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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工大皮筋车队称雄国际方程式设计大赛

从单兵突进的艺考生到讲合作的汽车设计师

本报记者 樊未晨

提起“皮筋车”（皮筋动力车），估计人
们并不熟悉， 不过据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
计学院工业设计系的李健老师说，“很多国
际顶尖的汽车设计大师都是玩着‘皮筋车’
成长的。 ”其实真正让李健老师自豪的是，
他的学生连续两年在这个有着 “设计师摇
篮 ”意味的 “皮筋车 ”比赛———E级方程式
设计锦标赛中成绩不凡。

这项赛事是由美国艺术设计中心学院

（ART-CENTER） 于2006年创办的 ， 是
一项以创意设计为核心内容、 面向全球顶
尖优秀设计学生的皮筋动力车综合设计竞

赛。 2012年， 中国学生第一次参赛便成为
“黑马” ———夺得了多项单项冠军及总冠

军， 今年， 中国学生再续辉煌， Final—E
车队荣获美国赛区总冠军、 Energy+车队
荣获美国赛区最佳车辆设计奖、 BEE—蜂
队荣获中国赛区最佳公益奖和最佳品牌

奖。
中国的学生在国际上拿个大奖似乎也

不算什么太新鲜的事情， 不过当你听着几
个4年前还拿着画笔参加艺考的学生， 现
在张嘴闭嘴说的都是 “结构”、“轴承”、“材
料”……多少有些错位的感觉。

从图纸到实物：距离还很远
李鑫和李徽同属Energy+车队，当初就

是受到学长在美国获奖的鼓舞而决定参赛

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观察， 我们觉
得‘皮筋车’并不复杂，无非是两种方式：一
种是皮筋横放，一种是皮筋竖放。”李鑫说。

但是，真正动手开始做后才发现，这件
事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

“我一个月做了4辆车，”隋昊是Final—
E车队的队长，他做的第一辆车“可以跑但
是控制不了方向”，第二辆车“能控制方向
了但是却跑不了直线”，第三辆车“能跑得
特别快但是没有刹车”。

“国外的相关专业非常重视实际动手
的环节，而我国在这方面一直比较薄弱，更
注重理论学习，”李健老师说，我们的学生
很多设计上的想法更多地表现在画图上。
“同学们参加的这个比赛，其实原本就是美
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工业系开设的研究生

课程。 ”指导老师尹文海说。
“皮筋车”比赛规则中，每个队的皮筋

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每个车的动力是一样
的， 剩下的从车型设计到材料选择再到组
装都要同学自己动手。

因此，在动力相同的情况下，能让车跑
得更快、 操控性更强的诀窍就在于要让车
身尽可能地轻，同时结构设计还要合理。

到这时， 这些浑身都散发着设计灵感
的学生不得不放弃他们热爱的 “造型”，开
始认真研究结构。

“我们定下造型以后开始着手做第一
辆车，整个车很粗壮，一共有700多克，我们
当时的想法是先做出一辆能跑的车。”李徽
说，李徽是Energy+车队的队长，对车队的
整体规划负有责任。

车子确实能跑了，但是起步很慢，当务
之急是如何把车身重量降下来。“我们不停
地研究，看看能把什么地方变薄，哪个部分
的重量能减。 ”李鑫说，这是个很折磨人的
过程， 不仅要把材料变薄同时还要保持整
个结构具有一定的强度。“需要学生不仅仅
懂得设计，还要对材料工艺、机械制造、机
械原理，甚至成本控制都要有所了解，这完
全是一项跨学科的任务。 ”李健老师说。

这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确实很难。“有
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完全想清楚了， 但是刚
从加工厂出来，一组装车子还是跑不了，只
能再回去重新做， 有时候进了加工厂再出
来时已经晚上11点了。 ”李鑫说。

