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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参加广州马拉松赛。
西湖大学供图

神圣的亚运之火，再次回到杭州。
这一次，执炬奔跑的人群里，有一位科
学家中的“跑男”——西湖大学校长施
一公。

许多人都认为，这位酷爱跑步的校
长做火炬手是最恰当不过了。2008
年，刚回国工作的他，由于种种原因，遗
憾错过了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的机
会。此后的这些年里，他始终坚持着跑
步的爱好。这次杭州举办亚运会，他成
为了火炬手。杭州，不仅成为他事业的
追梦地，如今更成为他的圆梦之地。

上午9时20分，施一公在人群的欢
呼声中站上火炬传递第二棒起跑点。
他，步姿轻盈，身姿挺拔，一看就是长跑

“专家”的体态。
其实施一公并非从小就是体育运

动爱好者，也谈不上有跑步天赋。初三
那年，他意外报名参加了校运会 1500
米长跑的比赛，结果跑了倒数第一；此
后，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劲儿，施一
公开始长期练习跑步；进入清华大学读
书之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
员，他便转练竞走，直到在校运动会上
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并拿下国家
二级运动员称号。

几十年后的今天，跑步早已成为施
一公的一种生活方式。“两三天不跑步就
很难忍受了，四五天不跑步真的会抓
狂”。

他有多热爱跑步？2018年4月，施
一公在刚获聘西湖大学校长之际，就在
西湖边跑了一圈，以此宣告他人生新征
程的开始；当年 8 月 26 日，学校博士开
学典礼当天，施一公先带着几位同事清
晨5时就在西湖边跑了11公里，然后参
加开学典礼，并邀请学生加入；此后每
一年的开学典礼当天，清晨 5 时多，他
都会带着师生一起在学校跑步，庆祝一
个新的开始⋯⋯常常是年轻的学生们
气喘吁吁，跟不上他的步伐。

更不用说，他还曾多次参加马拉松
比赛，仅用时 1 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完
成半程马拉松（约 21 公里）；又在 53 岁

“高龄”时，仅用时 3 小时 34 分 56 秒，就
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全程马拉松（约 42
公里）。这些成绩，已达马拉松大众选
手中的“精英级”标准。

因此，他获聘了杭州马拉松形象大
使、广州马拉松宣传大使。现在如果在
百度上搜索“最热爱跑步的大学校长”，

会立刻跳出推荐答案“施一公”。
纵观世界，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科

学家同时也是优秀的运动健将。钟南

山参加过首届全国运动会，一举打破
400 米跑步比赛纪录；袁隆平差点进了
国家游泳队；斯蒂芬·霍金则是牛津大
学赛艇队的一员⋯⋯

科学家擅长用科学原理来寻找缘
由。施一公解释，跑步能增强心肺功
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不仅改善人
体机能，还使人感到快乐。这些是对提
高工作学习效率、实现“为祖国健康工
作50年”的保障。

另一方面，施一公相信，跑步的好
处更在于磨练心智。“体育锻炼是一种
自强的精神，是一种受益终生的生活方
式。我的家族并没有运动传统，我也没
有运动天赋，但这些恰恰能转化为促使
我成长进步的优势。”

跑步，也为施一公带来观察一座城
市的独特视角。他发现，清晨，尤其是
周末的清晨，西湖边跑步的人，在这四
五年里越来越多。亚运的到来，正让杭
州“跑”起来，城市的风貌也在这些生活
中可感知的变化里不断焕新。

跑步带来的向上精神是可以通向
各个领域的。施一公所从事的基础科
研，又何尝不是一场“寂寞的长跑”。研
究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出成果较慢、
成果转化难⋯⋯每一位科研者的跑道
上，总会有着种种“障碍”需要“熬过

去”。坚韧是长跑者和科研人不可或缺
的品质。

“人生不像马拉松。马拉松有终
点，而人生没有，科研也没有。我们永
远得往前走。”施一公认为，如若用更长
远的眼光看待跑步，不如不再将其视为
一种体育竞技，而是一种生活享受——
在克服困难、战胜自己的征途上，享受
沿途所见的风光、清晰可闻的心跳。

