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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的耕耘者

追记我国著名泥沙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宁
本报记者 李志杰

　　不久前 ,一位“老水利”送我一本《纪念钱宁同志》文集 ,阅读后很受教育 ,也深深被钱宁忠诚祖

国 、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 ,以及他严谨治学 、谦虚谨慎的人生态度所感动 。钱宁虽然已

去逝多年 ,但我仍然渴望了解钱宁 ,探知钱宁的人生经历。8月的一天 ,记者来到了清华大学 ,走访

了钱宁的夫人龚维瑶女士 。

曾经梦想成为文学家

1922年 12月 4日 ,在绿色之城南京一座幽静的庭院里 ,一个男孩呱呱坠地 。他不爱哭闹 ,总

是笑脸迎人 ,他就是钱宁 。

钱宁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 ,父亲钱天鹤 ,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 ,曾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

业硕士学位 ,回国后任金陵大学蚕桑系主任等职 。母亲项浩 ,为浙江杭州著名乡坤项兰先生的长

女 ,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 ,大家闺秀。

钱宁是长子 ,自幼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 ,他待人有礼 ,学习勤勉。中学时代 ,钱宁

酷爱文学 ,遍读了《红楼梦》等古典名著 ,《纲鉴锡史知录》等史书 ,更喜爱老舍 、叶圣陶 、巴金 、茅盾 、

郁达夫 、曹禺等人的新文学名著 ,梦想成为一个文学家 。他学业全面发展 ,文章流利而富有感情 ,

数 、理 、化各科均名列前茅 。

抗日战争爆发的严酷现实 ,打破了他做文学家的梦。1939年高中毕业后 ,钱宁报考了重庆中

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大学里 ,教授们讲授黄河历史上的灾害给钱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直到

20世纪 40年代 ,研究黄河泥沙问题的权威竟是一位外国学者的事实 ,大大地激发出钱宁的责任

感。在上大学 4年级时 ,他主动选修水利工程专业 ,认真学习灌溉工程学 、海港工程学 、河工设计等

课程 ,每门功课成绩都居全班之冠 ,特别是河工设计课成绩突出 ,已渐渐显示出他的不凡才识 。

龚维瑶女士向记者介绍说:“钱宁平日性格内向 ,少言寡语 ,但与同学探讨问题时 ,总能滔滔不

绝地阐述自己的见解 ,而且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 。他的这种崇尚真理 、平等待人的求实态度 ,赢得

了同学们的尊敬 。钱宁不善于社交活动 ,每逢这种场合 ,他都悄悄躲在一边 。但由于他待人真诚 、

宽厚 ,他走到哪里 ,总能团结一批朋友 ,并且交情弥笃 ,至老不渝 。”

大学生活是浪漫的 ,即使是战乱中的大学生活 ,仍然是人生的黄金季节 。这个时候的钱宁仍然

保持着对于文学的爱好 ,甚至躲在小楼上创作了一部题为《蓝色的影子》的小说 ,讲述青年人的爱

情 、友谊的故事 ,是一个美丽的青春梦。钱宁和他的朋友 ,在生活中也在创造这样的“梦” ,他们不仅

友谊与日俱增 ,而且悄悄地萌发了爱情的种子 ,钱宁和他的夫人龚维瑶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温暖 、和

谐的环境中孕育成熟的。

小爱因斯坦的学生

钱宁在出版他的《泥沙运动力学》一书中 ,回顾走过的学术道路 ,深情地写道:“我本人是在 H·

A·爱因斯坦教授指导下 ,开始接触泥沙问题的 。我和他相处 7年 ,情谊深挚 ,他的谆谆教诲 ,言犹



在耳……”

1947年 ,钱宁远渡重洋 ,为实现他“治理祖国江河”的梦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他先就读于美国

依阿华大学水利系 ,在亨特·劳斯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后又转柏克利加州大学学习泥沙

专业 ,从师于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之子 、国际泥沙权威之一 H·A·爱因斯坦教授 。在小爱因斯

坦的悉心培养下 ,钱宁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在美国学术刊物上单独或与爱因斯坦联名

发表了 10多篇学术论文 ,初步奠定了他在国际泥沙界的学术地位。每当钱宁在与他的学生回顾自

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时 ,总是说:“我年轻的时候爱好文学 ,想成为一名小说家 。后来学了理工 ,在美

国遇到了小爱因斯坦 ,觉得泥沙这门知识对于有黄河 、长江的祖国是有用的 ,我就下决心跟小爱因

斯坦学泥沙知识 。如果今天还让我选择的话 ,我还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同样的选择。”

