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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仙洲：矢志报国的工程巨匠

置身现代生活，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机械
名词。小到“弹簧”，大到“水泵”，我们都能在汉语中
找到准确的词汇，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

但你可知道，这些原本都不是汉语中的既有概
念和词汇。

时光倒回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当时许
多机件只有外国名称，而中国名称却十分混乱：比
如弹簧叫“司不令”，机车前的“排障器”叫“猪拱
嘴”。单是一个“泵”字，就有“恒升车”“运水器”“邦
浦”等14种叫法……这些五花八门的叫法，严重妨
碍了中国机械科学的发展。

直到有一个人牵头编写出两版《汉英对照机械
工程名词》，使两万多个机械名词最终得以统一。

“举凡机械工程有关之航空、汽车、机车、电厂、
机厂等各种普通应用名词，大体已搜集无遗。”

完成这一开创性工作的，就是我国机械学泰
斗——刘仙洲。

刘仙洲生于1890年，是河北完县（今顺平县）
唐兴店村人。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考
取公费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曾在清华执教40余
年，并曾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

“刘仙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现代机械工程
学从无到有的时代。作为中国最先接受专业机械工
程教育的一批人，他对我国机械工程学科的建设和
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被誉为中国工程
教育的先驱。”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向
田介绍。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机械系。
刘仙洲在一位1942届学生的考卷上打了一个

大大的“0”分。
可能谁也不会料到，这位“0”分考生，竟是系里

的高才生王希季——后来的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
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而被判“0”分，仅仅是因为，王希季没有按要
求，将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计算精度放大到实际的工程建设，往往“差之
毫厘、谬以千里”，计算精度自然越高越好。放到有
计算机技术加持的现在，这算不上什么难事，但在
当时，验算主要依靠精确度有限的计算尺，若想精
确到小数点后三位，还得借助复杂的笔算。

年轻的王希季用计算尺很快把题做完交
了卷。

没想到，刘仙洲没有宽恕他这个“小问题”。而
这个“0”分犹如一剂清醒剂，为王希季敲响了警钟，
使他认识到对待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

王希季，仅仅是刘仙洲培养出的众多“高徒”中
的一个。

事实上，刘仙洲参与了北洋大学、清华大学的
机械工程学科恢复和筹办工作，他培养的学生分布
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重要的机械工程领域。

“刘仙洲被誉为中国工程教育的先驱，他的教
育思想，以及他为中国机械工程学科的本土化和独

立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今对中国的机械工程
学科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王向田介绍，刘仙洲在数
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一直积极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他提出的“工读协作制”，今天仍对我国机械工
程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更重要的是，刘仙洲自20世纪20年代刚刚从
教，便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工程教育用外语讲课、采用
外语教材的弊端，指出“长此不易，我国学术永无独
立之期，国将不国”。为此，他带头用中文授课，带头
编写十余种我国最早用中文编写的工科大学、中技
校教材，使国内编写工科中文教材一时成为风气。

这些基础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处处闪烁着那
一代知识分子浓厚的家国情怀。

“同样是面对无情的旱灾，新中国政府这一次
推广的水车数量是 30 年前那次的 500 倍。”1949
年，在参加了农业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后，刘仙洲
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那次会上，农业部宣布要推广10万台水车，以
解决华北抗旱问题。而刘仙洲的思绪却禁不住回到
了1920年。

当时，同样是华北大旱，在保定育德中学任教的
刘仙洲利用校办工厂制作了200台改良的提水机械。
刘仙洲自幼生长在农村，少时常参加农业劳动，对农
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为了最大限度帮助农民渡过难
关，刘仙洲宣布放弃提水机械专利，鼓励各地仿造，
但因得不到官方和地方的支持，最终没能推广开来。

从200台到10万台，整整500倍的差距，令刘
仙洲深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办
事的诚心。

刘仙洲曾经是一位热血青年和革命者。早在中
学时代，他便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和倒袁运
动。为了支持革命，他也曾放弃每月150元的高薪，
选择到月薪只有50元的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
任教。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李维汉等，早年都曾在
育德中学跟随刘仙洲学习。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刘仙洲‘教育救
国’和‘工业救国’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报国无
门的他，只好选择埋头业务、著书教学，出了名的

‘不问政治’。”王向田表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刘仙

洲深有感触地说：“新中国是三代（夏、商、周）以来
的好政府。”

