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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普工作没有一定的轨道与模式。
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各人有各人的道路。
与其说我是一名科普作家，不如说我是一个科普活动家。
由于6741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李元，我也成了被采访的“人物”，从已发表过的一些报道来看，不免有
些走样，因此我愿意冒昧地给自己作一幅剪影，故写此文。
认星座是我的起点少年时代，父亲李尚仁教我认识了一些明亮的星座和行星，引起了我对星空的爱好
。
1941年，16岁的我刚上高中，就目睹了9月21日的日食，后来我从当时的一部天文百科全书《宇宙壮观
》（陈遵妫编译）中了解到了天文学的成就和概貌，加深了我对星空的观测与了解，我自己也绘制了
很多星座图和星图，逐步走上了天文之路。
紫金山是我的大学1947年2月由陈遵妫代理所长的安排，我在天文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开始工作，
半年多的时间，使我大开眼界。
那年10月起，我去上海暨南大学天文系短期听课并在《科学世界》杂志社任编辑，杂志编辑的经历对
我以后的科普写作影响很大。
1948年7月，我再度登上紫金山，经张钰哲所长出题考试后，我成为天文所的正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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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少年时代起，李元先生就被浩瀚无边的夜空所吸引。
高中毕业后，李元先生即进入紫金山天文台，从事与天文相关的工作。
李元先生说，紫金山就是他的大学，这里是他之后的锻炼、成长和发展的序曲；北京天文馆是他在实
践中得到发展和创新的主旋律；而中国科普研究所是他开阔眼界、不断探索、收获成果的高潮。
他说，他感觉自己是很幸福的人，因为他所干的事是社会所需要的，是他感兴趣的，他把自己的兴趣
爱好与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普之星>>

书籍目录

难忘紫金山天文台岁月  一、初上紫金山  二、上海编杂志  三、考进天文台  四、相关文章    古台蒙难
百年祭    忆大众天文社    王天一——中国科普期刊事业的先驱者创建北京天文馆  一、在宁筹备  二、
来京建馆  三、天文科普  四、相关文章    用行动来纪念高鲁先生(李杭)    回忆与竺老的相识——写在《
竺可桢全集》出版之时    我国首部宪法与北京天文馆    通向宇宙的窗口——纪念天文馆诞生60年来到
科普所  一、调入科普所  二、介绍和引进《牛顿》杂志  三、倡导太空美术  四、相关文章    学习外国
科普书刊的好经验，为繁荣我国科普创作而努力    宇宙的桥梁——怀念太空美术大师C.邦艾斯泰从看
星开始(的事业)    一、对星图的迷恋  二、举办展览与引进书刊  三、撰写书评  四、国外科普考察  五、
送“嫦娥”远航  六、大日食涌动大科普  七、领袖与科普  八、6741号小行星从天而降  九、相关文章    
毛主席来到紫金山——我的珍贵回忆之一    周总理看星——我的珍贵回忆之二    少奇同志关怀天文馆
——我的珍贵回忆之三    中南海里谈科普    中华儿女名挂太空    高士其照亮了“高士其星”      廖庆齐
——香港太空馆创始人    日全食：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    大日食涌动大科普    传播知识的古堡——纪
念史密松学会150周年回忆先师与故友  一、张钰哲  二、陈遵妫  三、李珩  四、蔡章献  五、藤井旭  六
、卞德培  七、沈左尧  八、岩崎贺都彰  九、相关文章    张钰哲——中国天文科普事业的引路人    蔡章
献——台湾天文事业的先锋    沈左尧与科普美术作品精选    中国的科学普及工作    奇妙的宇宙旅行—
—记北京天文馆人造星空的表演    它使星光洒满人间——纪念天象仪诞生60年    中国天文馆事业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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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    日本科普事业概况结语：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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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际上，我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工作之一就是筹备天文馆，我一方面干天文台的事情，一方面筹备天文
馆的事情。
1948年考入紫金山天文台以后，我做观测工作。
我主要观测太阳黑子，还有天上的某些变星和彗星等，但重要的是学习观测的技术，因为大望远镜的
观测技术并不简单。