现在，当把工作和生活重心挪到如
诗如画的杭州，施一公觉得无比幸运。

“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有多少诗词
典故的润色；江潮涌动的钱塘江堤，有
脉脉江南难得的壮观辽阔；还有杭州本
地人常去的湘湖、铜鉴湖，美景也丝毫
不输⋯⋯“这一刻，科研道路上的长跑
也便不再难熬，每时每刻都在收获生活
的美好。那种愉悦能享受一辈子，是很
多年后还能想起来的幸福。”

这也正是亚运火炬手施一公想要
传递的体育精神，乃至人类精神——
不仅是运动员在体育赛场上要更高更
快更强，我们每个人也要有战胜自己
的勇气和信心。同时，还要把享受健
康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些精
神，应该像火炬接力一样，一棒接一
棒，在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国家
里传承下去。

科学家中的“跑男”、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

科研和体育，都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本报记者 严粒粒 纪驭亚

科学家中的“跑男”、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

科研和体育，都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本报记者 严粒粒 纪驭亚

施一公在杭州传递火炬。 本报记者 倪雁强 摄

9 月 17 日上午，杭州第 19 届亚运
会火炬传递来到金华，婺州古城的标志
性建筑保宁门外的飘萍路上，一位满头
银发的火炬手，格外引人瞩目。

他是本届亚运会火炬传递中最年
长的火炬手——84 岁的金华雷锋事迹
馆创始人曹荣安。“很激动，很自豪，我
做到了！”传递活动结束后，曹荣安紧紧
握住记者的手说道。此时的他，眼里噙
着泪水。

出生于 1938 年 11 月的曹荣安，被
金华市民亲切地称为“雷锋老人”“环保
老人”。多年来，他致力于弘扬、传承、
践行雷锋精神，宣传环保理念，并于
2010年创办金华雷锋事迹馆。他曾获

“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志愿者”等荣誉
称号，获第九届中华环保奖、第十届中
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雷锋是我们的榜样，人人可学，处
处可为。”提到雷锋，曹荣安有说不完的
话，“传承雷锋精神是时代的需要，也是
人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更是我毕生
的追求。”

9月16日是金华站火炬手报到的日
子，早晨7时多，曹荣安还是先来到雷锋
事迹馆，整理了20年来与雷锋班长、战
友、故人的131封信件，并为浙江师范大
学的学生们上了一堂“学雷锋课”。“周末
有很多学生要来，我想和他们说说话，这
是我多年来的习惯。”曹荣安说。

作为雷锋同时代的兵，曹荣安比雷
锋还大两岁。“学雷锋，我注重‘讲、写、
藏、做’。”站在雷锋雕像前，曹荣安对浙
师大的学生志愿者们说，“讲”雷锋故事
要真，让人“耳服”；“写”雷锋故事要实，
让人“眼服”；“藏”雷锋的文献资料要
多，让人“证服”；“做”雷锋精神传人要
坚持奉献，让人“心服”⋯⋯

如今，曹荣安个人投入积蓄101万
元用于金华雷锋事迹馆建设，馆藏3万
余件学雷锋历史资料和藏品，成为学雷
锋的一处精神高地。13年来，事迹馆每
日开馆，从无例外，接待参观人数25余
万人次，并先后在各地成立19个分馆。

和学雷锋一样，环保也是曹荣安一
辈子的事。

1982年，曹荣安在杂志上看到一篇
关于水保护的文章后，受到强烈震撼，
立志要为环保做点事。从那之后，他一
边工作，一边找寻和购买邮品、图片、剪
报、书画、照片等各种与环保有关的资
料，并进行环保展品的制作和展出。