1955 年，刘仙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
时，这位“年轻的”党员，已经65岁了。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入党最早的知名老教授之
一，他的入党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 1955 年刘仙洲入党到 1962 年的 7 年间，清
华的老教师先后有30多人入党，其中还包括大家
所熟知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20世纪五六十年
代，清华大学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邹仁鋆：为国家“抠门”的世界级石化专家

1981年9月28日，英国剑桥大学，一场隆重的
古典形式晚宴正在举行。

这是英国皇家
学会举办的一场欢
迎晚宴。一般只有
世界级名流、学者
才能在此享受这般
礼遇。

而这次宴请的
主宾，是一位在研
究石油烃裂解方面
有很深造诣的中国
石化专家。

他就是来自河
北工学院（现河北
工 业 大 学）的 邹
仁鋆。

“邹仁鋆生于
江苏苏州，但完成
学业后便长期在河北工业大学任教，后来又担任
河北省科学院院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
职。”曾任邹仁鋆秘书的河北省科学院工程师李翼
说，河北见证了邹仁鋆的学术和事业上所取得的
最重要的成就。

石油烃裂解，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陌生。但事实
上，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

“石油烃裂解，是整个石油化工的源头。通俗
来讲，就是把石油这种长链的物质打成乙烯、丙烯
等短链的物质，以便制成各种化工产品。我们平时
穿的化纤衣服，日常使用的橡胶、塑料，以及农业
上所需的农药等，都离不开它们。”邹仁鋆的第一
届硕士研究生、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二级教授
刘智勇介绍。

2021年11月2日，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刘智勇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石油化工裂解原

理与技术》，这是1981年出版的一本16开本、浅蓝
色封皮的书，定价2.8元。

“现在看起来，这本书其貌不扬，但它却是我
国石油化工裂解方面的一部开山之作。当时只要
是搞石油裂解的人，基本上人手一本。”刘智勇自
豪地说。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邹仁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大庆油田之后，我国

又开发出胜利油田、华北油田……人们欢欣鼓舞。
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从国外引进石油裂解设备
和技术，但对技术的理解、消化和吸收，却经历了
一个艰难摸索过程。

当时，河北工业大学也把化学工程系的基本
有机合成专业改为石油化工专业。但放眼全国，相
关领域的研究都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还是河北工业大学基本
有机合成教研室主任的邹仁鋆，便在《石油化工》杂
志上以连载的形式系统地介绍了石油烃裂解的基
础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加上自己课题组以及国际
上最新的科研成果，最终形成了这本40万字的专
著《石油化工裂解原理与技术》。这本著作对我国石
油化工事业具有指导性作用，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图
书二等奖。

“当时在国内石油圈里，邹仁鋆这个名字可谓
如雷贯耳。”

刘智勇说，他的一位同事当年曾经在某相关
院校从事石化工作，就是把这本教材当做最权威
的参考。后来这位同事要调到河北工业大学，原单
位同事问他“去哪儿”时，他都是跳过校名，直接回
答“去邹仁鋆那个学校”。

邹仁鋆的名声，并没有止于国内。
1980 年，日本鹿岛。邹仁鋆细细打量着面前

的一座宏伟的“大厦”。
这就是当时日本最先进的设备——“KK法”

石油裂解实验装置。
此前，这个实验装置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邹

仁鋆是这里接待的第一位外国人。
不仅如此，这次日本之行中，很多日本专家还

把未发表的最新研究论文和专利资料赠给邹仁鋆。
让科学家愿意对核心资料“和盘托出”的，只

有彼此间对等甚至更胜一筹的实力。
“石油烃裂解要在高温下进行，当时国际石油

化工方面权威专家的研究一直认为裂解温度的提
高是有限度的，但邹教授却从热力学和动力学的
角度，第一次论证出，裂解温度越高越好。”刘智勇
介绍，1979年，邹仁鋆的这个观点在《中国科学》
中外文版甫一发表，便立刻引来国际石油化工领
域的广泛关注。“这个研究的提出，对于改革生产、
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后石油烃裂解领域用事实证明，邹仁鋆的
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就这样，邹仁鋆先后应邀到美、日、英、法、联
邦德国、比利时、荷兰、芬兰和印度等国家讲学和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还被英国皇家化学会授予“特
许化学家”称号。