最后， 李鑫他们队成功地把车架由原
来的塑料材质换成了碳纤维， 整个车子从
原来的700多克变成了400克。 速度和操控
性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以前看到别人的作品我会习惯性地
评头论足：这个‘形’不好，那个‘有问题’，
现在不会了， 我知道了从图纸到实物还有
很长一段距离。 ”BEE—蜂队队长，比其他
队员小一届的赵珊说。

从个性到合作：自己并不
永远都是中心

这一代的孩子， 普遍被认为个性强但
是协作精神差， 而这一点在艺术类学生身
上似乎更甚， 他们似乎更需要个性的张
扬。

“我们之前的课程也经常有分组合
作，”李鑫说，老师会让小组合作完成一个
作业，“那时候虽然叫合作， 但是心里其实
只想着如何把自己那部分做好。 ”

“参加比赛让这些学生的合作竞争关
系在不停地变换着，”尹文海老师说，在学
校里比赛他们是竞争对手， 参加国内的比
赛时他们时而是队友时而是对手， 到了国
外，这些孩子已经看不出谁是哪个队的了，
“几乎成了一个队”。

今年到美国参加决赛的共有来自各国

的17个队，在总决赛之前的预赛结束后，来
自中国的车队只剩下隋昊所在队了。

“我们到了美国后还是遇到了很多困
难的，首先由于与美国当地的电压不同，所
有的充电装备都废了。 再有我们国内的比
赛场地是专门铺设的， 而他们的场地就是
学校的后花园， 地面不平而且还有篮球架
等障碍物。 ”李徽说。

因为不能参加决赛了， 李鑫和李徽把
自己储备的所有皮筋都给了隋昊， 找美国
当地老师借到的充电装备也都给了他。“比
赛当天无论是我们学校的还是清华大学的

学生都分布在赛道的各个地方， 帮助隋昊
他们队把关。 ”李鑫说。

“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自
己为中心， 整个参赛的经历让我真正明白，
并不是自己就能办成事情。”李鑫说，仅靠他
们队刚组建的时候，他是对“皮筋车”了解最
少的一个，所以他的工作以外围为主：找服
装、找赞助、跑工厂等等。“他们两个有分歧
的时候，我帮助协调，当不纠结自己在团队
中的位置时，有时候事情更容易成功。”

从比赛到成长：平衡和妥
协比速度更重要

在北工大这3个车队中，赵珊所在的车

队的车其实并不成功。
在“皮筋车”界，靠皮筋的扭转传输动

力已经是一个被公认的比较合理的做法

了，但是赵珊就想在这方面创新，他们尝试
不靠皮筋的扭转力而是靠拉力为皮筋车提

供动力。 在实践中他们发现皮筋从前拉到
后力量非常大， 车身的重量要足够大才能
不被这股力量折弯。于是，他们只能加大车
身的重量。

后果可想而知， 重量大了一定会影响
速度。

“我现在觉得， 我们这次失败就是成
功，”赵珊说，之前他们队里的3个人彼此很
难妥协，经常会有矛盾，甚至有一次一个队
友气得大拍桌子， 然后坐在凳子上大哭。
“虽然车子失败了， 但是我们却学会了妥
协，现在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

重量、速度、操控性是皮筋车的几个重
要指标，重量太轻操控性可能会差，重量太

重可能就会损失速度，“这些问题最初看起
来是材料问题、结构问题、机械制造问题，
但是最终是策略问题。 ”尹文海老师介绍，
这个比赛看似在比速度， 其实最终是要比
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 这是设计师培养过
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学生在此过程中也要学会妥协和放