金华雷锋事迹馆里有一支“老火
炬”，是共建单位开展学雷锋活动后留
下的，曹荣安没舍得扔。“老物件有了新

用途。知道自己入选亚运会火炬手后，
我每天都要举着这支‘老火炬’练一
练。”他说，“环保就是要从小事做起，从
我们的生活、生产等各个方面节约资
源、循环利用、减少污染。”

为了让宣传演讲更生动，曹荣安自
制环保道具，自编顺口溜，用行动传播
绿色理念。今年 8 月 15 日，首个全国
生态日上，他带上道具来到金华人民广
场，向市民宣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

40多年来，曹荣安共牵头组织各类
环保主题活动 2000 余次，开展环保巡
回宣讲超千场，足迹遍布全国，远的还
到达日本、韩国，听众达22万余人次。

“我有两件宝贝要给你看看。”火炬
传递结束后，曹荣安向记者展示了两件
珍 藏 了 33 年 的 物 件 ：一 张 编 号 为
4002675 的 捐 赠 收 据 ，落 款 时 间 是
1990 年 8 月 11 日；另一张是第十一届
亚运会基金会办公室的回信。

思绪回到 33 年前。1990 年的北
京亚运会，是我国首次承办大型国际性
综合运动会。曹荣安回忆道，当时国家
财力还不雄厚，需要依靠社会力量来填
补资金缺口。心情激动的他，没有犹
豫，捐出了1000元积蓄。

“那时候，家里条件还不宽裕，但向
亚运会捐款，我毫不吝惜。”曹荣安动情
地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是国家培养
了自己，读了书、有了工作，应该回报
国家。

这段往事，曹荣安在成为杭州亚运
会火炬手后回想起来。经过翻找，他陆
续找到了亚运邮票、亚运纪念币，以及
捐赠收据和回信，自己 33 年前就已经
与亚运会结缘。

33 年弹指一挥间。今年，曹荣安
入选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的火炬手，这
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了跑好
这一棒，他坚持每天从家步行到雷锋事
迹馆，坚持每天锻炼，通过饮食、作息调
整身体状态。

尽管只是短短的 50 米，但对于近
两年动过4次手术的曹荣安来说，跑起
来并不容易。有人建议，可以坐在轮椅
上，由志愿者推着走完这一棒，但被他
一口回绝了。

“亚运会是一场体育盛会，我要用
行动告诉青少年，积极运动才有强壮
的体魄。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我
们的接棒人。”曹荣安说，他想通过亚
运火炬，传递生生不息的雷锋精神，激
发青少年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和报
国之心。

雷锋同时代的兵、84岁火炬手曹荣安——

把雷锋精神一棒一棒传下去
本报记者 沈 超

曹荣安在金华传递火炬。 本报记者 朱海伟 金思成 摄

再一次在西兴大桥上被众人欢呼
声簇拥着前行，彭清林依然紧张。

直播镜头里，彭清林的救人事迹配
合着他传递火炬“薪火”的画面被再次
提起。“看，他就是那个跳桥救人的小
哥！”围观人群中，一名 6 岁的男孩被父
亲高高扛起，指着奔跑的彭清林喊道。

人群中间的彭清林看不见直播，也
听不清这些声音，他只能感受到自己的
心跳随着接过火炬的那一刻频率达到
了最高点——“噗通噗通”，50 米的距
离，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用怎样的姿态
奔跑的，正如他无法说清自己究竟为何
在一瞬间决定跳桥一样，那是一种本能
的反应。

在彭清林还只是外卖员彭清林的
时候，他纵身一跃，救人的 99 天后，彭
清林成为了亚运火炬手彭清林，西兴大
桥下的滚滚钱塘江水见证着他的故事，
也续写着他与杭州亚运会不解的缘分。

