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与南粤 A6

延
伸

黄本立：
战火中求学粤北的又一院士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宣传“坪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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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原则性表态，指引社会正确处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 □木葭

“年轻人卧铺挂帘”：不搞道德绑架，但道德还是应该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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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4 月 16 日发布
了涉妇女儿童案件情况。最高法
表示，近期，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
岁未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追究
刑事责任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
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此类案
件4件4人，犯罪人年龄在12至13
岁之间，被依法判处 10 至 15 年有
期徒刑。问题孩子的出现既有家
庭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是多种因
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毫无疑问，最高法所指的那个
“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件就是邯
郸初中生遇害案。至此，该案算是
正式进入到两高的视野，通过两高
的表态，可以看到司法部门对未成
年人犯罪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调整。

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应勇强调：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
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尔后，最高检对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三名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核准追诉。4月16日，最
高法在情况通报上强调，审判既要
成为对失足未成年人惩戒处罚的
公堂，又应作为挽救教育的课堂。
处罚上坚持“宽容但不纵容”，对于
主观恶性深、危害严重，特别是屡
教不改的，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发
挥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
平，示社会以公道。

两高的两番表态及数据释放，
在以往是非常少见的。或许是出于
对未成年人整体情况的考虑，即便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后，对低
龄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责实际可能处
于正常运转的状态，也并未公开向
社会透露相关情况。但随着湖北未
满12周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邯
郸初中生遇害案在舆论发酵，难免
使社会形成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不受
刑法制约的观感，同时也给那些极
个别有违法犯罪想法的未成年人造
成了不好的引导，毕竟，在互联网时

代，连小学生都已经深谙网络之道。
因此，尤其需要司法部门，特

别是最高级别的司法部门作出严
正表态，昭示法律的严肃性，既对
各级法检部门的工作方法提出指
导，又对未成年人起到警示作用。
从这个角度上，邯郸案的意义不弱
于昆山龙哥案与唐山打人案，是一
个标志性的法律事件。

最高法的表态，虽然一句没提
邯郸案，但处处不离由邯郸案引发
的社会思考。除了前述提到的审
判原则，还包括对未成年人的矫治
教育没有很好落实《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的要求。最高法表示，（现
实生活中）对“问题少年”的教育矫
治程序虚化，导致大量未成年人违
法后，处于无人无力监管、矫治落空
状态，以致往往反复实施违法行为，
最终造成恶果、构成犯罪。如某地
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曾五次被公安
机关行政拘留，但均未实际执行。
应当尽快改变对低龄未成年人专门
矫治机构力量薄弱的局面，加快专

门学校建设，逐步推动建立独立的
少年司法系统，让实施了严重危害
社会行为、但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
未成年人得到应有的矫治教育。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
提出，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
专门教育。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成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根据
需要合理设置专门学校。然而，据
检察日报报道，截至 2022 年，有 9
个省份没有专门学校，很多省份甚
至是人口大省仅有1所专门学校。
由于现有专门学校数量太少，无法
满足需求，导致需要专门教育的未
成年人“无校可去”。最高法将专
门学校不足这一问题提出，表明对
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不能
停留在一放了之的粗放治理层面，
否则容易将违法行为诱发至犯罪。

对恶性犯罪者追究刑责、对该
送入专门学校者坚决送入，重视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才能真正实现惩
防并举。（作者是资深时事评论员）

最近，一则“年轻人火车卧铺上
挂帘子，老人没地方坐”的消息引起
网络热议。

在网络评论区，支持年轻人的
占了大多数。有人说，我买了下铺，
下铺的使用权就是我的，凭什么给
没买到下铺的人坐？挂上帘子，可
以让自己多一些隐私，也避免拒绝
别人坐的尴尬。

