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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话剧《杨石先》剧照

伴随着一缕白烟，主题为“双氧水丰富多彩
的化学反应”的高端科普报告，在国内中学频频
开讲。

演讲者是一位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酷似肯
德基上校的外国老爷爷。他通过演示“变色反应”

“时钟反应”“震荡反应”“发光反应”“歧化反应”五
组十个化学实验的神奇效果，将深奥的化学原理
用通俗易懂、趣味奇幻的形式进行了重新诠释，总
是能让现场的中学生惊讶得张大嘴巴。他们中间，
不少人因此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因此选
择了以化学、化工见长的北京化工大学。

人们不禁好奇，这位外国老爷爷是谁？

定居中国，结缘科普

牛津大学的学士和博士生，英国布里斯托
大学的博士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教师和研
究者、研究室主任、化学系教学委员会主席。这
些身份都是同一个英国人，也就是这篇文章的
主人公———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

1996 年 9 月，戴伟辞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化学系教学委员会主席职务，只身来北京化工
大学，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应用化学系现代化学
研究所教授段雪开展合作研究。

当年，许多英国同事对他的选择表示出极
大的不理解，而他则平静地解释道：“我相信
中国的发展潜力，过几年你们再去中国，就会
理解我现在的选择。”从此，他结缘北化工，定
居中国。

每年，戴伟在北化工工作的时间长达 11 个
月。在北化工，很少有人不知道戴伟的。他胖胖
的，头发几乎全白，走在一群黑头发的人里特别
明显。不管熟不熟悉，只要和他打招呼，他都会
回应你一句流利的“你好”，或者亲切的“Hello”。

转眼 20 年过去了，戴伟已成为化工资源有
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骨干，在与段雪
的长期合作中，专注于层状及插层结构功能材
料系统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积极推动化工
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学研究走向
国际前沿。

20 年间，戴伟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然而，
其中最让他乐此不疲的莫过于青少年科普。

2014 年 10 月，学校聘任戴伟为“北京化工
大学知名学者科普报告宣讲团”成员，自此开启
了他生动有趣的特色科普工作。

戴伟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到中小学进行化学
科普讲座，为孩子们带去各种魔幻的化学实验，
激发青少年探索化学世界的热情。每年圣诞节，
戴伟还会化作“圣诞老人”为孩子们送去“科学
的礼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农民工子弟
学校举办讲座 50 余次，用神奇的化学实验点燃
孩子们的“科学梦”。

打工子弟小学支教的一天

清晨的微露中，戴伟和志愿者们正在忙着
搬运实验器材和药剂，他们要去打工子弟小
学———北京博文实验学校开展支教活动。

30 多公里的车程上，戴伟不断地向志愿者
强调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动
作、每一句话都能成为孩子们模仿的对象，所以
一定要注意”。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条件都很艰苦，我们
这个活动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让这些小孩从
小就可以接触到科学的魅力。”谈到孩子，戴伟

的眼睛显得格外柔和，“这些都是给孩子们准备
的奖品，有巧克力，有饼干……”

除了戴伟和北化工四名学生志愿者以外，还
有两位分别来自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英国教
师加入到这次支教队伍，他们与化工资源有效利
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开展着长期合作。

据戴伟介绍，这是一项名为“快乐科学”的
中外合作公益活动，由北京化工大学、英国皇家
化学会与英国慈善机构民工子弟基金会联合主
办。北化工的学生们对这项活动有着极高的热
情，报名的人很多，他只能轮流带着学生去。

没有想象中的羞涩和怕生，本来在院子里
玩耍的孩子们，呼啦一声便围了过来，叽叽喳喳
地闹成一片。“第一次活动时，学生们连试管都
还不认识呢！”戴伟自豪地说，“如今，他们已经
进步很大了。”

而对于参加支教的研究生来说，也是收益
颇丰。第一次参加支教的研究生田锐说：“和孩
子们做实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他们的思
维灵动、奇妙，总是有你意料之外的想法。”

实验结束后，志愿者们也见识到小孩子的
破坏力：整个教室里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每次实验后，我们都要收拾好久。”语气虽然颇
有些无奈，但戴伟的眼中却全是快乐。

撒下化学科普的种子

由这位“肯德基老爷爷”编织的“科学梦”，
撒下了越来越多化学科普的种子。

多年来，他放弃了周末休息，奔波于中小学、
大型科普活动之中。据悉，2011-2016 年，戴伟参
加了由科技部、中国科协、北京科协、英国皇家化
学会、流动儿童基金会等主办的科技活动周、城市
科学节、科学嘉年华、北京中学生科技文化节等大
型科普活动 50 余场次，向公众普及化学知识，传
播科学思想，现场直接受益者达 10 万余人。