龚维瑶女士在谈到小爱因斯坦与钱宁的师生关系时 ,深有感触地说:“在学术思想和研究道路

上的契合 ,使他们产生了心灵的交融 ,这是一般师生所难以达到的 。钱宁每提及他的恩师时 ,总不

免动情。当小爱因斯坦的夫人问丈夫:̀谁是你最好的学生时 ,他也是满怀深情地回答:̀钱' 。”在这

段时间里 ,钱宁一方面吸取了小爱因斯坦泥沙学说体系的精髓 ,一方面又深入钻研了欧洲泥沙学者

的学术理论 ,并广泛地涉猎了地理 、地貌和地质等相邻学科的大量文献 ,为他成为一个既有泥沙学

科知识 、又有基础理论的科学家打下了基础。

一颗真诚的赤子心

龚维瑶女士回忆当时她与钱宁冲破重重阻挠 ,回到祖国怀抱的情景时说:“1949年 10月 1日 ,

新中国成立了 ,祖国母亲伸出了温暖的手 ,期待着海外学子的归来。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并有一定治

河经验的钱宁 ,决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朝鲜战争爆发 ,中美双方处于敌对状态时 ,美国

禁止学习理工农医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在这种情况下 ,钱宁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争取回国的串联活

动。当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进行威胁利诱时 ,钱宁回答他们说:̀你们的国家再好 ,我们在这里也是

客人 ,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建设自己的国家 。' 直到 1954年 ,一些留学生设法找到了出席日内

瓦会议的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 ,向他们反映情况 ,回国才有了希望 。”1955年 6月 ,钱宁和夫人终于

踏上了回国路程 。

龚维瑶女士继续说:“一踏上祖国的土地 ,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兴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特别是与阔别 8年的老母 、弟妹重逢时感到的幸福与辛酸 ,是我们终生难忘的。在回国后第一

个“十一”国庆节的那个灯火辉煌的不眠之夜 ,他和我 ,还有兄弟姐妹 ,手挽着手 ,走在十里长安街

上 ,漫步在天安门广场 ,此刻我注意到 ,这时的钱宁已沉浸在一种近乎于神圣和庄严的气氛之中 ,在

节日灯光的照耀下 ,他的面容是那样的动人……”

回国后 ,钱宁任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的研究员。1955年 12月上旬的一天 ,他在秦厂水文站

度过了他的 33岁生日。他在回忆中写道:“那天晚上 ,月华如洗 ,仿佛依稀听到黄河滔滔的流水声 。

想到自己终于来到了黄河之滨 ,今后也许能为黄河做点工作 ,不禁心潮澎湃 ,久久不能入眠 。”正是

从那一时刻开始 ,钱宁的一生终于与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8年 ,随着三门峡工程的兴建 ,黄河下游河道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钱宁受水利水

电科学院的委派 ,带领河渠研究所郑州工作组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科研所协作 ,参加黄河下游研究组

的领导工作 。钱宁终于获得了亲自参加治理黄河的实践机会 ,在黄河下游地区与研究组成员共同

奋战了两度春秋 。

就是凭着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 ,1959年夏秋 ,钱宁主持编写了三篇很有份量的论文:《黄河下

游冲淤特性的分析》、《黄河下游游荡特性及成因分析》 、《黄河下游险情分析》 。1964 年秋 ,钱宁写

出了一部 20万字的题为《三门峡水库修建以后黄河下游河床演变及河道整治》的研究报告 。得到



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黄河的儿女

1964年年底 ,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治黄工作会议。钱宁在会上代表水科院河渠所及黄

委会科研所作汇报发言 ,周总理笑着插了句话:“我听出来你的下江口音 ,你是个下游派吧 。”钱宁一

时语塞 ,头上冒汗。总理笑道:“你可不要紧张 ,我这是给你开个玩笑 。”在会议总结中 ,总理语重心

长地说了一番话 ,总理指出 ,在考虑黄河治理时“上中下游要兼顾” ,“不能只想一方面 ,不能只顾下

游 ,不顾中游” ,并且把它提到哲学指导思想的高度 ,谆谆告诫说:“尽管黄河问题`从 1950 年就摸

起' ,但很多领域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我们以为自己已认识了很多规律 ,但实际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看清 。认识了一些 ,又发现一些新问题。”

周总理这番高瞻远瞩的讲话 ,特别是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给予钱宁极大的震动和

激励 ,使他陷入了沉思 ,他为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科学家的责任 ,未能尽快地全面掌握黄河的规律而

自责 。周总理的讲话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他面前树立起了“向科学的自由王国进军”的目

标 ,使他萌生了不可遏制的创造欲望。

教书育人的楷模

钱宁在病重期间为人们留下了总共 180万字的辉煌巨著。这些著作“具有较高理论价值” 。

《泥沙运动力学》“继承与发展了 H.A.爱因斯坦泥沙运动力学理论体系” ,国际水利学会前主席肯

尼迪教授誉之为“学术上和治河工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河床演变学》“为我国的河流动力学与地