这就和公交、地铁上让座的话
题一样，过一段时间就会成为热门
话题。在拥挤的公交车和地铁上，
年轻人该不该给老年人让座？曾
经，照顾老弱病残是人人争做的好
事，但如今，“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
分”似乎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共
识。谁要逼我让，就是“道德绑
架”。在没有多花钱的公交地铁上
尚且如此，在火车卧铺这样要多花
点钱的场合，那就更加“不让”了。

在火车卧铺这种特殊的公共场
合，需要公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老
式绿皮火车的卧铺，每个隔间有6个

铺位，分三层，除了两张下铺之外，另
外只有走廊上有2个小小的座位。这
意味着，如果卧铺票全部售出，在不到
铺位睡觉的情况下，中铺上铺总有两
个人没有地方坐。中铺上铺狭小逼
仄，不躺着是没法在上面休息的。但
在白天长途乘车的情况下，人不可能
长时间躺着。所以，长期以来，一般在
白天非睡觉时间，中铺上铺的人都会
在下铺坐一坐，休息一下，下铺的人基
本上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也没有形成
什么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那为什么现在这会变成一个话
题呢？或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更加
有边界感，对维护自己的权利更加敏
感。严格从法律来说，买了下铺票，下
铺在这段时间内确实是归买到票的
人使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和隐私需求，可以拒绝其他人使用。

但社会并不仅仅是由冰冷的法
律构成的，它还需要人与人之间温
暖的善意来填充和连接。只看法
律，我买的铺位，我有权拒绝别人使

用；你没买到，那是你的问题，与我
无关。但是，老年人往往因为不熟
悉网络购票，难以买到自己想要的
下铺票，但他们年老体弱，需要得到
更多的照顾和关注。

有些人说，照顾老人是铁路部
门的责任，铁路部门应该把卧铺改
成两层，在卧铺车厢设置更多座位；
或者是老人亲属的责任，应该为他
们购买下铺，买不到下铺就别出来
了，非要出来就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如果这样的话，那笔者建议，铁
路公司先把卧铺下铺锁定，只卖给60
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带婴幼儿乘车的
人，其他人只能买中铺上铺，下铺在开
车前最后1天才放开给其他人购买。

我们不搞道德绑架，但是基本的
道德，还是应该有一些。“只要人人都
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
间。”一首《爱的奉献》曾经传唱大江南
北。在讲个人权利、讲边界的今天，爱
心、善意也不过时，也永远不会过
时。 （作者是资深时事评论员）

羊城晚报：叶叔华、黄本立等都曾在
粤北念中学，与此同时，邹仪新、张云等
一大批中大教授也在粤北坚持科学研
究。从“坪石先生”到“坪石学生”，他们
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何昆亮：“坪石先生”主要是指抗战
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时期，一
批爱国进步的学者、教师，在艰苦的环
境下育人、执业。邹仪新先生就是“坪
石先生”的代表之一。1941 年 9 月，她
率领中山大学天文观测队赴福建，观测
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在坪石发表了日全
食观测报告，留下宝贵的科研资料。叶
叔华先生秉承了乃师的科学精神，终成
大家。

羊城晚报：重新发现位于粤北的这
个“南中国唯一研究天文之机构”，有什
么特殊意义？

何昆亮：坪石塘口天文台，是抗战时
期中国后方仅有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
台。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也只有一座
观象台，而中山大学在塘口建的是天文
台，两者的设施和规模都不一样。

塘口天文台的发现，为研究抗战时
期中国高等教育坚持教学科研提供了实
物证据。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期间，为
抗战需要增设了许多课程，数学天文系
和天文台的教学就是其中一部分。塘口
天文台也为世界天文学研究积累了宝贵
的资料。

张云、叶述武、邹仪新几位先生，除
了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最显著的还在
于用卓绝的学问、精神言传身教，培养
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羊城晚报：今年是中山大学建校百
年，电影《坪石先生》也计划上映。重新
挖掘这段抗战时期的华南高等教育历
史，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