在科技活动周北京主场活动中，国务院副
总理刘延东与戴伟亲切交谈，对他为科普工作
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国家外专局先后颁给他“友谊奖”“功勋外
教”奖项，全国科技周活动中他获得“国际科普
大使”称号……面对着各种荣誉加身，戴伟却很
淡定，“如果能够通过我的讲座，让更多的孩子
乐意探索科技的奥秘，能够从小好好学习数学、
英语、语文这些基础课程，长大从事自己喜欢的
职业，这就够了！”

人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
说做研究、给孩子们上课是戴伟在传道授业解
惑中授人以鱼，那么，培养更多的科普人员就是
他在工作上的授人以渔。

在戴伟的推动下，2014 年 5 月，北京化工大
学与英国皇家化学会（RSC）合作，成立了全国
第一个 RSC 学生俱乐部，与后来相继成立的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学
生俱乐部形成了 RSC 五大俱乐部联合体。在频
繁的学术交流中，大批研究生开拓了国际视野，
成为了合格的化学科普人员。

不仅仅是研究生，戴伟还为中学化学教师
做科普讲座。在 2016 年化学教师研修班上，共
有来自全国 137 所中学的 179 位教师参加学
习，戴伟收到全国各地中学的热情邀请，希望他
能走进学校为师生作交流报告。面对中学专业
的化学教师，他用严谨的实验态度和方法、有趣
的化学反应，为化学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做出
了不懈的努力。

在北京化工大学，很少有人不知道戴伟。他胖胖的，头发几乎全白，走在一群黑头发的人里特别
明显。不管熟不熟悉，只要和他打招呼，他都会回应你一句流利的“你好”，或者亲切的“Hello”。今年
是他来到北化工作的第 20年。

戴伟：用化学实验点燃“科学梦”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江晓

镜子瞬间变成五光十色
的灯，手环解决手机充电难
题，小箱子能够实现智能提
醒……11 月 12 日至 13 日，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的
江苏省高校第十三届大学生
物理及实验作品创新竞赛中，
来自江苏省各大高校的学子
用他们的创造力探索更加健
康便利的明天。

为空巢老人护航

“现在空巢老人、福利院
看护等已经成为了热点问题，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作品，为
老人们的健康生活贡献一份
力量。”“神奇药箱”的设计者、
来自空军勤务学院的学生任
梦全如是说。

这个看起来挺漂亮的透
明小箱子，里面却大有门道。
它不仅能够定时提醒老人服
药，还能根据老人的语音指
令，打开放置对应药物的仓门
提供药物。在突发情况下，老
人只需触压药箱顶部的压力
传感器，就可以启动箱内安装
的蜂鸣报警器报警呼救，并启
动 GSM 模块发送预先编辑好
的短信给家人等。药箱内还安
装有烟雾传感器，在检测到有
害气体时，同样会将信息反馈
到设定的手机终端向亲属求
救，以保障老人的安全。

来自徐州工程学院的大
二学生赵苏晨则从另一个角
度出发。他发现，“睡眠暂停呼
吸综合征”是困扰人体健康的
另一大问题，高达 98%的病患
会打鼾，通常还有高血压、心
肌梗塞、心肌缺氧、中风等并
发症，对于老人来说十分危

险，甚至会导致老人猝死。
考虑到这种情况，赵苏晨设计制作出了

一套“打鼾暂停监控系统”。由于人在睡眠中
鼻腔中的气温和气压会发生微小变化，他利
用温度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来接受呼吸信
号，又由于患者都会打鼾，他还使用了声音
传感器进行辅助，以增加系统的精确性。在
使用者长达 7 小时以上的睡眠中，一旦呼吸
暂停 10 秒以上，且次数达到 30 次，系统就

会以发送短信等方式，向家人等发出警报，使
病患得到及时的救助。

让生活更加炫酷

镜子还仅仅用来臭美吗？南京邮电大学的
大二学生祝子健的“太虚魔境”可能会颠覆你对
传统镜子的认知。这块不足一枚一元硬币直径
厚的镜子在打开电源后，竟能呈现出仿佛纵深
几十厘米一般的“太虚幻境”，里面排列着的五
色 LED 灯还能实现流水、闪烁等光影变换和亮
度调节，给人们以美的视觉享受。

祝子健表示，在制作之初，自己还是一名大
一新生，知识不足给他带来了很多问题，但经过
不断地探索，他不仅解决了供电问题，还实现了
灯光变换效果的自由切换，最终完成了这块神
奇的“太虚魔镜”。

