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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重若重》

内容概要

本传记基于口述访谈和实物采集，以史实还原了徐光宪的学术成长过程，准确、完整、清晰地勾勒了
其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学术成就、学术成长中关键节点和重要事件，真实反映了徐光宪院士宽广的
学术视野和独特的科学思维方式，对科学问题和研究热点的敏感性和前瞻性，以及他本人立足国家需
要、多次转变科研方向并相继取得重大成果的奉献精神和优秀品质。此外，徐光宪院士对教育事业的
重视和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与扶植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很好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徐院士曾说“如果把科学家分为几类，有举重若轻的，有举轻若重的，那么我都不是，我属于‘举重
若重’的一类人。”从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老科学家的虚怀若谷、朴实无华，而这也是本传记书名的
由来。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举重若轻：徐光宪传》是“老科
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子课题“徐光宪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成果之一。我是课题负责
人，课题组成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艳红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晶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的李保滨博士。课题于2010年7月启动，课题组成员经培训后开始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1年10
月通过结题验收，并完成研究报告的撰写。
“徐光宪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课题主要任务是三部分：访谈、采集资料和撰写研究报告，每一项
工作都完成得不容易。正式和非正式的访谈进行了十几次，采集、整理和扫描资料更是历时近半年，
研究报告的撰写也占满了大家的业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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