何昆亮：进行最接地气的爱国主义
教育，电影无疑是最好的宣传教育方式
之一。《坪石先生》是第一部以抗战时期
华南高等教育历史为主题的电影，在坪
石拍摄期间，就在当地引发了轰动。而
华南高等教育历史也能借此走出广东、
走向全国。这是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一
种尝试，也是缔造广东人文符号的一次
实践。

和叶叔华一样，在战火纷飞中来到粤北求
学、日后在科学领域蔚为大家的，还有今年 99
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黄本立——他是我国著
名原子光谱分析家、中科院院士。

黄本立 1925 年出生于香港，祖父是广东新
会人。黄本立 9 岁时，祖母带着他回到广州读
小学。1941 年，黄本立孤身一人来到坪石，考
入培正培道联合中学，就读初中二年级。黄本
立回忆道：“培联中学的校风很严，很注重素质
教育，校长每周都要对学生训话。虽然培联中
学是抗战时期临时组建的，但老师素质很不
错，给了我学业上很大的帮助。”

1942 年 7 月，黄本立顺利读完初二，决定
跳一级以同等学力报考高中。他收到了五所
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最终选择了华英中学，并
于 1945 年考上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日后，黄
本立成为了我国以原子光谱为研究方向的第
一位博士生导师，并在 1993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为我国光谱分析领域学科的建设作出了
卓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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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武江河畔的乐昌
市长来镇安口村，山清水
秀，国立第三华侨中学纪念
碑就坐落于此。距其50公
里开外，长尾洞培正培道联
合中学办学旧址、三星坪中
山大学工学院办学旧址、塘
口村中山大学天文台遗址
以及坪石老街国立中山大
学校本部办学纪念园……
今人悉心设立的这些地标，
共同组成了华南教育历史
研学基地（坪石），纪念当年
的峥嵘岁月。

刚刚过去的 3月底，年
逾古稀的新西兰顺德同乡
会会长叶义和，还在旅外顺
德联谊总会秘书处一行的
陪同下，来到上海探望他的
堂姑叶叔华。第一次见到
这位远方的堂侄，叶叔华连
说了几句“好高兴”“好感
动”。今年97岁的叶叔华，
接受了家乡顺德人民敬赠
的香云纱围巾，这是一份对
杰出科学成就的敬意。

1927年 6月，叶叔华出
生在广东一个开明的大家
庭。父亲叶润生重视教育，
无论男女均给予平等的教
育机会。1936 年，父亲叶
润生带着儿女搬迁到香港
九龙，9岁的叶叔华要帮母

亲记账、算账，还要帮忙照
顾三个弟弟。1941 年，太
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
陷。叶叔华进入香港培道
女中念高中短短三个月，就
被迫辍学。翌年4月，叶叔
华随父亲的朋友逃亡到了
当时广东北部乐昌县杨溪
安口村，投考国立第三华侨
中学，重新读高一。

国立第三华侨中学是
一所在战火中新建的学校，
校歌由著名音乐家马思聪
作曲。“学校没有像样的教
室，只有在桃李树下用竹子
搭建的房子里上课。”几十
年后，叶叔华回忆当年的求
学生活感慨道，“比起普通
老百姓还是强很多，因此学
生们读书都很用功。”

在 国 立 第 三 华 侨 中
学，叶叔华读完了高二。
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叶
叔华随父母再次迁徙，从
乐昌北上到连县。连县培
英-真光联合中学是战乱
中由两所学校合并而成的
中学。1944 年 8 月，叶叔
华入学读高三。音乐成为
她一生的爱好，在日后的
国际交往中，音乐也无数
次拉近了她和国际友人的
关系。

1945 年，18 岁的叶叔
华在连县完成了高中学业，
以理学院第一名的成绩考
入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
实际上，当年少的叶叔华在
乐昌负笈求索时，日后带领
她走上天文之路的国立中
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教授邹
仪新，正和她同在一片南
粤大地上艰苦维系着科学
研究。

