺。 

同学们各显身手，9 点钟晚会结束，

同学们显然意犹未尽。但参与就已是一

种收获，营员们展现出来的新一代青少

年的面貌值得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