邹仁鋆不仅用专业知识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也用自强自重、克勤克俭，展示了一位中国科学家
的人格魅力。

1985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
篇报道——《中国科学家的品格》。

报道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1981 年在英
国，节约伙食费50.8％，节省住宿费71.1％，节省
公杂费70.5％。1984年在法国，节省生活费74％。
今年5、6月份出访欧洲三国——荷兰、芬兰、联邦
德国，节省生活费69.97％，节约四种外币折合三
千多美元。

这篇报道的主角，就是邹仁鋆。
邹仁鋆出国交流那个年代，国家的外汇还很

紧张。那时出国机会少，好不容易有机会出国，他却
处处想着为国家“省钱”。他从不住高级宾馆，外出
乘公共汽车或地铁，就餐也尽量简单。这样下来，国
家规定的出国人员费用标准，他每次都有节余。

甚至每次出国，邹仁鋆都是只身前往。
“那时候我总打趣他‘哪有副部级干部，光杆

司令去出差的？’”邹仁鋆的二女儿邹星回忆。但面
对女儿的疑问，邹仁鋆只是笑笑说：“我外语好，没
必要浪费钱。”

“石油化工这个专业是让石油变成钱的，这个
专业是很挣钱的，他精于算那个钱，却从没给家里
算过来什么额外的钱。”邹星说，当时其实不无亲
戚朋友想通过邹仁鋆拉关系挣钱的，但都被他拒
绝了。

甚至，他还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国内外讲学酬
金、书稿费、获奖奖金等都捐献给国家。

“邹仁鋆1993年因病去世，当时，他的‘学部
委员’推选已正式进入程序。遗憾的是，他没能等
到最后的结果。”李翼说。

张广厚：童工出身的数学明星

1978 年 4 月 13 日，瑞士苏黎世，国际数学分
析会议。

“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成功地证明了
它们之间的关系。”

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
始人奈望利纳，对一位刚刚做完报告的中国数学
家说道。

早在1929年，奈望利纳就曾经意识到，亏值和
渐近值之间有联系，同时，他具体猜测，亏值也是一
个渐近值。但10年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然而，令
国际数学界甚至奈望利纳本人都没想到的是，时隔
多年，这样一个被他研究却被否定过的难题，在这
位中国数学家千万次的论证中，终于找到了合理的
解决方法，以一项题为《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
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的关系的研究》一举攻克。

这位在国际学术界赢得赞誉的人，是从河北
走出的数学家——张广厚。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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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前后，苏秉琦在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

考古专业师生作报告时提出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
“块块”“条条”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区系类型理论。

1981 年在北京史学会讲话中，他更加系统地
阐述了区系类型学说。该学说将中国境内的古文化
划分为六个较大的区块，并指出中国文化发展是由
六大区系组成的。

“区系类型学说一提出，立刻在学界内引起强
烈反响。”谢飞介绍，在此之前，历史考古界存在着
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
观念，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从中原向四周扩展。“六
大区却着眼于各区间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
路，提出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
各地也影响中原。”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
论成为考古界的共识，全国各地几乎都在建设本地
区的古文化谱系。

当这种变化发生后，耄耋之年的苏秉琦，却以
满腔的热情和精力转向探讨古文明进程的另一些
规律性问题。

2021年11月17日，谢飞从书柜里取出了一封

信。
因为太过珍贵，信件被小心地装裱在黄色宣纸

订成的册子上，封皮上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写着“苏
秉琦先生”的字样。

这是1992年4月13日，苏秉琦写给谢飞的一
封信。

信中，苏秉琦这位当时已是考古学界泰斗的大
专家，以十分谦虚客气的口吻，希望谢飞能够给他
提供一些更详细的关于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资料。

彼时，耄耋之年的苏秉琦正沉浸在重建中国史
前史的构思中，不日，体现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框
架将喷薄而出，而这一理论的学术支撑多采用河北
的考古资料。

这段时期，他还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发
展理论，剖析从文明初起到秦汉帝国形成的过程，
为中国文明起源梳理出清晰的脉络。他还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
天星斗”的文明观。

“苏秉琦几乎经历了中国考古学自奠基至发展
成熟的全过程，还几乎一直处在核心圈内。他用一
生的学术实践探寻着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起源，也重
建着中华民族的记忆和文化自信。”谢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