在张钰哲台长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一些天文观测的基本技术。
此外，我还要学习一些天文知识，尽管自己也读了不少书，如《普通天文学教程》，但是和正规专业
毕业的同志相比还是很有差距的。
1951年，我们还进行了俄语突击学习，突击学习了以后还有一些效果，后来我还能看一些简易的俄文
天文书，一般的天文专业的英文书也可以看。
我们向大众普及天文知识，在组织参观时，我把太阳黑子照在望远镜后面的投影板上，本来投影的直
径大概20厘米，我把它放大到30厘米，或更大，以产生更好的视觉效果；若用遮光的设备还可以看日
面的米粒组织在太阳表面运动，大黑子的本影、半影也看得很清楚；我还画上红红的火焰——日珥，
就算看不见，我也给画上，看着挺热闹的。
晚上天晴的时候，我们组织一部分人看月亮、星星。
我们还经常组织演讲、广播等，干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锻炼。
有天文台的工作经验，办天文馆就有了基础。
以前我读过张钰哲的书，他呼吁在首都建一个天文馆，但那时只是个梦想。
中国天文学会第一任会长高鲁对天文馆建设也曾鼓吹过。
他们还想出办法，即发行邮票，卖邮票的一半收入用于建天文馆，但抗战爆发后全吹了。
尽管如此，我到紫金山天文台看外国杂志对天文馆的介绍，里面有很多详细的材料，我向往天文馆，
我有志建天文馆，感觉到建天文馆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张钰哲当年在美国就看到芝加哥天文馆，他就写了《假天》，就是“假的天空”，后来我就改称为天
文馆、天象仪。
张钰哲说，如果为了普及科学，开发明智，在国都所在地建立一个天文馆又有什么不好呢。
他对建天文馆很有兴趣，也可以说我的兴趣是他带动起来的。
1949年11月，我在《宇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高鲁先生——天文学会的创办人，也是
天文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但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天文馆——“Planetarium”。
建立天文馆，新中国可以做到。
我跟张钰哲说要建天文馆，他早就想建，就是没人做，我正要做，他就很支持我，我就朝着这个目标
前进了。
1953年，张钰哲到苏联访问，第一次看到苏联的天文馆，回来写了访苏报告，在天文普及方面他介绍
了莫斯科天文馆。
他认为，我们北京也应该建一个天文馆，所以我筹备天文馆他是完全赞成的。
1950年11月，当时国家成立的一个专门搞科普的机构是中央文化部下面设立的中央科学普及局。
普及局局长叫袁翰青，是化学家，北大教授。
袁翰青搞科普是很有成绩和影响的。
抗战时候他就在兰州设立了一个兰州科学馆，实际上就是普及科学知识的地方。
因为在，1941年张钰哲带领日食观测队到甘肃去观测日全食时，就与袁翰青交往挺多，他们本来就认
识，都是留美的。
50年代，袁翰青准备成立中央人民科学馆，就是后来的中国科技馆，要搞科普计划。
那时候在北京大学教数学的戴文赛（后来是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和我也熟，很了解我，把我推荐给
袁翰青，说要搞普及天文方面的工作，就找李元来做。
后来，袁翰青就发信到紫金山天文台，说请李元同志来工作一段时间，但张钰哲不放人。
袁翰青又写信来说，就去一个月，张钰哲才派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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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了三部电影片到北京。
一部是1936年在日本观测日全食的电影，是余青松带队去拍摄的；还有一个是1941年9月21日在甘肃观
测日全食的纪录片，这大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反映天文观测方面的彩色纪录片，或在当时是很少有
的彩色影片；第三部是从英国文化委员会借的，叫《经度和纬度》，也是彩色影片。
那时候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南京和上海都有图书馆，还搞活动，如放电影啊、听音乐啊、看书啊，是英
国大使馆办的。
我经常去，在上海时我也去。
美国新闻处也办这些。
不管他们有什么别的动机，我经常去看科普电影，关系很熟。
以前我在南京大学就放映过这些片子。
那些大教授们都看得津津有味。
那都是我们大众天文社办的，我们印票，一场看不够，还得两场。
打一个“星”的记号就是看了第一场，打两个“星”就是又看了第二场。
我带这些片子到北京文化部电影局，他们没看过这些。
由于是无声的影片，我来做解说。
我解说得比较生动，他们就看得挺高兴。
我还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放过，也在中苏友好馆放。
我那三部片子在那些地方一炮打响。
我见到袁翰青就说，咱们以后应在北京建立天文馆。
他说，“是，我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我感觉苏联的天文馆做得不错”。
这就为建北京天文馆埋下了伏笔。
因为他是科普局局长，得到他的支持就好办了。
我在北京一个多月就回南京去了，我跟张钰哲说，建立天文馆的机会有了，北京的人也很想搞。
他说，“那你就筹备吧！
”所以我就开始在紫金山天文台筹备建北京天文馆的事情。