手机总是没电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一大烦
恼。充电宝不仅需要提前充电，携带起来也不方
便。南京工程学院的学生王建强就设计制作了
一款“充电手环”，佩戴上手环，仅通过行走时的
摆臂就能够实现发电，从而达到充分利用能量、
鼓励人们健身的目的。

手环上附着的发电机可以实现通过手臂
运动发电的效果。这主要应用了电磁感应的
原理，原来在发电机里面有一个磁铁在圆柱
形外壳里运动，外面绕有线圈，运动时会改变
磁通量，由此产生感应电动势发电。王建强表
示，设计制作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一开始
本打算参考机械表的结构，但由于制作上存
在许多困难不得不放弃。“有一天在大学物理
课上突然想到，不如就直接用电磁感应吧！”
正是这次思路的转换使他最终完成了手环的
制作。虽然由于经费等问题，目前手环仅能实
现 LED 照明功能，但相信未来它能够为我们
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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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点名”与“课堂考勤”一
直是高校课堂管理的老大难。近
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易班发展
中心推出的“西农点名系统”，给
这一难题指出了破解办法。

据介绍，该系统由“课堂考
勤系统”与“晚点名系统”两部分
组成。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
可利用“课堂考勤系统”设置班
级考勤员，根据教学、管理任务
安排考勤时间，仅用一部手机解
决全部课堂考勤问题。系统管理
端实时收集信息，自动报送辅导
员，智能生成报表让课堂出勤情
况更直观。

不管课容量大小，半分钟解
决考勤问题，再也不必担心考勤
占用课堂时间。同时，该系统所
特有的课堂照片存档功能，能有
效防止传统点名难以杜绝的代
签、代答等不良行为。

除了“课堂考勤”，“晚点名”
也是该系统的一大特色。

机电学院是西农在校人数
最多的学院之一，晚自习点名工
作一向耗时耗力。在使用“西农
晚点名”应用后，辅导员马香丽
感叹道：“过去点一次名要耗费
近一个小时，而且会打扰同学们
上晚自习。现在用了易班的点名
系统，全年级考勤员同时录入，
未到名单随即生成，真是解决了
一个大难题。明年是优良学风建设年，我们打算
进一步严格自习秩序，这个系统的出现确实是

‘及时雨’。”
如何准确了解学生周末、节假日返校情况，

掌握学生在外居住信息，排查学习困难学生，一
直以来都是高校思政工作的一大难题。然而，现
在这一难题即将成为历史。辅导员通过系统可以
设置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对指定班级学生进行

“点名”，学生只需打开手机一键签到，后台立即
接收数据进行反馈，帮助辅导员轻松定位未返校
或校外居住学生，同时常用 IP 变动提醒功能，也
将对代签行为说“No”。

在理学院 2016 级学生试点中，学生们根据
老师提示打开易班手机客户端完成签到，后台立
即显示该年级“应到 89 人，实到 88 人，出勤率
98.88%”。经核实，未到的 1 名学生因事已向辅导
员请假。

据介绍，“西农晚点名”应用数据分析功能强
大，能够精确查询学生每节课的出勤情况、每名
同学的累计出勤情况、每门课的出勤率等诸多重
要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学校能够准确分析出学
生对课程的满意程度、精准定位学业困难学生、
确定思想工作面对面访谈对象等目标，方便了解
教学动态和学生存在的问题，以便进行精准的引
导和帮助。

据悉，易班发展中心还将于近期推出线上请
假系统，解决广大学生特别是跨校区学院学生反
映的“请假难”问题。

“我希望同学们关注杨石先这样的人物，他是
共和国科学技术的脊梁、人生的导师、学习的典
范。”2015 年 5 月 17 日，南开大学大型原创话剧《杨
石先》举行首场公演，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现场留
下了殷切的话语。而今年的 11 月 8 日，历经一年的
精心打磨，南开大学新版原创话剧《杨石先》高调回
归，在津湾大剧院面向天津市民公演。

据了解，该剧讲述了南开大学前校长杨石先
响应国家号召，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投
身教育、科研事业和人才培养；在新中国成立后，
针对国家需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农药研
究，研制出多种高效低毒的杀虫剂、杀菌剂及植
物生长调节剂，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故事。此次
公演也是为 2017 年杨石先诞辰 120 周年献礼。

剧本改编超过 80%

事实上，相比于原剧本，新版《杨石先》进行
了全方位的改编，改编幅度超过 80%。这中间经
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去年 5 月份话剧首次公演，南开大学校领
导和杨石先还健在的亲人在演出结束后开了一
个座谈会，对话剧提出了一些看法，我们认真收
集了意见。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创作，每
一天排演后剧组的工作人员都聚在一起讨论，提
出了很多想法，剧本在不断地改变中。”话剧编
剧、南开大学团委青年教师郭威说道，尽管剧本
有大幅度变动，但改动完全合乎剧情发展的需
要，演员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理解了人物的内心。

