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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年已85岁高龄的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与夫人、
著名孢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孙湘君共同捐赠多年积蓄200万元人民币，在同济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下设立“同济大学海洋奖学金”。他俩专门叮嘱“不要以我们的名字命名”，希望未来能得到更多校友和
社会组织的关心和支持，鼓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于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前不久，汪品先正式入驻B
站，粉丝数超过 100 万。6 月 9
日，他发布了首条视频——《我
60岁以后才出成果，我们要把中
国大洋钻探做到国际前列！》。
截至目前，播放量327.4万，49.2
万点赞，热情的网友投币 32.3
万。打开弹幕，网友齐齐刷出

“爷爷好！”“院士好！”“老师
好！”，形成一片弹幕墙。

面对“火”出圈的热潮，汪品
先说：“上世纪80年代做一个科
学报告，后面要加映一场电影，
人家才肯来听；现在有这么多人
对科学感兴趣，真的是高兴还来

不及！”许多人都很关心，老院士
“出圈”之后，会不会给他的生活
带来一些甜蜜的烦恼，会不会挤
占他宝贵的工作时间。

“这些短视频是在年轻人的
协助下完成的，对我来说是‘一
鸭多吃’，何乐而不为呢？”汪品
先说，“到现在为止，我有两本科
普书——《十万个为什么》和《深
海浅说》。里面还有大量的富矿
没有开发出来，还有很多故事可
以讲出来，很生动，这些科普视
频我准备继续做下去。”

在2013年出版的第六版《十
万个为什么》中，汪品先担任《海

洋》分册主编。在书中，他设置
了近200个问题，自己撰写或请
相关专家回答。深入浅出、风趣
幽默、引人入胜，是人们阅读汪
品先科普作品的共同感受。汪
品先一直认为，做科普不仅是为
了社会，也是为了科学家本人。
他说：“科学是有趣的。好的科
普，要求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领
域进行深化和提升，才能用大众
听得懂的语言说清楚。社会上
对科学有一种误会，认为科学很
枯燥、很呆板，这需要科学家自
己来消除误会。”

“我们将以您为榜样，投入更
多热情，为推动我国海洋事业发
展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捐赠仪
式上，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学生洪
同芳向汪品先院士和孙湘君教授
致感谢辞赠送基于汪品先院士撰
写的科普图书《深海浅说》制作而
成的有声书。这是同学们自发筹
备的“深海回声”有声电台，将《深
海浅说》一书制作成有声书，发布
在喜马拉雅和“同济海洋人”微信
公众号上，年轻的力量也在用自己
的方式为海洋科普作贡献。

同济大学海洋楼是老院士
每天埋头工作的“战场”，隔壁就
是孙湘君办公室。两位老人朝
夕相伴。

汪品先对科学事业的追求
与热爱，孙湘君深深理解。她一
退休就从北京来到上海，和他一
起探索海洋与地球科学奥秘，并
受聘为同济大学兼职教授。他
们曾合作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
文，一起携手攀登科学高峰。

每年的除夕夜，孙湘君最开
心的事，是老伴陪她一起看春
晚。“一年365天，他364天晚上
都是在工作，只有这一天晚上，
肯花时间陪我看看电视。”孙湘
君说。

直至今日，汪品先依然像一
位勤勉刻苦的学生，每天除了工
作、还是工作。为追赶世界先进
水平，他曾每天工作14个小时。
汪品先总说：“对我来说，最缺的
就是时间。我是倒计时的，别的
都可以慷慨，钱我也可以慷慨，
时间我不能慷慨，因为我没有

了，我在时间上是很小气的。”
汪品先研究海洋地质40多

年，1999年在南海主持中国海首
次大洋钻探，开我国深海科学钻
探之先河。2011至2018年，他
主持了我国海洋科学第一个大
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南海深海
过程演变”，任国家“南海深部计
划”指导专家组的组长，使南海
进入国际深海研究前列。

82岁那年，汪品先前往中国
南海，9天内连续3次下潜到1400
米的深海，发现深水珊瑚林，在全
世界的深潜者中，他是年纪最大
的那位。这趟深海之旅，他等了
大半辈子，他亲眼观察到甘泉海
台冷水珊瑚的“慢生活”和海马冷
泉动物群的“快生活”。

1999年汪品先第一次参加
南海科考，作为首席科学家的他
已经63岁。临行前，汪品先给夫
人留下了一句话：“能活着回来
就算赢。”这位对时间“很小气”
的院士，经常开玩笑说：“别人是
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举
行的签约仪式上，汪品先院士、
孙湘君教授与同济大学校长陈
杰共同签署捐赠协议。陈杰向
汪品先院士和孙湘君教授颁发
捐赠证书。

陈杰代表学校，代表方守恩
书记，向汪品先院士和孙湘君教
授慷慨捐资助学的善举表示衷
心感谢。“今天，我们又一次被汪
品先院士和孙湘君教授对祖国
海洋事业的热爱、对青年后备人
才的殷切期许所感动。”陈杰表
示，学校一定会管理好、用好这
笔基金，充分发挥基金的引领和
育人作用，促进学科融合交叉，
助力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和高水
平人才培养。

今年已经85岁的汪品先院
士和孙湘君教授在生活上一直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但在捐资
育人和回馈国家上，他们始终慷
慨大方。这已不是他们夫妇第
一次进行捐赠了。据学院负责

人介绍，1998年汪品先获得何梁
何利科技进步奖时他就将奖金
全数捐出设立“海洋地质学奖学
金”，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海洋
学科研究人才。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时，汪院士夫妇心系
抗疫前线，第一时间捐出了10万
元助力打赢疫情阻击战。

谈到为什么捐款，孙湘君
说：“在读大学的时候，国家培养
了我们，我们一直想为国家多作
一点贡献，希望在青年学子的求
知路上，为他们‘加点油’，促进
学生更快成长，推动海洋学科、
海洋事业获得更大发展。”

“设立这个海洋奖学金，也
是向更多学科专业领域的学生
发出了召唤，希望有更多青年学
生加入到国家海洋事业的队伍
中来。”汪品先特别指出，海洋属
于跨学科领域，需要多学科协
同，非海洋学科的学生在这一领
域也可通过学科之间的交叉融
合，大有作为。

捐赠200万元设立奖学金 为投身国家海洋事业的学子“加点油”

这对院士夫妇向青年发出召唤

“在读大学的时候，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一直想为
国家多作一点贡献，希望在青年学子的求知路上，为他们
‘加点油’，促进学生更快成长，推动海洋学科、海洋事业
获得更大发展。”

为了向更多青年学生发出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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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最缺的就是时间。我是倒计时的，别的
都可以慷慨，钱我也可以慷慨，时间我不能慷慨，因为我
没有了，我在时间上是很小气的。”

钱可以慷慨，时间不可以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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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有趣的。好的科普，要求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化和
提升，才能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说清楚。社会上对科学有一种误会，认为科
学很枯燥、很呆板，这需要科学家自己来消除误会。”

入驻B站和年轻人一起为科普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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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院士、孙湘君教授与同济大学校长陈杰共同签署捐赠协议。 本版图片均据受访者供图

汪品先对科学事业的追求与热爱，孙湘君深深理解。

汪品先入驻B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