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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 遥感信怠

忆陈述彭先生与〈遥感信息〉杂志

焦守莉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9)

陈述彭先生与世长辞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平易近人、宽厚待人的品格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从

《遥感信息》创刊到他辞去《遥感信息》主编职务之前这近二十年中，我一直和陈先生共同创办着《遥感信息》

杂志，使得《遥感信息》杂志从 80 年代创刊时的一棵幼苗，成长为如今亭亭玉立的大树，并在业界内小有名

气。回忆起与陈先生共同工作的这二十年，深感受益匪浅。 现就写几件陈先生与《遥感信息》的小事，作为对

先生的怀念吧。

1 好主编尽职尽责

陈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领导和主持着国家遥感领域的科研和发展，培养了许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除此之外，还兼着不少其他的职务。反正每次约好到他家汇报和商讨工作时，都会碰到许多临时找他谈工作

的人。尽管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处理《遥感信息》的事情。例如对每年《遥感信

息》的选题、稿件的组织乃至彩页的安排，他都亲自参与和关心。做主编的 20 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为《遥感

信息》撰稿，亲历亲为。从 1986 年第一期的发刊词到 2005 年专为我退休撰写的文章，这 20 年来，陈先生已

为《遥感信息》撰写了几十篇文章。

陈先生撰写的稿件，很多都有其历史意义。例如 1986 年的发刊词，向广大读者介绍创办《遥感信息》的

目的和意义，为当时推动和发展我国的遥感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户七五”期间他在本刊发表的“开发遥感动

态信息为建设决策服务”一文着重提出了“七五”遥感发展的重点与方向。 1986 年至 1989 年是我国地理信

息系统开展准备阶段，也是我国专家学者开展扎实的实验性工作阶段。在这关键的时候，陈先生又为本刊撰

写了“地理信息系统的新契机一－90 年代的发展态势”一文。在文章中，陈先生从我国的科学储备、开发环

境、国家任务、社会需求以及信息时代全球意识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态势。 1991 年至

2000 年是人类社会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年，为了迎接世纪未的最后十年，也是我国“八五”、“九五”两个五年计

划实施的十年，在这新的发展时刻，陈先生又撰写了“关键的十年”一文，作为《遥感信息》1991 年的新年献

词。在文中，他认真总结了从“六五”开始至“七五”结束，这十年中我国遥感界所作的突出成就，同时也指出

了关键十年（即“八五”和“九五”〉中遥感技术发展的热点和重点。

除了自己撰文外，陈先生还经常跟我们说：杂志的内容，除了作者投稿外，还要根据国家遥感事业的发展

情况积极组织稿源，配合遥感活动，做些有影响有价值的专辑。在先生的指导帮助下，我们编辑部在 1990～

2000 年的国际减灾十年和 1992 国际空间年等活动中，编辑出版了“中国自然灾害遥感信息”专辑、“全球区

域变化的环境问题”专辑和“92 空间年”专辑。在全球区域变化的环境问题那期的专访笔谈中，陈先生作为

本期问题的主笔，撰写了“环境危机一一人类共同的问题”一文。 1990 年的十一届亚洲遥感会议在中国广州

召开，为了此会的召开，《遥感信息》专门做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的专辑，送到会上向国内外遥感界的人士

介绍我国的遥感发展现状。这次专辑的出版有着很好的宣传作用，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外就说你们也有这么

好的遥感杂志。会后有几个在国外的学者来信说“在广州会议上看到了我们祖国出的遥感杂志感觉非常好

也非常自豪”，他们在信中还说：“真没想到，我们国家也有了这么好的杂志，而且内容非常好，遥感应用实例

非常多，太好了。我想订购，请问如何办理。”。作为一个院士、一个老师、一个科学家，陈先生真的是很忙很

忙，但是作为一个主编，他又是非常的尽职尽责。

咂 《遥感信息》每期出版后他都会一字不漏的看一遍，有些好的文章他甚至会看上多遍。在阅读的过程中，

他也经常给我们把关、提错，但有了错误他不是瞪眼批评我们，而是用商量的口气眼我们探讨出现的问题。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报道的台湾遥感业的情况，由于疏忽，将此文放到国际动态栏目中了。记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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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正在南宁开会，一天中午午休，我回到住处，服务员就告诉我北京编辑部来电找我好几次了。什么事这 , 

么急？我想也没想就立即到大堂去挂了个长途电话。电话中编辑部同事告诉我陈先生找我好几次，说文章
放错栏目问题，他本人十分焦急找我商量。当时我也顾不得陈先生的午休问题了，马上与他通了电话。电话

