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自远：创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在黑暗

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科学家浪漫起来是什么样子？在欧阳自远身上，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欧阳自远是我国天体化学的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

程首任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如今虽已年近九旬，他仍坚持为青

少年们做科普教育。

2023 年 11 月 16 日，欧阳自远为北京市延庆区第二中学的学生们线上

讲述“神奇的月球”。“你看月亮，她多美啊，她是地球的女儿，对我们情深

意切。”这位一生致力于研究天体化学和地球化学的科学家，用诗人般浪漫

的语言给孩子们讲述月球的奥秘。



2023 年 11 月 16 日，在开课时，欧阳自远跟学生们打招呼。

“去唤醒沉睡的高山”

1935 年，欧阳自远出生在山水秀美、人才辈出的江西吉安。出生时，

他的舅舅正好读到《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欧阳自远的名

字由此而来。彼时，沉浸在喜悦中的长辈们不会想到，这个小男孩长大以后

会“入地上天”，将探索的目光投向了广袤的宇宙。

1952 年，新中国首次高考拉开序幕，数万名考生走进考场，17 岁的欧

阳自远是其中之一。欧阳家世代行医，欧阳自远的父母希望他报考医学专业，

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1952 年考大学，当时我们国家非常贫穷落后，广播里响着‘年轻的学子

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它们献出无尽宝藏’，我就是被这句话深

深地打动了。”谈及当年的选择，欧阳自远微笑着说道，他的思绪似乎一瞬

间又回到了那广袤的土地上，那些他不畏艰苦也要探索的山地间。

看到孩子想为中国工业发展做贡献的决心，欧阳自远的父母最终选择支

持他的决定。于是，欧阳自远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金

属与非金属矿产勘探系。

背上行囊远赴北京，大学的专业学习带给了他深远的影响。1956 年毕

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此后，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录取

为矿床学副博士研究生，开始研究长江中下游铁矿与铜矿的成因与找矿方向。

1957 年，他第一次独自到安徽和湖北的矿区进行地质调查和研究，下到矿



井坑道里观察矿脉，描述岩层，采集样品带回研究所进行分析测试，撰写的

论文，为长江中下游矽卡岩矿床的理论研究和寻找提供了重要依据。

欧阳自远的办公室内有各种与星球有关的模型。

欧阳自远始终觉得，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目标、追求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时，就能够拥有无限的推动力和积极性。

在工作中，他也一直践行着这句话。他的多项研究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他研究核爆对地质和矿物的影响，为我国核试

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1964 年，他接受国防科委的委托，组织了一支多种

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队伍，承担我国地下核试验场和试验前后的地质综合

研究。



“张爱萍（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将军找到我，说‘你是学地质的，也学

过核物理’，周恩来总理作了指示，核爆炸实验‘绝对不能污染地下水’，否则

‘你我都是中国的罪人’。”讲到这段回忆，话毕，老先生突然哈哈一笑，眼神

明亮了起来，“多么大的压力啊！但我有了这个劲儿，天大的困难都能够克

服。”虽已近耄耋之年，他仍声若洪钟，“我想了一个办法，很好地解决了这

个问题。” 此后，他又相继参与并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地下核试验、高空

核爆炸试验、触地核爆炸试验等方面的重要研究任务。

“一个人只要是为国家做贡献，会充满干劲地完成任务。”在科普讲座中，

他也跟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从“地”到“天”的跨越

在欧阳自远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全月球影像图。这张图由“嫦

娥二号”的立体相机拍摄，是迄今为止分辨率最高、应用最广泛的全月球影

像图。



如今，欧阳自远仍一直坚持在科普一线。

从地球化学家到天体化学家、中国天体化学领域的开创者,再到中国探月

工程的首任首席科学家，在毕生的研究中，欧阳自远实现了从“地”到“天”的

一个神奇跨越。

1957 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拉开了人类空间时代的序幕。

1958 年苏联和美国开始探测月球。国外的这些科研进展给欧阳自远极大的

震动。虽然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但他的心里已经埋下了未来探索太空的种

子，思考中国的太空时代何时到来，该如何准备。

没有太空样本，欧阳自远将目光转向了陨石。在欧阳自远口述、滕斐整

理的《嫦娥奔月：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科学家欧阳自远的故事》一书中，

记录了他与陨石结缘的故事。



1958 年，欧阳自远接触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颗陨石。当时，在广西南

丹发现了一种不能够被熔炼成钢铁的“铁矿石”，当地技术人员把样品带到北

京，向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专家请教。欧阳自远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不

