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
-

把自己的一生
献给了泥沙事业

—
怀念恩师钱宁教授

.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万兆惠

记
得有位作家说过

:

人的一生能有几次大的希望
,

又

能经受得起几次大的希望的破灭 ? 钱宁同志所走过

的一生
,

证明他不仅经受住了
,

而且 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

神
, ’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

终于成为国际泥沙界最有成

就的科学家
。

三十多年来
,

我一直在钱宁同志身边工作
,

既是他的

助手
,

也是他的学生
。

我深深感到
:

作为一个科学家
,

他

的品德
、

性格
、

气质以及他的献身精神
,

永远值得我们怀

念和学 习
。

毫不动摇的选择

钱先生在美国留学时
,

就立志于泥沙事业
。

他曾回忆

起是如何选定跟小爱因斯坦学泥沙的
。

他认定中国有黄河

这样的河流
,

所学的知识是会有用的
。

他还 说
: “
要是今天

还让我选择的话
,

我还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同样的选择
。 ”
他

就象一块强力的 磁石
,

牢牢地吸在
“
泥沙

”
这块钢铁上

。

f叫王以 自己这种炽热的感情去感染别 人
,

使他们
“
磁化

” 。

他经常宣传
,

中国有那么多的泥沙问题
,

为我们提供了广

阔的用武之地
;

中国有那么众多的
、

各种类型的河流
,

而

且在不少的多沙河流上修建起大量水库
,

发生着剧烈
、

迅

速的河床演变
,

为我们更迅速
、

更全面地掌握河床演变规

律提供了客观基础
;
中国重视野外观测

,

象中国这样积蓄

丰富
、

完整的泥沙观测资料在世界上还没有
。

他经常教导

我们不要盲 目崇洋
,

.

`
更不要妄 自菲薄

。

他还说
: “
有着象黄

河这样河流的中国
,

理应在泥沙研究领域里走在世界的前

列
。

,’f 反多年轻人在和他有过一段接触以后
,

也就砂
`

磁化
” ,

再也离不开
“
泥沙

”
了

。

他是那样紧紧地吸企
`

泥沙竺L
,

以致让他离开泥沙研究工作
,

对他简直大最严厉的惩罚和

最大的痛苦
。

就是在下放山西
,

处于那样极端 艰苦的环境

下
,

他还是 以最大的努力
,

以科学家的严肃认真态度
,

出

色地完成了阳武河灌区沉沙池模型试验
。

在三门峡
,

他冒

着风险
,

不顾
“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要在技术领域里专无

钱宁 (右二 ) 在查勘中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

产阶级的政
”
的中伤

,

悄悄指点青年同志做试验
,

分析资

料
。

当他自己得知已经身患绝症时
,

他说
: “
老天爷要能再

给我五年时间
,

就可以把清华这支泥沙队伍带起来 ! 也可

以把几本书写出来了 ! ”
他惋惜的不是 自己生命的短暂

,

而

是短暂的生命阻碍了他为心爱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

他

那种对待癌症的坦然态度是极少有人可 以与之相比的
。

他

积极配合治疗
,

坚持做气功
,

争取延长宝贵的生命
。

同时

他又 拼命地工作
,

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命最后时刻的一分一

秒
。

在病床上
,

只要眼睛还能看
,

手还能写
,

还能翻书
,

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和阅读
,

更不用说思考了
。

同志

们几次都发现
,

一些最新期刊的文章
,

都是他首先注意到

并提醒同志们关心的
。

开始时
,

他夫人还劝阻他不要看书

了
,

但随后理解了他的心情
,

也意识到这样做才能减轻他

病魔缠身的痛苦
。

后来他再也没有力气翻书
、

说话了
。

但

听一听探望他的同志谈工程
、

谈试验
、

谈论文也就成了他

的享受
。

每当这时
,

他那瘦削得几乎变了形的 脸庞 上不时

露出由衷的笑容
。

就在他得病的一段时间里
,

他培养出了两个博士研究

生
,

一个硕士研究生
,

完成了两本百万字的书稿
,

写出了

另一本书的详细大纲
,

还对三峡
、

小浪底等重大工程提出了

宝贵意见
。

而经他亲手修改的论文
、

报告更是难以数计
。

这

样巨大的工作量谁能想象是出自一个被绝症纠缠的病人之

手? 而这里凝聚着多少痛苦
、

多大毅力和多么深厚的爱呀 !