我不断地搜集有关天文馆的资料，不管是哪国的都搜集，英美的多，美国的最多。
那时，紫金山天文台的龚树模正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天文专业，我也给他写信，请他帮我搜集美国天
文馆的资料。
我还有亲戚住在美国，也帮我搜集。
当时的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
我搜集的都是美国的资料，这怎么行。
结果我又“碰巧”了一次。
1952年，我到上海我哥哥家过年时，去影院看电影。
电影开始放映“今日苏联”——是加映片，接着是“下课以后”，这是演一群青少年到莫斯科天文馆
去参观的事情。
嘿，这段看得很起劲。
我没去过莫斯科天文馆，正好在影片中有学生参观天文馆的情景。
我看到在莫斯科天文馆里演示人造星空的情况，还有演讲的情况，馆内仪器和设备。
虽然只有几分钟，但内容挺好。
回到南京，我找到江苏电影公司，我说，我们要“下课以后”的拷贝。
他们马上就调出拷贝。
这样，照片就有了，多巧啊！
所以有心人随时可以抓住机会去做想做的事。
后来这些照片还真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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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科普之星——李元》这本书的编著工作，在《科普人生》丛书系中，算是起步稍晚的，直到2010年
草长莺飞的四月，口述与文字整理还在紧张地进行之中。
这整本书的编著过程中，85岁高龄的李元先生以矍铄的精神和充沛的精力陪同我们一起工作：连续几
天的接受访谈、不舍昼夜一遍遍地亲自查阅校对书稿、补充材料⋯⋯其中的各个细节李元先生都会关
注到，包括选录文章的原始出处、细小的标点符号格式、书稿中字体的大小、颜色等等，李元先生都
跟我们积极沟通、仔细核对，力求更加完善。
这一过程中，李元先生谦逊、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爽朗、乐观的精神面貌不断地感染着我们，而李元先
生对待工作的认真细致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则时时敦促和鞭策我们像他一样认真地对待这一工作，乃至
今后的事业。
而在真正深入地了解李元先生20年努力求学、60年钟情科普的人生经历后。
我们更能深刻地感受到李元先生的人格魅力。
从少年时代起，李元先生就被浩瀚无边的夜空所吸引。
高中毕业后，李元先生即进入紫金山天文台，从事与天文相关的工作。
李元先生说，紫金山就是他的大学，这里是他之后的锻炼、成长和发展的序曲；北京天文馆是他在实
践中得到发展和创新的主旋律；而中国科普研究所是他开阔眼界、不断探索、收获成果的高潮。
他说，他感觉自己是很幸福的人，因为他所干的事是社会所需要的，是他感兴趣的，他把自己的兴趣
爱好与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7。
这些话语深深地感动并震撼着我们。
有的人，年轻时就虚度光阴，蹉跎岁月，感叹时运不济或运气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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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普之星:李元》：中国科普研究所简介：中国科普研究所于1980年由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高
土其先生提议，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它是直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是中国唯一国家级从事科技传播和科普理论
研究的机构，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挂靠单位。
中国科普研究所主要研究范围包括科技传播对象、内容、渠道及机制等理论研究，公民科学素质的调
查、监测和分析，科普效果评估，青少年创造能力培养的调查及理论研究，科技教育的理论研究，国
外科技传播研究，国内外科普作品和作家研究等。
中国科普研究所下设科普理论研究室、科学素质研究室、信息研究室、办公室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
书处，内设科普监测与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探索中心，编辑出饭《科普研究》和年度《中国科普报告
》等期刊丛书。
近年来，中国科普研究所在“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科普效果评估”、“科普资源调查及相关理论
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政府制定科普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为科协和社会的科普实践提供了理论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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