是“铁矿石”，而是铁陨石。这次与陨石的意外结缘，也让他开辟了一条新的

研究道路。

1976 年的吉林陨石雨则为欧阳自远提供了深入研究陨石的契机，也是

他在天体研究中的重要转折点。

提到吉林陨石雨这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陨石坠落事件，欧阳自远

幽默地说道，“当时五个县噼里啪啦掉了很多石头，像大火球一样落下，村

民们吓坏了，以为是敌人在袭击我们。但巧的是，没有砸坏老乡的一片瓦。”

彼时，在中国科学院的组织下，地球科学、天文科学和力学研究所联合

全国多所高等院校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联合科学考察组，由欧阳自远带队，

对吉林陨石进行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深入而系统的综合研究，研究内容涉及

岩石学、矿物学、化学组成、有机质、年代学、同位素、热、宇宙线辐射、

天体力学、碰撞演化史等方面，并先后与美国、德国、瑞士和日本等国密切

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论文。

通过收集落在中国的各类陨石，进行实验室的系统研究，欧阳自远逐步

在中国建立起相关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从事陨石学、天体化学、月球科学和

行星科学研究的科学队伍，并不断发表和出版有关文章和书籍。



1978 年，欧阳自远得到机会研究美国宇航员从月球表面带回的岩石。

这次难得的科研机会也让他认识到，随着科技的发展，“月球的战略意义和

科学、经济价值都将高于当时国际上热衷的南极开发。”

1992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欧阳自远从中看到了月球探测的希

望。1994 年，欧阳自远等专家开始论证探月工程的可行性。2004 年，第一

期绕月探测正式立项，并正式将其命名为“嫦娥工程”，欧阳自远被任命为中

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

给同学们讲月球的故事，欧阳自远语言浪漫，情真意切。

2007 年 10 月 24 日 18 日 05 分，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在西昌发射升

空。11 月 5 日上午 11 时 37 分，嫦娥一号第一次近月制动成功，卫星速度



定格在每秒 2.06 公里。那一刻，欧阳自远和总指挥栾恩杰、总设计师孙家

栋情不自禁地拥抱到了一起，他眼睛泛着泪花，哽咽地说：“绕起来啦，绕

起来啦……”

此后，作为探月工程二期先导星的嫦娥二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嫦娥三号

探测器成功落月，实现了中国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嫦娥四号探测器

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月球背面的软着陆就位探测；嫦娥五号探测器实现

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

“我们下一步将开展火星探测、小行星探测、木星与木星系统探测，以及

进行行星际的穿越探测。”即便已经对月球有了更深层的认知，科学家们的

脚步仍然没有停歇，这也是欧阳自远为何坚持在科普一线的原因之一。谈到

未来，他还有更多期许——月球开发利用的前景，需要更多年轻人投身进来，

为地球人类的未来造福。

科学教育是科学家送给下一代人最好的礼物

“人的觉悟、人的水平、人的素质和作用才是根本，我们要抓住这个根本，

因此我愿意去做科普，科普的重大意义是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在科研之

外，欧阳自远也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始终对学生和青年科研人员怀有殷

切期望。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他仍坚持在科普教育的一线。

据媒体报道，2022 年 9 月 26 日，“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走进香

港“科创大讲堂”活动启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欧阳

自远代表参与本次活动的院士发言时表示，“做科普是科学家的责任、义务



和使命，我们的下一代对科学的兴趣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国民

科学素养水平，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将是科学家送给下一代人最好的礼物。”