貌学结合研究河床演变的开拓起了重要作用 。”结合黄河特点进行的高含沙水流运动机理的研究与

论述 ,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泥沙运动力学》获得了 1983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

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中 ,钱宁念念不忘的是“要带出一支队伍” 。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与

科学研究工作组织者的远见卓识。早在准备离美回国期间 ,钱宁在构想未来的蓝图时 ,就把建立世

界第一流的泥沙研究室 、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泥沙研究队伍作为两项基本的战略目标 。

钱宁的一位学生回忆说:“钱先生待人诚恳 ,平易近人 ,但治学严谨 ,对学生要求严格 。有一次 ,

我把关于紊流场理论的一些想法作了粗略推理 ,也没有做实验检验 ,便把它作为研究成果交给钱先

生看 。他读后 ,特地把我叫到北京医院 ,诚恳而又严肃地批评了我 ,说 :̀搞科学研究 ,要有新思想 ,

但一定要以观察 、实验为基础 。每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都要有科学的态度 ,要做耐心 、细致的研究工

作 ,要取得充分的证明才行……。' ”

生命的最后时刻

钱宁越是意识到自己所余的时间不多 ,越是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 ,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他们

推向第一线 。当他发现入学不久的博士生王兆印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果时 ,立即建议在水

利水电科学院泥沙所由王兆印举行一次学术报告会 ,他自己抱病出席会议 ,并作了热情的讲话 。等

到这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快要完成时 ,钱宁病情恶化 ,自觉不支 ,他把学生叫到病榻前 ,对他说:“你

已经成长起来了 ,几年来 ,做了不少工作 ,要当博士了 ,我很高兴。我很想参加你的博士论文答辩 ,

可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我已请了别的教授代我参加你的答辩会。如果那时我还在 ,我也

要去参加……”说着师生都流下了酸楚的眼泪 。半年后 ,钱宁果然以惊人的毅力 ,忍受着病痛 ,登上

四层楼 ,出现在博士论文答辩会场 ———他是在向他耗尽心血的教育事业作最后的“告别” ,他真正做

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烛成灰泪始干” 。

钱宁病情的发展使他不得不首先放下手中的笔 ,失去了视觉的他 ,仍使足了最后一点劲 ,聆听

他的学生向他汇报三峡工作的实验结果 。当病魔折磨得万分痛苦时 ,他尚因见到窗台上一盆盆绿

叶丛中映红的花朵 ,露出丝微的笑容 ,随着典雅乐曲的节拍轻扣着床沿……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 ,真正折磨他的 ,是他仍有潜力 ,理想与抱负未能完全如愿以偿 ,而且再也

没有了弥补的可能!

钱宁 ,真像是远行的当家人一样 ,将家里的一切都作了仔细 、周详 、妥贴的安排 ,深情地一瞥之

后悄然离去。我们永远怀念他 ,永远记住他的音容笑貌 。

□专家小档案

钱宁

浙江杭州人 ,1922年 12月 4日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

水利学会名誉理事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著名的水利科学家。1986年 12月

6日 ,钱宁因患癌症医治无效 ,在北京逝世 ,终年 64岁。

他是 国内外 知名 的泥 沙专 家 , 是 我 国河流 泥沙 研究 工作 的卓 越组 织者 之一 ,为 培 养研 究骨 干力

量及 推动 国际泥 沙研 究合 作 , 做 出 了巨 大的努 力 。1943年他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土木系。1948年

获美国依阿华大学硕士学位 , 195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 。回 国 后 , 先 后 任 中国 科

学院水 工室 研究 员 , 中 国 水利水 电科 学研 究院 河渠 所副 所长 ,197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 、泥 沙 研 究室

主任 ,中 国 水利 学会 常务 理事 ,泥 沙 专业 委员 会副 主任 ,《泥 沙研 究》 、《国际 泥沙 研究 》(英 文版)主编

等职 。

1955年 , 他 放 弃了 国外 优裕的 生 活 条件 ,与 其 他 留美 学 者 一道 ,冲 破 重 重 阻 力 , 毅 然 回 国参 加

社会 主义 建设 。十年 浩劫 中 , 钱 宁 遭到 残 酷 迫害 而 矢 志不 移 。他 继 承 与 发 展 了 H.A.爱 因 斯坦 的

泥沙 运动 力学理 论体 系 , 为 我 国的 河流 动力学 与地 貌学 结合 研究 河床 演变 的开 拓起 了重 要的 作用 。

发表 了具 有较高 理论 价值 的著 作 《泥沙 运动力 学 》与 《河 床演 变学 》 。

1985年 , 他 被 评为 北京 市劳 动模 范 ,1986年 , 荣 获 中 共北 京 市 委 优秀 共 产 党员 称 号 , 并 获得 中

华全 国总 工会授 予的 “五 一”劳 动奖 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