立志培育一支第一流的泥沙科研队伍

19 5 5年秋
,

钱先生回国的时候
,

才三十出头
。

他胸里

装着一幅宏伟蓝图
,

准备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黄河
、

长江
,

也热望着建设起一个世界第一流的泥沙试验室
,

培养出一

支高水平的泥沙研究队伍
。

当时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正

在创建过程中
,

他抓试验室
,

抓基本设施的建设
,

抓论文

著作的出版
;
同时

,

他十分重视抓科研队伍的建设
。

他鼓

励我们年轻人通过工作实践和 自学来提高水平
,

同时组织

l含



老一 辈的科学家给我们讲课
,

他 自己 更是热情地给我们 上

泥沙课 那段时间里
.

他常常憧憬 着十年
、

八年以 后
,

我

们的水工室将 RJJ 为世界 卜第
一

流的泥沙研究毕地 谈起这

些
、

他常常以爽朗的开怀人笑结束这一欢乐话题 了fJ 是
,

{虾了年反右
,

随后的
“
大跃进

”
,

不仅书i 碎 了他那幅 蓝图
.

而目这 套做法后来竞成了批钊他脱离实际的材料
、

直到 } % 竺一 }洲污年的经济调整几
、

J期
.

“ 左
”

的思潮稍稍

沉下 去一些
.

他不顾以 前受到的指责和批 判
,

认定 了这样

做是 正确的
.

又抓紧这 一 ! l士机搞起试验室和 纂本设施的建

设
,

而 LI不 i }报酬地给年轻同志上泥沙课
_

直到今天
.

我

们还 要感谢钱先生
,

他所抓的活动水槽至今仍是 水科院泥

沙所最好的一 套大型没备 可惜好景不 长
,

}叫 l年的
` 。

卜
-

楼
”

出院和
· 四浦

” .

中断 J’ 钱先生的努 )] l盯i “ 年开始的
·

交化大革命
’ ,

又
一

次使钱光生的理想遭到破 灭

山洲年粉碎 了
“ 四 人帮

’ ` ,

111 洲年召 开 了全国利学大会

这时已经 调到 1占华人学的钱光 “ 一 井不 为前两次沉 玉的打

击听 { { 倒 多
`
欠不失时机地找到当时的校长何东 昌同志

,

向他 说明中国 泥沙问题的严 币
,

讲述 、 ,牙华大学开展泥沙研

究的必要性
_

根据钱先
之l

_

的倡导
,

洁华大学最后同意 了修

逮泥沙试验室的意见
一

清华人学原末没有这个专业
,

“ 文

化大革命
”
期间在一门峡从 事泥沙模 塑试验和研究的 老师

,

都是从 兄弟教研组抽训来的 扫
一

倒
“
四 人帮

” 后
,

从三门

峡迁回北京时
,

没有几个老师愿意继续留在泥沙试验室

钱先生使一 个 人
、

一

个 人地找到他们 家里
.

说明泥沙研究

的重要和从事这
一

研究的光明前景 就这样
.

终十稳住 J’

这支队伍 这此年来
,

通过实际 !
_

作的锻炼
,

有讨划地培

养和补充新生力量
,

清华泥沙试验乡
_

已经 成长为一 支不可

缺少的泥沙研究 力量
,

实验室的装 备也堪称第 流

既注重理论又深入实际

钱先生治学的勤恳程度是很少有
一

人能与之相比的 早

在他回国的时候
.

就已 经收集了四
、

五抽屉的文献 卜片
-

不管是泥沙领域的哪一 个问题
,

只要清教他
,

他总能向哟;

提供一整套完整的 文献 目录 这是 日积月累
、

长期努力的

结果
。

不管工作多忙
,

池每周总要 L 图 朽馆
一

、 _

次
,

翻

一翻新到的期刊
、

}石籍 如果遇 见有关泥沙的文章
,

就把

它的提要记录下来
,

并 记千题 目和作者性名
.

回去后整理

成卡片
。

他不仅掌握信息
.