弃。
隋昊对此颇有体会。
“皮筋车” 的比赛共有3个单项冠军

及一个总冠军， 总冠军要看每个单项的成
绩。

比赛到最后阶段， 可能争夺总冠军的
除了隋昊他们队外还有一个美国车队。

“最后一个直线如果能顺利跑好，我们
就能获得总冠军。 ”隋昊说。

比赛开始前，隋昊把“皮筋车”的皮筋
稍稍扭松一些， 这意味着可能会损失一些
速度。 “这时候必须做取舍，车子已经跑了

很长时间了，顺利完成比赛是第一位的。 ”
隋昊说。

最终隋昊所在队的车顺利跑过终点

线， 而美国队的车因为皮筋上的劲儿过大
半途而废了。

一个“皮筋车”让这些之前只擅长拿画
笔的孩子一下子把工业设计所有环节全部

走了一遍，“工业设计这个专业本身就是舶
来品， 所以中国学生在这方面天然地有一
种不自信， 通过比赛他们的信心一下子提
升了不少。 ”李健老师说。

很多美国学生在小学、 中学时就在自
家车库里鼓捣过“皮筋车”，现在这些在美
国拿了大奖的中国大学生开始把这种设计

理念带到中国的幼儿园， 他们已经开始与
北京的一些幼儿园合作， 跟孩子一起进行
创业拼插了。

“有了社会责任感，这些孩子成熟了。 ”
学院副书记王燕霞说。

郑晓静：科学是一项伟大的冒险

本报记者 孙海华

从武汉高中毕业即上山下乡， 以知青
身份参加高考， 念完硕士后放弃上海的工
作机会远赴兰州， 扎根西北从事科研一干
就是３０年……无论在谁听来，都是波折、艰
苦的经历，却在她不急不躁的讲述中，让人
体会到了食苦如饴的淡泊力量。

日前， 由教育部全国学生资质管理中
心、 中国银行和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的
“助学·筑梦·铸人”主题报告会上，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讲述了自己倾心学

术、心无旁骛，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人
生历程。

郑晓静坦言，当初放弃优越的条件，远
赴西部科研， 就是想解决一个没有解决的
科学问题。

当时我国的航空工业希望将飞机做得

轻一点。 那么，壁板就要薄一些，但强度又
要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方程求解,刻划出
板变形的形状和程度。

这个问题解决后的１９８７年， 时任全国
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先生亲自到兰州主持

郑晓静的博士论文答辩。 中国力学学会还
推荐她获得中国首届青年科技奖。

郑晓静这样概括自己当年从南方武汉

远赴兰州“朦朦胧胧的心愿所向”———“科学
是一项伟大的冒险，是值得花费一生的伟大
事业……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可以使
人精彩度过一生。 因为其中总是充满着新
鲜，引起你的好奇心，并不断给你惊喜。 ”

做完这个课题， 郑晓静放弃了回武汉
的机会， 应兰州大学邀请留下任教。 在这
里，她又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研究方向。

这次的研究偏向物理学方面———超导

材料、热点材料等功能材料的性能和行为研
究。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郑晓静５０岁生日，IEEE
杂志授予她最佳贡献论文奖。IEEE杂志一年
有900多篇文章，他们会选出其中一篇，认为
比较完善、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给予这一奖
项，“这是这个奖第一次授给了中国人”。

“轻车熟路就这样做下去，其实也是挺
好的一件事情。 ”但郑晓静觉得，自己还应
该再冒一次险———“我国的沙漠及荒漠化
面积已占世界第三位，沙漠化、沙尘暴直接
危害着中国北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

生存质量。 ”郑晓静的研究，就是要预测荒
漠化的速度。

今年12月， 郑晓静被邀请到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大会上做特邀报告。 报告引
起了办会者深厚兴趣， 在网页上发出了专
题报道———来自中国的科学家郑晓静，发
现了用于绿色沙丘场形成的数学模型，能
给沙漠化的村庄在防护上提出更好的战略

决策……这一模型可以帮助人们以小的代
价来实现这类防护。

3次科研选择，横跨3个领域，唯一不变
的是她的选择都与国家需要、 人民需求紧
密相连。

“我们的一些大学一年级新生，在学校
里感到无所适从、茫然孤独，这可以理解，
因为你们还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但郑晓静
希望同学们在接受了高等教育、 走向社会
的时候，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变化，都要迅速
做出积极应对，并且展开改革创新活动。郑
晓静告诉同学们，做科研打好基础很重要。
同时，也要立足科学前沿，主动融入祖国的
发展与需求。