“我怎么就成了亚运火炬手了？”摸
着标号“036”的亚运火炬，彭清林仍然
感到一丝不真实。

在传递火炬前的培训中，彭清林仔
细看了看 20 日这天的火炬手名单，他
的前一棒，是杭州的女足教练黎寒璐，
后一棒，是参加过奥运会的前女足国家
队队长吴海燕，夹在两人中间，彭清林
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们都是在自
己领域里非常优秀的榜样，而我只是做
了一件小事。”彭清林挠了挠头告诉记
者。名单里，他关注到了杭州 28 路公
交车司机孔胜东，还有上城区张能庆公
益服务站创始人张能庆，彭清林觉得，
这些人代表了杭州的文明形象，是他学
习的榜样。

如果一定要较真彭清林作为火炬手
代表了什么，那他最想代表的还是千万
个默默在这座城市穿行着的外卖骑手。

“我只是因为救人被看到了，但也有更多
小哥在‘路见不平一声吼’之后选择悄
声离开，他们也值得被点赞。”彭清林说。

彭清林和黎寒璐设计了一个踢足

球的动作作为交接的标志，他原本打算
在和吴海燕交接时做出比心的动作来
回应这 99 天以来大家对自己的关注，
但碍于举火炬动作的限制，他最终决定
和吴海燕双臂交叉交接火炬。跑完全
程，彭清林走进采访区，相比于跳桥救
人的时候，他变胖了一些，伤也已经完
全好了，面对许多的话筒和镜头，他也
从当初的不适，变得健谈。

“亚运会期间，我会去淳安场馆看
自行车的项目，骑自行车是我最喜欢的
运动。”彭清林说，此前，他曾在病床上
对着媒体镜头提起想看职业选手飞驰
的样子，他曾经一个人从广州骑行到拉

萨，是公路自行车的爱好者，却从来没
有在现场看过一场专业的自行车比
赛。承办杭州亚运会场地自行车赛的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场馆群运行团队邀
请他去看自行车赛，传递完火炬，彭清
林就准备启程。

他不止一次提起他对杭州的热
爱——过斑马线时的车让人，偷偷给外
卖小哥加肉的猪脚饭店铺老板。那纵身
的一跃，便是他和这座城的一场“双向奔
赴”。在成为亚运火炬手之前，彭清林就
已经成为了亚运城市志愿者。他喜欢骑
着电瓶车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看
西湖边牵手散步的老人、看德寿宫红墙

前拍照的路人，他依然会做一些微不足
道的小事，比如帮没有带伞的阿姨租一
把雨伞。

99 天里，彭清林陆续收到了来自
杭州各方以及老家桑植县的奖金、捐
款。面对这些钱，他的原则是“政府给
予的荣誉和奖励可以收下，但企业和
个人对他的奖励捐赠坚决不收。”并且
尝试通过做公益的方式，把部分钱捐
出去。

9月10日，彭清林在老家桑植县举
办了“彭清林爱心公益中心捐赠仪式”。
当晚，他为全县24名经济困难学子共发
放了 7.8 万元助学金。“我小时候是山村
留守儿童，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都外
出打工。读书时得到过县里一家爱心企
业的捐赠。”彭清林回忆，因为自己淋过
雨，所以他想给别人撑一把伞。

“如果亚运期间看比赛的时候有余
力，我也会去做公益的。”彭清林表示，
他想给所有来杭州的外国友人推荐西
湖的美景，未来，他也想以“公益人”的
身份参与到这座城市文明的建设中，继
续书写温暖的杭城故事。

举着火炬跑过曾一跃而下的大桥，外卖小哥彭清林——

接力“薪火”，传递爱与勇气
本报记者 刘俏言

举着火炬跑过曾一跃而下的大桥，外卖小哥彭清林——

接力“薪火”，传递爱与勇气
本报记者 刘俏言

彭清林在杭州传递火炬。 本报记者 吕之遥 摄

彭清林（左）在亚运文明驿站做志愿服
务。 上城区望江街道供图

彭清林
跳桥救人的杭州外卖小哥
彭清林
跳桥救人的杭州外卖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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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荣安
金华雷锋事迹馆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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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荣安在金华雷锋事
迹馆。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朱海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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