新版的改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删减了
叙述杨石先生平的一些细枝末节的段落，着重突
出了以杨石先为代表的、为祖国科研和教育事业
奉献终身的老一辈科学家精神；另一方面，在尊
重史实的基础上，剧本新增了一个核心人物———
杨石先的亲弟弟杨继曾。

“杨石先和杨继曾两个人的生平非常有戏剧
性，一个加入共产党，一个加入国民党，而且两个人
在两党都做得很出色。”郭威解释说，1949 年对于
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家族和个人，都是重要的历史分
水岭。那一年，杨继曾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任台湾
国民政府经济部长，杨石先则选择留在大陆。

两党敌对，同胞兄弟不会有联系，也无法联
系，更不敢联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家人不
同的选择，更加突出了杨石先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上、为了人民幸福奉献自我的精神。在郭威看来，
这种跨越亲情的家国大义，不论任何时代都能引

起人的共鸣，值得在剧本中大力彰显。

最难的是体会人物感情

新版话剧的节奏更紧凑、剧情更紧
张、矛盾更突出、情感更饱满，这就对演
员的表现能力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对此，南开大学材料学院青年干
部、杨石先扮演者贾盛深有体会。为了
将自己更深入地代入杨石先这个角色
中，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研究仅有的
两本资料———《杨石先传》《杨石先纪
念文集》。“因为杨石先的很多资料都
是以大事记的方式呈现的，比如某年
某月参加了某项会议，更多的生活细
节很难在公开资料中获取到，于是我
就找到了这两本书仔细读。”贾盛说。

然而，时隔 50 年，社会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触摸人物的感情对于贾盛来
说还是困难重重。

“剧情有一段是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背景
下，杨石先面临重重压力，克服困难开展农药研
究。我在文字资料中能感觉到当时面临天灾人
祸，人民状况十分悲惨，情况十分紧急，但是我还
是很难想象出那个场景。”贾盛说，虽然想要完全
体会是不可能的，但他在排演过程中一遍遍想象
自己在那种环境下，上有国家压力，下有人民期
盼，试图还原一个“立体”的杨石先。

在这个过程中，贾盛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杨石
先身上的“爱国魂”和“敬业心”。“在剧中演绎杨
石先的家国情、师生情、兄弟情，常常让我抑制不
住眼眶中的泪水。”贾盛激动地说。

演员的辛苦没有白费，《杨石先》话剧上演
后，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好评。南开大学周恩来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本科生唐琳在观剧后深受
震撼。她说：“杨石先老校长一心为国、一心为南
开的精神让人动容，作为后辈，我必将更加努力，
成为一名爱国爱群、服务社会的南开人。”

默默奉献的人不在少数

话剧成功的演出不仅在于演员精湛的表演，也
在于幕后工作人员的默默奉献。每当回忆起剧组人
员为了话剧所付出的一切，贾盛总是深受感动。

“话剧里，每一场上道具和灯光是配合的，也
就是说，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搬运道具的人应该撤

到幕后。有一个场次，我们一位工作人员没来得
及撤回到幕后，于是在那场演出最长的一幕，为
了不让观众发现，他从头到尾就蹲在道具后边。”
贾盛感动地说，“我当时演出的情节是送别来家
里走访的客人，就看到他蹲在那里，但是当时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整场演出结束我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在那一刻，贾盛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没想到
幕后人员为了演出效果尽可能的完美，竟然能做
到这样。

而在郭威看来，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实际上，
很多学生的戏份不算太长，但就算只有一两句台
词，剧组也需要他们全程跟到尾。“这对他们来说
是很难熬的，因为只能看着别人演，等到自己演
出，说两句就结束了。”郭威说。

尽管如此，学生们仍然尽心尽力，在课余时
间里不断地揣摩，带给了整个话剧不一样的感
受。“我认识一个学生演员只有两句台词，但他每
一次演出都能带来新的改变，表演越来越传神。”
郭威欣慰地说，一开始演员们的表演很生涩，导
演有时甚至还要亲自示范动作、眼神，但经过进
一步的打磨、雕琢，再加上演员们都很聪明、用
功，话剧也变得越来越完美。

据悉，作为中国科协发起的“共和国的脊
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中的优秀立项项
目，《杨石先》将于 2017 年上半年同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高校的相关剧目共同参加全国展演。

时光变幻中的家国情
姻本报实习生 田思敏 记者 陈彬

戴伟为中学生演示化学实验。

参赛学生向评委介绍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