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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科普自媒体“星球研究所”，对

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经历。这也是我坚持

了六年，至今仍在从事的事业。

“星球研究所”真的很严肃，我们遵

从“穷尽原则”来搜集资料和写文章。这

与我在清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是有关联

的。因为如果在写科普文章之前，你没有

阅读过相关的所有资料，你可能得出的是

一个偏颇、片面的结论。我认为，这对于

科普写作是个“灾难”。只有“穷尽”，

你所写下的才是最尽力、最负责任的文

字，读者才会认可你。

我们一开始经营这个自媒体公号时有

些艰难，但出于对科普的热爱、对世界的

好奇心，以及对描述这个世界的执着，我

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星球研究所有很多标

签，新媒体、UP主、科普机构，等等……

但在我心里，更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双眼

睛，一双能和所有人一起看世界的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三张图片来说明：

2010年，我从家乡昆明考入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说起选择环境学院的原因，或

许有些理想化吧——那时昆明的滇池遭遇

污染，我至今还记得媒体对百姓的号召，

以及我心里的感动。如果这种感动非要

落实到文字，那可能就是“希望家乡更

美好”。

到如今，我已经本科毕业10年了。草

蛇灰线，当回望自己的经历，我发现其实

一直有一条暗线在指引着自己，那就是 

“希望脚下这片土地，更美好”。

在清华读书期间，我就一直在寻找自

己究竟能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我选择学

习环境专业，担任环境学院学生会副主

席。2014—2017年，我继续在环境学院

读硕士，深入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

习。硕士期间，我选择在校团委志愿中

心担任辅导员，也曾进入国际智库世界

资源研究所（WRI）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驻华代表处实习，希望能多

参与一些公益性的事业。

让我们的眼睛，成为所有人的眼睛
○魏  桢（2010 级环境）

魏桢校友

贵州双河洞，摄影师：赵揭宇 星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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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贵州地下的一个溶洞，猜猜它有

多长？我是云南人，自以为见过很多溶

洞，但当我知道这座溶洞总长超过400公

里的时候，脑海中只有那句网络名言“你

不出去看看，会以为这就是世界。”也

许这就是所谓的“登高极目方知天地之

大”，这个世界的空间尺度远远超过我们

的想象。

这是湖南的张家界。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张家界，实际上是注定会消失的风

景。因为千年万载的地质运动、雨水磨

砺，甚至包括植物的生长，最终都会让这

些岩石分崩离析。不过这个过程非常漫

长，作为人类，我们既无法目睹它的前

世，也很难见证它的结局，“置

己苍茫知寸身之微”，这个世

界的时间尺度远远超过我们的

想象。

第三张图是黄土高原，与我

们印象中截然不同的黄土高原。

我们很难想象，到底是多少人、

多长时间的努力，才有了这漫山

遍野的林草。即便这可能并不是

我们见过最美的风景，但它却是

我们看过最动人的山河。

这三张图片，其实都是我们的摄影师

真实记录下的画面。不得不说，不管我们

提前做过多少调研、了解过多少纸面知

识，这个世界还是能一次又一次颠覆我们

的想象。

这样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值得所有

人去探索、认知，而我们想做的，就是成

为所有人探索、认知的眼睛，去重新发现

这个世界之美，即便这个过程，可能需要

很长很长的时间。

正如生态学家珍妮 ·古道尔所说：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有

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望。”

了解这个世界、关心这个世界，为它

行动，让它充满希望。回想起来，这正是

曾经的我选择去学校志愿中心做一名辅导

员时的想法；这正是我鼓起勇气，申请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的想法；这也正是

我在志愿表上写下环境专业，希望能为保

护这片土地做些什么的想法！

尽管当初的我其实没有想到未来会走

这样的道路，命运的齿轮或许早就发生了

转动，或许有些初心其实从来就没有变

过。现在我是“星球研究所”的合伙人、

主编，负责“星球研究所”新媒体账号的

湖南张家界，摄影师：刘众 星球研究所

甘肃临夏黄土高原梯田，摄影师：王振宇 星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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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创作。我做更多后期质量把控的工

作，尽力去保证我们视频的品质。毕竟，

人们若真的借着我们看世界，我希望我们

不会辜负所有人的期待。

我喜欢按照“星球研究所”的说法，

通过三大时间尺度：6500万年的华夏山

水、1万年的文明史诗、100年的重塑山

河，为观众描绘浩瀚中国的壮美画卷。我

们的展望是目录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

们会将作品集结成书。我们所关注的主题

一直都在那儿，有风景、有文化遗产、有

工程……它们寂静无声，却道尽千言，我

们作为描述者，不要妄自尊大，只要谦和

欣赏、真诚讲述。

支撑“星球研究所”爆款作品的核心

要素是“超凡视觉、极致作品”。我们希

望自己的作品能达到“专业、审美、视

野、情感”这四点。向中国人民讲好中国

地理，更要向全球人民展现中国风采。

我真的很感谢清华，是她无限包容，

允许多元的选择；是我身边的伙伴们鼓励

我，从而让我有去实现初心的能力、勇气

和机会。

或许我们都是各自世界的探索者，我

们抱着一颗初心走进它，抱着无穷的好奇

心去探索它。即便我们眼前的世界是那么

广阔无际，但我相信只要坚持这份初心，

总有一天，我们的眼睛，能成为所有人看

世界的眼睛。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会真

的更加美好。

南京 谢希仁学长（1952 届电机）来信

收到寄来的《清华校友通讯》第
98期，非常感谢！我身体尚可，还很
愿意看看母校的消息。本期特别知道了，
和我同年入学而且也认识的老同学朱永
和宋心琦都不幸离世，深感悲痛，愿

逝者一路走好！
回想起 2001年校庆前，在北京市

内电力部小礼堂和 1950、1951届老同
学聚会，顾廉楚、郭道晖都参加了此会。
李传信学长在发言中专门说了一段话，
大意是一些学者评上院士后，就不做学
问了，整天在外面开会、签字。但有一
个人例外，就是化工系的朱永 。他拒
绝天天参加这些会议，坚持在学校做学
问。我次日返校，在大礼堂门口的草坪

读者·编者

前恰好遇到朱永 。我对他说，李传信
表扬了你。他哈哈大笑。

天津 董孚允学长（1958 届土木）来信

我是 1958届土木系结 83的学生，
我愿一生做清华学生，《清华校友通讯》
是帮助我认识问题、树立正确观念的教
科书，每期精读，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
指导。特别是从 1980年第一期至今，
我保留的《清华校友通讯》齐全，对我
来说，《清华校友通讯》是不开口的老师。
我这些年始终走正路，做认真执行党章
的中共党员。我 1955年入党，至今已有
近 70年的党龄了。我永远记得，周总理
在毕业典礼上的要求：前进！前进！再
前进！永不变色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