那头陈先生把看到的问题告诉了我，说这要是真有问题，那可就是政治问题，要犯政治错误的，并且连说多次

“这事怪我”。看到先生这么焦急，我在电话中笑着安慰他说 z“陈先生您别急，我认为国际包括中国在内，要

不怎么叫国际大家庭呢”并且我还开玩笑的说“真要有事，我出面顶着，我去坐牢您别着急。”这时他一改言

态，在电话里严肃地说“我是主编，出了事情我是主责，怎么能推给你们呢，真要坐牢的话也是我去。”昕着先

生一席话，我非常感动。我在工作中出了错，先生没有一股脑的批评我，还把所有的责任一身揽，真是我们的
好主编啊。为了缓解先生的焦虑，我在电话里笑着说“陈先生，若您坐牢我就天天去给您送饭。”，当然不事之

事也就这样过去了，但这却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教育课，陈先生作为主编对待工作的认真敬业和勇于承担

责任的品质使我终生难忘。

陈先生对《遥感信息》真是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他常跟我说“守莉，你说吧，有什么困难？让我干什么？

只要是《遥感信息》的事情我都会去干的。”记得那是 1989 年，《遥感信息》的办刊经费不足了，马上就揭不开

锅了（因为当初办刊时是没有地方专门出钱的〉，我已想了一些办法去筹钱，可还是很有限，无奈之下，我只好

找到陈先生，陈先生说：“好，过几天就办”。几天后在国家遥感中心的一个工作会议上，陈先生拉着我，找到

陈为江总经理（当时陈为江任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半开玩笑地说“陈老板，焦守莉这里有困难了，你

支援支援吧”。当时我把《遥感信息》的困难向陈为江总经理谈了谈，最后我们以为其单位做文字广告的方式

筹来了 8000 元办刊经费，事后我真是特感动。陈先生您为《遥感信息》所作的工作那真是太多太多了…··。

2 好老师宽厚待人

陈先生的宽厚待人是业界共知的。陈先生为人谦和，无论是对同事，对学生，还是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都是同样的。他同我们讨论《遥感信息》的工作总是让我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

我们，当我们工作中出现差错时，他从来都不是急于批评我们而是不急不慢地帮我们分析问题，找出解决的

办法。

他跟我们非常平等，从不摆主编的架子，在他送给我的一套《地球探索》的专著上，亲笔题字“守莉同志笑

存，陈述彭敬赠”，说实话，对我们小辈人他还用笑存和敬赠真是让我十分感动。 2005 年我退休了，陈先生又

专为我退体题词，这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2005 年《遥感信息》第一期的开篇

文章竟然是为我而写。记得刊物出来不久，就有一些《遥感信息》的读者和熟人打电话给我说，“您能得到陈

先生这样高的评价，是您终生的荣誉”。是的，这是我终生的荣誉，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却得到了遥感

界泰斗给我这么高的评价，实在是感动不已。

对《遥感信息》的读者，他仍然是宽厚对待。记得 80 年代末，正值我国遥感刚起步不久，许多地方都缺乏
有关遥感技术方面的资料，许多读者尤其是年青的学生读者来信索取资料。当时我把这些信件给陈先生看

后，他指示我，尽编辑所能帮读者收集他们所需的东西，他还说这正是我们普及遥感知识的好机会。那时有

个叫王建华的南京地校学生给先生和编辑部来信说，他特别喜欢遥感，但由于家境的原因无能力上大学，并

且也没有更多的钱购买资料，希望我们能免费送一些资料给他。陈先生知道后，委托我给他回信，鼓励他克

服困难好好学习，并定期免费给他邮寄资料。在往复的信件中，我鼓励他说“没上大学可以自学，可以考同等

学历再考研”并告诉他，“中专生考取研究生的大有人在，我国有名的岩溶地质专家袁道先院士就是南京矿专

毕业的”。在先生和编辑部的关心鼓励下，王建华同学中专毕业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我国测绘科技大学读

完了硕士、博士并在清华大学作完了博士后研究，现为云南省科技厅副厅长。陈建华同学工作后多次来编辑

部感谢陈先生和编辑部的同志。当陈先生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并说“我们《遥感信息》杂志也是培育人

徨

才的园地嘛。”。 . ~ 

现在陈先生虽然驾鹤西去了，但我知道他还在天堂看着我们，关心着《遥感信息》杂志。我们绝不辜负他

的厚望，会把他亲手创办的《遥感信息》杂志越办越好，为广大读者奉献出更好的遥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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