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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当21世纪开头的时候，湖南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有计划
地访问一些当事人，希望他们能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口述回忆，让采访者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
料，为后人留下一些宝贵的文化财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应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口述历史很重要。
《论语》就不是孔子（前551－前479）的著作，而是口述。
这情形与希腊的苏格拉底（约前470－前399）及其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似。
那个时代学者们还没有自己著书立说的习惯，思想学说都是靠自己口述而由门人弟子记录下来的。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
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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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李元访谈录》介绍了李元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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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元，原名李柷，山西朔州人，出生天太原，自1948年起，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从事天文观测和天文科普工作，1954年参与中国科普文馆，1957年建成，任宣传组长
，1982年调入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任外国科普研究室主任。
曾获“天文馆事业先驱者”（1987）和“建国以来有特殊贡献的科普作家”称号（1990）.1998年太阳
系第6741号小行星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为“李元星”。
曾主编《大众天文》期刊，著有《到宇宙去旅行》。
李大光，辽宁本溪人。
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中国科普研究所外国科普研究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社科系传播专业教授。
曾任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执行组长。
译有《魔鬼出没的世界》《未来的魅力》。
陈曦，宁夏银川人，中科院研究生院传播学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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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负责押车，从南京运到上海，走了一天一夜。
到了上海，又用卡车拉到工学研究所的大仓库存下。
工学所所长周仁（1892-1973）是当时的组织者之一，有这些元老的筹措运作，我们就在上海待了下来
。
我们在中央研究院上海一座大楼（此楼是接管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楼）里办公，植物研究所借
给我们一间办公室，我和罗定江（他从金陵大学毕业后在紫金山天文台担任助理员）就在那编《大众
天文》杂志。
我们的住处安排在附近一栋小楼的楼下，楼上住着钱临照。
竺可桢这时候也在上海，蒋经国请他去台湾，他没同意，就在我们办公大楼里一间很好的接待室里住
着，也不参与任何外界活动，深居简出。
我是在那个时候和他熟悉起来的，中午经常和他一起吃饭，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接触到他，很难得。
竺可桢的知识非常丰富，对天文学也有很深造诣。
在上海时，.天文研究所的成员有张钰哲、陈遵妫、陈彪、罗定江和我等，1949年4月，陈遵妫和陈彪
先回南京了。
陈遵妫的姐姐是老革命干部，老早就给他打过招呼，让他回南京去，他就在南京迎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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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作，《李元访谈录》一书终于告罄。
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我不仅对中国天文科普事业的发展沿革有了些许了解，更重要的是，深深感受
到以李元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们严谨治学、求实奋进、不计回报、只讲奉献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最欠缺的，令我受益终生。
我的硕士论文主题与北京天文馆相关，北京天文馆正是李元先生一生中投入心血最多、最引为自豪的
事业。
在论文写作阶段，通过访谈和文献阅读，我对百年来为中国天文科普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文学家和
科普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那个年代的生活是清贫的，科研环境是艰苦的，我时常在想，是怎样的动方激励着他们全身心地投入
到科普事业中去？
为什么在战争频仍、颠沛流离的年代，他们没有放弃，即使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他们也依然坚持
对理想的矢志追求？
我们这代年轻人会像他们那样，即使身在艰苦条件中，也能毫无畏惧、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吗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元访谈录>>

编辑推荐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李元访谈录》：从紫金山天文台到北京天文馆唤百姓洞识字宇宙奥秘与领袖
讲说天文古今获小行星命名科普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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