“如果说，我们今天改革的成本是由在
座各位承担的话， 那么几年后改革的红利
也是在座各位能够分享到的。”郑晓静说。

《追风筝的人》
那救赎的心

王鹿笛

北师大二附中2015届10班
为了一本好书 ， 我们会读上许多

遍， 爱不释手。 但是这本书， 我却不敢
再读上第二遍， 那字里行间透着的 “救
赎” 二字， 已超越了人类所能接受的压
抑与悲伤， 让我的心仿佛在因啜泣而颤
抖。

我看见一只风筝，飞得那样低，仿佛
背负着铅锤的沉重。我看见了一个人，在
后面努力地追赶， 他的双脚也像被链锁
束缚着般，似乎总是差那么一步……

“风筝” 贯穿了全书， 也无疑富有
深刻的内涵。 文中主人公富家少爷阿米
尔和他的仆人哈桑情同手足。 就是那场
风筝比赛， 哈桑为了帮助阿米尔赢得他
梦寐以求的桂冠而付出了尊严的代价。

生活的一切都从那里开始朝着相反

的轨迹运行。
阿米尔背负着深深的自责与痛苦，

无法正视哈桑， 便以卑劣的手段逼走了
他。但是愚蠢的他很久之后才意识到，他
对哈桑的欺骗与背叛需用他的一生来救

赎。于是20年后，早已被那噩梦般的童
年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他重返故乡， 去追
逐那被血红的夕阳浸红了的，断了线的，
20年来一直在天上飘飘荡荡的风筝。

那风筝上鲜丽的彩绘， 勾勒出他们
曾经的友谊， 在他得知哈桑是他父亲的
私生子时， 此刻的友情已上升到了兄弟
情。 那背叛的雨愧疚的风早已将风筝上
的图案变得模糊不清。 但是此刻的阿米
尔要追上那个风筝， 只有追上它， 才能
赎清儿时的自己犯下的罪过， 才能原谅
自己， 让自己的灵魂平静下来， 成为一
个健全的人。

但是， 他追上了吗？
书中结尾写道： “我追， 一个成年

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 。 我不在
乎。 我追， 风拂过我的脸庞， 我唇上挂
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

笑。 我追。”
结尾的未知性， 更赋予了全书悲剧

性的色彩， 让这个故事变得更残忍。 或
许儿时的阿米尔对那个对他无数次发誓

“为你千千万万遍” 的哈桑所做的一切，
是用一生也赎不完的罪。

往事不论温暖还是不堪回首都已成

为既定的事实， 再多的救赎也只能给心
灵一丝慰藉， 你永远也追不上那个断了
线的风筝， 总是差那么一步。 尽管追上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阿米尔仍勇敢
地追， 因为这是人性中最本真的品质。

曾经伤害过那个最爱你的人， 现在
是时候为他 “千千万万遍”。

我爱这本书，但是我又怕再拿起它，
不仅是因为怕再看到书中描写的阿富汗

在塔利班的高压统治下的血腥、 恐怖的
生活，更是怕再体味到那救赎的心。

一名澳籍华人青年的独特选择
潇洒行走在就业、创业和读研路上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尉盼盼，1986年出生， 后移民澳大利
亚。 在华人家庭和西方社会的双重成长环
境下，他的青春有点特别。大学毕业后进了
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当了公务员。不到一
年， 他就辞了这份在国人看起来很抢手的
“铁饭碗”，自己跑去创业，把一个原来濒临
倒闭的小超市经营得有声有色。 正当生意
红火时，他却又将其转让，揣着赚到的钱来
中国读MBA。

初见尉盼盼，帅气干练而又谦卑有礼。
说起这几年的工作学习经历， 尉盼盼有些
羞涩：“其实没什么，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而已。”