2023 年“院士专家讲科学”活动中，欧阳自远为延庆第二中学的学生们带

来一场“神奇的月球”线上科普讲座，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讲述人类自古以

来对于月亮的情深意长。在 11 月 16 日上午的线上讲座中，这位年近九旬

的老人端坐在电脑前，一刻未停歇地讲了三个多小时。

提到他钟爱的科研时，他像一位情意绵长的诗人，提到国家的发展、人

类的未来，他言语殷切。谈到天体，八大行星在他的讲述中变得鲜活起来，

他把它们形容为太阳系的子女，有各自的脾气和性格，他用生动的语言和事

例，引导学生们爱上科学，勇于钻研。

回首过往，欧阳自远认为，青年学子要打好科学知识基础，才能应对和

吸收爆发式的新知识。他始终向同学们强调，仅有梦想的创新不是创新，“所

谓创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在黑暗中无路可寻时，经过认真思考，找到一点

儿微弱的光亮，并朝着这个方向前行，最终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

对话

新京报：选择地质相关专业，对你未来从事探月工作带来了哪些帮助？

欧阳自远：我在 1952 年考大学，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非常贫

穷落后，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要发展重工业，使国家尽

快富强起来。那时，广播里经常说，“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



高山，让它们献出无尽的宝藏。”我就是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心里想着，“对！

我要学地质，便毫无困惑地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的目标，学地质时就想着“一定要为国家争口气”。

我想，当年对地球科学的学习，为我后来研究火星、月球奠定了非常好的基

础。它们都是太阳系的子女，有共同的基因和作用，只是位置和大小、脾气

和性格不同。深入研究了地球，我开始研究天上掉下来的陨石，然后是火星、

月球……拿它们和地球做比较，通过地球来了解别的行星。后来，我做了比

较行星学，提炼出它们的精华，一步一步地将知识系统化。

欧阳自远院士寄语青少年。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在你看来，要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应具备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欧阳自远：最重要的是努力，而且要讲究学习方法。我非常重视小学、

中学的学习，因为每一门功课都有一套学习方法，在小学、中学阶段一定要

学会学习。而且，外语也要打好基础，学会了外语可以看国外的文献，广泛

吸纳世界各国的研究成果，然后取其精华，再去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

我在中学学习的是英语，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俄语主要通过唱歌学习，

我学会了一百多首俄语歌。学德语则是有一个德国大学生晚上和我聊天，我

们聊了快半年，我的德语水平在各方面都有了提高。

总之，中小学的任务就是打好基础，只有夯实了基础，以后才能攀登更

高的目标。大学的任务就是要打好专业基础，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仅有梦

想是不够的。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攻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

新京报：回顾你的青年时期，在科研道路上也曾历尽艰辛，是什么原因

促使你坚持走这条科学之路？

欧阳自远：我很幸运，在中学时，有特别好的老师教给我学习方法和记

忆方法，让我打好了基础。我想，科学研究有一个过程，各学科要联系起来

相互促进、相互支持，才能得到更广阔的知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因此我们要艰苦追求，打好学科基础。我是学地质的，以地球为基础了

解行星。比如，很多人讲“火星移民”，那就先要知道火星的生存环境，以及

如何克服和解决不适于人类生存的问题，才能够抓住“火星移民”问题的关键。



此外，还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这点很重要，会让我们加倍努力，比别

人有更多、更深度的思考。我把月球看成地球的女儿，你看月亮，她多美啊！

研究中，我有很多的思考，越深入了解越觉得有意思。我喜爱这些，很愿意

去钻研。

新京报：知名的院士亲自为中小学生做科普，是否大材小用？

欧阳自远：在做科普中，我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地球绕太阳一圈就有了

春夏秋冬？为什么南北半球气候相反？事实上这些都有科学证据，但以前大

家不关心这些问题，反正每天都这么过。

我们的责任是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我一再说，强国不仅仅是看

GDP，人的觉悟、人的水平、人的素质才是根本。我们要抓住这个根本，因

此我愿意去做科普，科普的重大意义是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

新京报：对学生们的学业和未来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建议？

欧阳自远：对于马上要升大学的高中生，首先要学得扎实，将所学的多

学科融合起来，才会增强实力。此外，还要确认自己想干什么，考虑到国家

未来的发展。学习没有什么窍门，希望学生们要下功夫。要享受读书的快乐，

而不是苦读书。

（来源：中国地质大学校友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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