当时，作为抗战后方的
粤北山区，云集了大批知识
分子和大学生。1938年 10
月，广州沦陷前夕，国立中
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省
立文理学院等高等学府被
迫迁移，在此开始了长达 5
年的烽火办学艰苦岁月。

世人熟知西南联大的
故事，实际上在同一时期，
中山大学也在烽火中坚持
办学。《资本论》中文译者、
经济学家王亚南，世界著名
核物理学家、“中国核能之
父”卢鹤绂，音乐大家马思
聪……中大“坪石先生”在
岭南这片土地上，以读书人
的方式参与战斗。

八十多年后，从 2019
年起，经广东省政府及各相
关部门、“三师”专业志愿者
等一众专业人士，和当地政

府、民众共同发掘，多处办
学遗址被“打捞”并加以保
护和修缮，人们才逐渐勾勒
出一幅华南教育在抗战烽
火中艰难赓续的图像。

2019年 9月，坪石镇塘
口村天文台遗址被意外发
现。“早知道中山大学在坪
石建有天文台，现在意外发
现这个遗址，我们很兴奋，
这是对历史的真实见证。”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曹劲说。同样激动的还
有中山大学物理与天文学
院首任院长林伟鹏教授，

“2019 年是中山大学天文
系招收本科生的第一年，我
们一直到处寻找中大天文
系的历史资料，在这个契机
重新发现坪石的天文台遗
址，实在太令人兴奋了！”

坪石塘口村天文台是
中山大学第三座天文台，也
是抗战期间中国在抗日后
方建立的唯一一座位于北
纬 25度的天文台。在最靠
近战事前线的地方，师生们
坚持科研，开展变星观测、
太阳黑子研究。它延续了
全国高校中首创数学天文
系的荣光，参与了“百年间
机会最佳”的 1941 年日全
食观测。

1945年 1月下旬，日军进攻坪石，邹
仪新保护着天文台最珍贵的仪器和一批
资料撤退到乐昌县城，自己掏钱雇请挑
夫，将其转移到北面的仁化县山区。
1945 年 10 月，中山大学回到广州办学。
当时的中山大学天文系尚未从数天系独
立出来。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除了一
门普通天文学以外，其他的都是数学基
础课程，到了二年级才开始分数学和天
文专业。

其实，叶叔华自幼钟情文学，一心想

研究古文。父亲担心她的生计，希望她
选择更容易安身立命的医学或自然科
学。选择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是父女
俩的折中方案，但年轻的叶叔华，并不知
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

“当时有一位女老师——邹仪新先
生，她很活跃，很会感染大家。大家都被
她吸引了，感觉很多知识都是国家需要
的，所以班上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天文，我
也选了天文。”邹仪新激发了叶叔华对天
文的兴趣，也将她带到了新的人生起点。

抗战期间在韶关创刊的《建国日
报》，1948年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日食观
测简史》的科普文章，作者是中山大学天
文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叶叔华的师弟。
而这位大学生，正是日后的著名天文史
学家、中国科学史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
院士席泽宗。

当邹仪新老师在粤北坪石塘口村天
文台观测星象时，席泽宗还在念高中，他
在书店买到了一本科普书《宇宙丛谈》，
作者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
张钰哲先生。

席泽宗从此爱上了天文。1947 年，
他不顾家人反对，考入中山大学天文学
系，成为邹仪新的学生。临近大学毕业
时，邹仪新写信将他推荐给张钰哲所长，
信中写道：“一位《宇宙丛谈》的读者，走
过千山万水，将要来到您面前。”

席泽宗日后选择天文学史作为专业
研究领域，同样是受到了张钰哲的影
响。他曾对席泽宗说：“天体物理固然
重要，但天文学界不可能人人都干天体
物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天文学的各

个分支都应有人去占领，而且都要做出
成绩来。”

