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卷 (2018 年) 3 期

科学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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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知己其乐无穷，与地知己其乐无穷，与人知己其乐无穷。

——高登义

2018年 2月 26日晚，由科技部

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中国科学院科

学传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支

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

第23期科学咖啡馆活动，迎来了中

国完成地球三极(南极、北极、青藏

高原)科学考察第一人——中国科学

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高登义研究员。

一辈子从事高山、极地和海洋

气象科学研究的高登义先后 8次赴

珠峰、3次赴南极、19次赴北极、5

次赴雅鲁藏布大峡谷、4 次赴西太

平洋进行科学考察，为中国极地科

考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咖啡初

上，题为《我与“斯瓦尔巴条约”

情缘》的报告开讲，高登义将自己

参与北极建站过程的经历细细道

来。从最初偶遇《斯瓦尔巴条约》

的幸运，到个中艰辛和阻碍，直至

在社会各界朋友们的相助下，终

于让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北极上

空……在场嘉宾都为已近耄耋之

年但依然精神矍铄的老先生而感

到振奋和骄傲。

缘起《斯瓦尔巴条约》

时光回溯至 1920 年 2 月 9 日的

巴黎和平会议，《斯瓦尔巴条约》诞

生了。该条约规定各缔约国的公民

可以自主进入斯瓦尔巴群岛地区，

并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允许在

当地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活动。

1925年 8月，当时的北洋政府派遣

外交官同苏联、德国、芬兰等国一

起，也参与签订了《斯瓦

尔巴条约》，成为条约国之

一。正是这一条约，让中

国争得了北极的部分权

力，如在斯瓦尔巴群岛建

立科学考察站、开矿、办

学等。

“1991 年，在我参加

一次国际北极科学考察期

间，从挪威卑尔根大学

Y·叶新教授赠送的《Arc-

tic Pilot》 (《北极指南》)一书中，

第一次看到了《斯瓦尔巴条约》

原文。”讲到这里，高登义难掩心

中的激动与兴奋，“这代表了中国

作为条约的成员国，完全可以在

斯瓦尔巴群岛建立科学考察站！”

正是这次“赠书”的机缘巧合，

让高登义走上了为中国在北极斯

瓦尔巴群岛建立科学考察站付出

不懈努力之路。

从那时起，一切都仿佛“守得

云开见月明”。1991年9月，在中国

科学院的支持下，中国科学探险协

会与挪威卑尔根大学签订了有关中

挪北极与青藏高原合作科学考察意

向书；1995年 5月，中国科学院组

织代表团访问挪威，就中国北极建

站事宜与挪威科学技术部、环境

部、极地研究所、卑尔根大学等商

谈；1995年12月，以秦大河为团长

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国

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为我国

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奠定了基

础，199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北极

科学委员会；1997年到2001年，挪

威驻中国大使馆两次邀请中国到斯

瓦尔巴群岛建站……终于，在 2002

年 7月，中国在北极的第一个科学

1991年高登义研究员与Y·叶新教授(左)在北极浮

冰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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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考察研究基地——中国伊力特·

沐林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在北极朗

伊尔宾成功建立！2004年，又在斯

瓦尔巴群岛建立了中国北极黄河

站。从此五星红旗将永远在北极上

空飘扬，中国科学家也有了属于自

己的北极科学考察站。

科考不忘科普，真心回馈大众

高登义坦言，北极科考站的成

功建立离不开中国科学院、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探险协会、

卑尔根大学和挪威驻中国大使馆等

单位的大力帮助，得益于人民日报

社、中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多

家新闻媒体积极参与的科普宣传，

让中国更多的民众逐渐了解中国北

极科考站的意义所在。“更多人民群

众的关注让科考站建站北极更加顺

利，因此如果能够通过科普的方式

把北极之美与科学之美传递给每个

人，继续满足大众对北极科考工作

的好奇心，那将是对所有人最好的

回馈。”

中国科学院院刊记者辛玲提

议，希望北极科考站能够提供更多

的机会，让更多的记者可以去北极

科考站进行新闻采访，将更多的科

普知识和有趣的故事记录下来，传

播出去。高登义非常赞同，他认为

北极科考站应该以开放的姿态来

面对大众，但这需要各方的共同

配合。一方面北极科考工作者要

改变自身观念，接受科普工作为自

己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负

担；另一方面也希望不论媒体还是

个人，在北极参访的同时要遵循

科研秩序，不能影响到正常的科

研工作。

为了给北极科普创造更好的

条件，高登义在科研工作之余，

还是中科院老科学家演讲团的成

员。他经常去各所中学进行科普

讲座，是许多学生心中的“科学

明星”。谈到这里，高登义认为宣

讲活动十分必要，他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满足孩子们对北极的好奇，让

孩子们崇尚科学，锻炼科学的思维

模式，也更加理解北极人类共享的

理念。

初心不改，方得始终

有幸参加本次科学咖啡馆活动

的三帆中学李晨熙同学听完报告后

感触颇深，“在科考过程中，您遇到

过那么多的困难，是什么让您坚持

到了现在？”他略带稚嫩却满怀真诚

的提问令在场嘉宾会心一笑。

高登义十分诚恳地告诉李同

学，老一辈科学家对国家有着深厚

的民族感与责任感。只要是对国

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都会毫不

犹豫地去做。要保持对研究方向的

持续兴趣与好奇心，这样在每一次

做实验，在进行科考任务时，便会

不断有新的发现，也会不断增加新

的兴趣，提出新的问题，长此以往

就会有所成就。

这番朴实简单的话语，让在场

的每个人深受感动。正是有许多身

体力行、不忘初心、执着科研的科

学家们的无悔付出，才有了中国科

技的飞速发展，也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年轻人投身其中，为国家和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科技部机关服务局党委副书记

张永锋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高登

义研究员的感谢。他认为科学家

们的无私奉献，让科学研究更加

深入，发展也更加迅猛。中国科

学院科学传播局周德进局长也畅

谈了自己的感受。他提议向高老师

学习，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时刻

保持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积

极努力，用心做事；另一方面他也

希望高老师继续科普宣传，把优

秀的科学文化、科学精神不断传播

开来。

每月一次的科学咖啡馆活动，

主讲人精彩纷呈的报告，与会嘉宾

的热烈讨论，吸引着各界新朋友的

加入。第一次参加活动的中国科学

技术馆党委书记苏青对这种新颖的

交流形式颇为赞许，即兴为“科学

咖啡馆”赋诗一首——

科学原本奥涩艰，

高人宣讲深变浅。

咖啡热品香弥漫，

交流有乐更有甜。

正如高登义研究员对北极科考

的坚持，中科院物理所科学咖啡馆

活动也将秉承初心，在逐步的成长

与完善中凝聚更多有志科普的人

士，共同探讨科学、传播科学，让

每一次活动都有声有色，每一位朋

友都不虚此行。

(供稿：李 淼 龚则周 魏红祥)
中国伊力特·沐林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左)与中国北极黄河站(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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