还 人量阅读 清华人学水利系

图书馆管理员说
: “ 只要 看一下英文泥沙期刊 朽籍登记 卡

,

借阅的第一个人总是钱先生
丁 ”
钱先生回国之初就提倡泥沙

与相邻学科的结合
.

从学科的边缘
、

交叉点 寻求生 长 伙
-

他主张泥沙与地理
、

地 貌杆1结合
,

主张运用泥沙知识和实

验手段于沉积学
。

他还 主持运用胶体化学的知识来处理细

获粒泥沙问题
, · ·

…
_
「

他不仅主张和宣传这种观汽
,

而 日做

了大量艰苦的努 力
、

还在回 国之前
.

就阅读 了大量地理地

貌为
一

面的 文献
,

也正由于他具有地理方而的丰富知识
,

钱

先生得到地理 界人十的普遍尊敬 为 r 完橙地反 映泥沙运

动力学在环境科学中和管路输送方面的 !
、

立用
,

他在病中阅

读 J’
一 、

二百篇文章
,

从而使 其共作的 有关章节获得 了充

实的内容
、

钱先生读 书的效率是很高的
,

很快他就能将 一篇文献

的精粹提炼出来
, 、

位用 自己的话加以概括 表述
_

大家都很

佩服他综合
、

对比的能力
〔

泥沙问题由于 本身夏杂
,

在许

多问题
_

L 都是众说幻接 ;
.

莫衷
一

是
一

钱先生十分善 〕
飞

从 中

抓 住问题的关键
,

从 众多的不同形式 中找到 其本质的共同

点
。

钱先生的这一特 长充分反映在他的论文 口泥沙研究的

现状 中
,

三 I
t

年以后
,

他又 以 其深刻的概括 能力
.

把 当今最

为通用的 几家推 移质公改又一次作 f 对比分析
,

给第
一
次

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沦会的国内外学 若留 卜了深 刻印象

也正是因为大量的阅读
,

他能 十分 敏锐地抓住泥沙研

究的动向和新的成就 钱先生继承小爱因斯坦的泥沙理论
.

业大大发展 了这 一理 i仑 担他亚不 以 ! 妇为之 见摒弃
、

排 斥

终它的学说
,

反而 子以密切关讨
.

恢把这此 成果吸收到白

己的著作或反映到研究工 作中去

钱先生的勤 奋不仅反映在读 书卜
,

也反 映在他向实际

的学习 上 他汁 币理论联 系实际
,

多次查勘 黄河中游
、

F

游和其它河流
。

查勘过程中他仔细观察
.

详细 i旬问当地 老

乡
、

老河工
、

老船工
,

不仅问
.

还详细记
。

白天进行艰若
-

的查勘
,

到 了晚 卜还仔细整理笔记 这 成了他的
一
个 习惯

无怪乎他对黄河的情况了如指
’

拿
,

对老河工
、

老船
_

「的一

些 习 吧用语
、

说法能给以科学的解释

钱先生多次教育年青人正确认识 f l
一

么是理论 他 一再

告诫不要把理 沦看成是纯粹的数学推 导
。

从客观事物得出

的规律
,

即使没有什么公式 也是理论 他一再强调搞科研

工
_

作 要概念清楚
.

头脑眼要有清晰的物理图形 在实验 中

要注意观察
,

善于抓住一些 有启迪性的现象
,

进而追索事

物的本质 池一 再鼓励我们做 些经过深思熟虑
、

仔细安

排 的小试验
.

通过 一 个试验
,

弄清
4

个问题
、

而不要不 了

解前人的工作
、

不明确试验的 日的
,

就去兴师动众地做 一

此 大规模的试验
,

甚至 重复前 人的 工作 他强调在试验安

排 中
,

要把所研究的因索突出出来
,

甚 至加以必要的夸张

他经常教育大家不要轻视实际工作中得出的一些经验成果

和方法
、

虽然我们小应对此满 址
.

但对祷复杂的泥沙问题
,

有些实际工程问题 目前还不能 不用这种方法去处理

钱先生的 逝 世是我 国水利 界及国际泥沙 界的重大损

失
.

他给我们留下 了许多丰富的理沦遗 产 和精神财富 愿

我们继续发扬钱 先生这种为 J’ 事业
、

了门斤小挠的精神
.

为

祖冈的四化建没奉献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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