2009年底， 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
后，其他同学多去了各大会计师事务所。尉
盼盼不喜欢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经济发达

的大城市，而是选择留在首都堪培拉。拥有
经济和工商双学位的他顺利地进入澳大利

亚的国家统计局。
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 澳大利亚的

经济也不景气，公司裁员，许多被录取的同

学被通知暂缓入职。 政府机关的财政预算
虽也有所减少，但毕竟受到的冲击有限。本
来有一个稳定工作的尉盼盼， 却在工作10
个月后主动离职去经商。

“不是因为不喜欢统计局的工作，只是
觉得更想锻炼自己，做自己的事业。”尉盼
盼说。一直以来，他都梦想开一家小店，自
己当老板，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感
受创造价值和增值的快乐。本来，他是想先
上几年班，有一定资本时再去创业，当时有
一件事促使他提前下了决心。

2010年9月，在工作将满一年进行升职
考核时， 尉盼盼得到同批人里唯一一个跳
级晋升的机会， 结果在面试最后一关未能
通过。“当时年轻气盛，不服气。”有点受打
击的尉盼盼决定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自己，
开始寻找创业的机会。不过，他还是给自己
留了后路， 先跟统计局请了半年假，“相当
于‘停薪留职’吧”。

尉盼盼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投资，想
过开咖啡店， 也想过经营餐馆， “因为上
学时都在这些地方打过工”。 这时， 有一
家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的便利店对外转

让。 尉盼盼经过一番考察后， 决定买下这
家便利店的经营权。 当时， 他手头只有工
作攒下的6万澳元， 父母帮他用房子抵押，

从银行贷款14万澳元， 他便开始了创业生
涯。

从未有过任何超市工作经验的他， 起
初也有些不自信 ， 找了一个朋友一起入
股。 于是， 他和朋友及各自的女朋友， 4
个年轻人一起经营起这家便利店。 初开业
时， 尉盼盼完全不懂超市经营， 朋友的超
市工作经验， 加上他大学里学的经济学知
识，让他迅速进入角色。但合伙人后来很快
撤出，留下他一个人单打独斗。

“那段时间确实很辛苦，便利店从早8
点到晚8点营业， 关门我还要清点货物、计
算盈亏和改善设施，经常每晚干到12点，几
乎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

光有辛苦是不够的， 必须要找准盈利
点。 他发现，澳大利亚人喜欢喝酒，是日常
生活消费的重要部分。 他决定店里主打做
酒的生意。 “简单算一下，比如2升牛奶4澳
元，一个人得喝三四天；而半打啤酒是15～
18澳元，可能一个下午就喝完了。如果我的
店装满了牛奶，也赚不了多少钱。而如果装
满了啤酒，很快就可以盈利。 ”

澳大利亚的啤酒市场竞争很激烈。为
了吸引顾客，各大超市竞相压低啤酒价格，
有时甚至会低于成本价。 尉盼盼于是就利
用超市打折的机会大量买进啤酒， 然后以

正常价格卖出， 赚取差价。“那段时间我对
哪个超市、 什么时段， 啤酒的价钱非常清
楚， 在各处比较后选择最好的时机进货。”
用这个策略，便利店很快扭亏为盈，不到一
年便收回了成本。

一年以后， 随着便利店经营规模的加
大，他有些忙不过来了，决定增加人手。但
毕竟是小本生意，给不起太高的工资，于是
他雇的第一个员工是他妈妈。 妈妈辞了原
来的工作， 帮助儿子一起打理这家他辛苦
经营的便利店。“我妈虽然说是帮我， 实际
上是我雇佣她。”他发给妈妈的工资收入是
年薪9万澳元，而他当时在统计局工作的年
薪也只有4.7万澳元。

就这样， 尉盼盼的便利店逐渐在当地
变得小有名气，营业额也稳步提升。但尉盼
盼却萌生退意， 决定将店转让出去。“开店
就是为了锻炼并证明自己的能力， 现在目
的已经达到了， 我应该对自己有更长远的
规划。”