还有一重缘分，1965年，席泽宗被李
约瑟先生推荐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
院士。1944 年，李约瑟曾作为英国著名
科学技术史研究者、英国驻中国大使馆
科学参赞，不远万里，造访炮火中的华南
及粤北多所中国高校。他就来过塘口天
文台考察，不仅留下了邹仪新和塘口天
文台的珍贵照片，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中山大学天文台。

李约瑟后来在《中国东南部的科学与
技术》一文中写道：“理科方面值得注意的
是，在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只有中山大学
拥有天文台。在著名的女台长邹仪新博
士的领导下，约有12个学生。教学工作
仅依靠一具6英寸的赤道仪进行。为了
通过星的方位来测定纬度和时间，一具经
纬仪被改装成天顶仪，并已投入使用。”

1984 年，席泽宗成为中国天文学史
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1991 年，他顺
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至今仍是科
学史方面的唯一院士。

“我们在塘口村找到了当年邹仪新
先生居住的泥砖屋，从她的居住地到天
文台有 3 里路，每天上下山往返很辛
苦。”韶关当地文史专家、广东“三师”专
业志愿者何昆亮向记者介绍，“遇到好天
气时，邹先生就带着她的学生住在天文
台山上，彻夜观测。”

“我不要做教授夫人，我要做教授。”
作为中大数天系教授叶述武的妻子，邹
仪新婚后没有放下学术研究，尽心培养
了一大批优秀的天文学人才。夫妻共同
投身科研的精神，日后又在叶叔华身上
得到了映照。

1949年，叶叔华和爱人程极泰双双

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毕业。第二年夏
天，两人一同到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
天文台求职，不料碰了个“钉子”。紫金
山天文台的意见是只能招一个男的，这
让叶叔华非常生气。

“我是专门学天文的，又这么诚恳来
找工作，天文台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呢？”当
时的叶叔华年轻气盛、无所顾忌，给时任
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写了封信。“我
简直气死了，写信给台长说，你是不对的，
我应该到你们天文台来。结果当然没去
成，但这个事情后来人家都知道了，原来
还有人写信给台长去争。”叶叔华回忆说。

曾经深深影响了席泽宗的张钰哲，

又一次影响了叶叔华的人生。这封长信
最终发挥了作用，1951年11月，紫金山天
文台下属的徐家汇观象台向叶叔华敞开
大门，由此开启了她一生的天文之旅。她
主持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综合世界时系统，
确定了北京时间，同时倡导将射电甚长基
线（VLBI）技术应用于空间探测，在探月
工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去年，叶叔华应邀在国际顶尖综述
期刊《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年评》（An-
nual Review of Astronomy and Astro-
physics，简称 ARAA）发表个人传记式文
章，这也代表着国际同行对其在天文和
天体物理领域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梁善茵 通讯员 任海虹 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上海南丹路80号，上海天文台，一间门牌上挂着“院
士”字样的普通办公室，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几十年
来的办公场所。

今年97岁高龄的叶叔华，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名誉台长、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是第一位
担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的中国人。她也是中国首
位女天文台台长，被人们称作“北京时间之母”。

2023年 5月，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一行曾专程
来到上海天文台，看望慰问叶叔华院士。许瑞生向她介
绍，院士年少时在粤北山区就读的中学旧址，现已完成发

掘修复、活化再利用，成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坪石）
的重要组成部分。叶老深表欣慰。

叶叔华院士正是那一段烽火办学岁月的重要亲历
者。1938年前后，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省立文
理学院、培正中学、培道中学等被迫从广州迁移，辗转来到
粤北乐昌坪石、浈江大村、连州等地办学。叶叔华正是在当
时乐昌县安口村的国立第三华侨中学完成高中教育，以优
异成绩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开启了她的天文人生。

围绕她的求学生涯与师门因缘，我们可以深切感受
到，那段特殊岁月的艰难赓续，为日后留下了火种和星光。

乱世求学壹

结缘天文叁

薪火相传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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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口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天文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