2012年4月，尉盼盼以16.6万澳元的价
格将便利店转让， 而当时他买下这家店的
价格是2.5万澳元。 还清银行贷款之后，兜
里还剩了几万澳元。 他觉得自己还需充充
电，这点钱正好可以用来交学费。之后，他
便开始着手申请出国留学， 不久后他拿到
了北大国际MBA的入学通知。

如今，在北大读书的尉盼盼，在学习之
余，还在一家咨询公司兼职。他又得打工挣
钱，供自己读书了。他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
心，认为中国比澳大利亚市场大得多，到处
都是商机。他准备两年以后，在北京开一家
更大的店，做更大的老板。

适合中学生的最牛科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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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习题， 中学生是不是就有了充分的
理由不读课外书？不可否认的是，中学
时代， 同学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
基础，接受能力强、思维最活跃，很适
合阅读科学、科幻类图书。而日前的嫦
娥三号奔月， 机械玉兔落月一系列的
中国航天实践， 更是给同学们的想象
提供了科学、现实的载体。此时再阅读
科幻、 科学普及类图书， 会有不同效
果： 既可以大大提升学生对数理化生
等学科的兴趣， 增加他们对未知世界
的好奇心探索欲， 也有避免厌学和烦
躁情绪的意外功效。 可以告诉家长的
是， 这种爱好不仅对同学学习主业有
益无害，而且也许能陪伴孩子一生，让
他们的精神世界有所寄托。为此，本版
特邀科幻作家刘慈欣为广大中学生推

荐了适合阅读的书目。

我给中学生朋友们推荐几本科幻小说

和与科学有关的书。
儒勒·凡尔纳的大机器小说：凡尔纳的

科幻小说从描写对象来说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科学探险小说， 另一类是描写大机器
的小说， 后者更具科幻内容， 主要有 《海
底两万里》、 《机器岛 》、 《从地球到月
球》 等。 凡尔纳的科幻作品尚未完全从欧
洲的探险小说中脱胎出来， 但科幻文学最
具魅力的因素已经显现， 科学技术作为重
要的角色首次在小说中出现， 人与大自然
的关系代替人与人的关系， 成为主要的描
写对象。 虽然小说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不
是科幻而成为现实， 但丝毫没有降低作品
的魅力。

阿瑟·克拉克的 《2001， 太空奥德赛》
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科幻小说。 同为技术型
科幻， 它与凡尔纳的大机器小说却处于这
一类型的两端， 后者描写从现实向前一步
的技术， 前者则描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趋
于终极的空灵世界。

克拉克的《与拉玛相会》则体现了科幻
小说创造想象世界的能力， 整部作品就像
一套宏伟的造物主设计图， 展现了一个想

象中的外星世界， 其中的每一块砖都砌得
很精致。

反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的《1984》、胥
肯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
只被划定为科幻的边缘，但从中可看到科幻
文学的另一种能力，就是从传统现实主义文
学所不可能具备的角度反映现实的能力。

另外的几部值得一读的科幻小说：引
人入胜的银河系文明未来史 《基地》 系列
（伊萨克·阿西莫夫），基于严谨设定的科幻
小说《我，机器人》（伊萨克·阿西莫夫），现
代太空歌剧的经典之作 《深渊上的火》(弗
诺·文奇)。

还有几本优秀的科学传播著作， 科学
的故事其实比科幻更精彩， 只是它们被禁
锢在冷酷的方程式中， 这几本书把科学的
有趣从方程式中释放出来， 让普通人得以
欣赏 ： 《视觉之旅—神奇的化学元素 》
（Theodore Gray）， 是图文并茂的奇书，艺
术与科学的美妙画廊；《细胞，生命的礼赞》
（刘易斯·托马斯），用诗一样的语言讲述生
命的奥秘；《时间简史》（霍金），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展现时空和宇宙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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