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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

一一州污中国科学院新任学部委员林秉雨教授

.本刊记者 胡昌支

林秉南是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深冬的一个下午
,

我特意去采访他
。

当我

敲开林教授办公室的门
,

一

迎接我的是一位前额

宽阔
、

精神矍砾的老者
,

他一面笑容可掬地引

我落座
,
份枣声瓶倒水

,

一面叮嘱簿
: “

不要脱

大衣 , 今天屋子里睡气不太好
,

别冻着卫
”
那么

随和
、

朴实
、

亲切
,

全然没有权威
、

名流的架

子
,

我的心头立刻涌上一种安适感
,

先前的局

促也烟消云散
.

与我先前的想象不同
,

19 20 年 4 月出生

在马来西亚
,

生长在我国福建莆田的林教授
,

并非富家子弟
,

他是靠发奋和报效祖国的壮志

一步步走上现代科技之路的
。

194 2 年
,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交通大学唐

山工学院土木系的林秉南
,

一腔宏愿准备为祖

国的铁路桥梁事业而献身
,

没想到毕业后到社

会
_

L连工作都找不到
,

他只得留在学校当助教

度日
。

后来一个偶然机会他到了贵州修文
,

筹

建修文水电厂
。

其时抗 日烽火正旺
,

电厂设计

几乎没有可用的技术资料
,

手头仅有的一本美

国垦务局的拱坝设计要点被大家视为珍宝
,

可

对引水式坝后厂房的修文电站毫无用处
。

难题

一大堆
。

他负责设计引水渠
,

由于无规范可

查
,

尾水渠净高无法确定
,

前池设计难以下

手
。

整个电站设计陷人迷茫之中
。

地深感祖国
需要水利人才

,

决意继续深造
。

19 4 5 年考取

了公费留美生
。

第二年
,

他迈进了水利上很有

名望的依阿华大学攻读水利专业
。

次年
,

他的

以修文电站为背景的硕士论文
“

明渠不恒定流

的计算勺顶利通过
。

紧接着
,

他又开始攻读博

士学位
。

我国河流多
,

泥沙也多
。

林秉南忘不

了祖国那条厂下大雨就变得混浊不堪的修文

河
。

他决定把泥沙问题作为自己博士学位的研

究方向
。

195 5 年岁末
,

当千家万户都在翘首期待

新年到来之时
,

林教授全家却在忙着打点行

装
,

在新年的前一天悄悄离开了纽约
.

亲朋好

友们以为他在美国发了大财
。

他却把全部积蓄

花在买书上
,

随身带回的 10 多个大纸箱全都

装满了书
。

他希望这些书有助于祖国的同行们

振兴祖国的水利科技事业
。

当时我国正在制定三年规划
。

中国科学院

成立了水工研究室
。

作为研究员和学科带头

人
,

刚刚归国的林秉南
,

毫不犹豫地服从国家

经济建设需要
,

带领研究室的水力学组
,

开展

高速水流和河川水力学的两项研究工作
。

白手

起家
,

没有起码的设备
,

又没有条件进口
,

林

教授一方面广泛搜集提倡使用国内已有的量测

仪器
,

一方面 自己动手组织刚从学校毕业的大

学生一件件研制
。

活动掺气活动陡槽就是在那

时建成的
,

迄今仍为世界先进的水工实验设

备
。

很快
,

国外保密的掺气仪率定曲线也被他

们试验出来了
,

实验室内有了一整套可靠的室

内及原型掺气量测仪器
,

使原来无法进行的对

原型掺气水流和掺气减免气蚀破坏的研究顺利

展开
。

60 年代
,

他受命转攻纵向消能研究
,

一举打破了传统的消能观念
,

创造性地发展了

收缩式新型消能土
,

为高坝泄洪消能
,

特别是

高深峡谷高坝的泄洪消能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方

法
。

成果应用于安康
、

龙羊峡
、

东江
、

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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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

岩滩等工程
,

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
。

关于

掺气减免气蚀破坏的研究
、

新型消能工的研究

均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不恒定流研究是林教授在水利科学上的又

一擅长项 目
。

在留美期间
,

他最早提出指定时

段构造特征线网法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时先

进的明渠不恒定流手算法
,

先后载入美国 《明

渠水力学 》 及 日本 《 水理学 》 两部教材中
。

19 5 8 年
,

娜摒国厂形势的需要
,

他率先在国

内开展三峡溃坝波的试验
,

指导用小模型研究

大面积受灾情况
,

所得结论后来成为三峡人防

研究的重要文献
。

在国外
,

不少国家要求对新

建大坝进行溃坝研究 以便布置对下游的防护

措施
,

近年我国也逐渐汗展这项工作
。

如今
,

一支技术力量雄厚的溃坝波研究队伍已在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成长壮大
,

可随时为国内任何

大坝提供溃坝研究
。

林教授还同浙江河 口海岸

研究所协作
,

应用二维特征理论对杭州湾大面

积潮流在黄湾建闸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计

算分析
,

后又引人破开算子法
,

建立了符合实

测资料的快速计算方法
,

以后该法在秦山核电

厂冷却水计算中得到应用
、

在大亚湾和伶仃洋

潮流计算中取得了符合实际的成果
。

19 8 4 年
,

国 际 泥沙培训 中心 在北 京成

立
,

林教授被推选为顾问委员会主席
。

这个当

时在学术上全中国唯一被外国人承认的中心的

诞生
,

清楚地表明了我国科学家在泥沙研究方

面所达到的水平
。

还是在美国学 习
、

工作期

间
,

林秉南在泥沙研究方面就已崭露头角
。

他

的博士论文
“

含沙浓度对泥沙沉降速度的影响
”

同硕士论文一同进人美 日教材
。

在科罗拉多州

大学
,

他作为全美泥沙工程首屈一指的名家连

纳教授的助手
,

为研究生院讲课
,

并从事水槽

输沙试验
,

其试验报告和输沙资料 60 年代以

前被国际上广泛引用
。

此后他又开展了潮流输

沙计算
,

在许多实际工程中取得了出色成果
。

19 7 8 年
,

林教授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先

进工作者
。

1 9 8 6 年
,

依阿华大学授予他
“

杰出

校友奖
” 。

作为一位科学家
,

林教授不仅在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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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建树
,

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组织管理者
。

30 多年来
,

他为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 院建立 了

一支不恒定流研究队伍
,

推动不恒定流研究从

一维水域发展刘二维水域
,

从定床水流发展到

动床水 流
。

19 8 5 年
,

国家组织对三峡工程重

新论证
,

身为泥沙专家组组长的林教授
,

先后

组织了 20 多个科研
、

生产单位和高等院校的

数百位专家参与研究
。

已故娄溥礼副部长看过

泥沙组的报告评价说有
“

两个意外
” : 一是报告

十分精辟
,

意外的短 ; 二是原来各方面对泥沙

的疑虑最多
,

没想到意见却意外的统一
。

足见

林教授组织管理才干之出众
。

林教授先后担任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
、

名誉院长
,

兼任中

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
、

全国政协委员
、

武汉水

利电力学院名誉教授
、

清华大学教授
。

同时
,

还担任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土木系客座教授
、

国际水利研究协会亚太地区分会主席
、

《国际

泥沙研究》 (英文版 ) 总编等职
,

同国际学术

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
。

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

在了心爱的专业和发展祖国的科技交流上
。

办

事效率是一个国家经济
、

科技水平的综合反

映
,

我们国家还很落后
,

但在林秉南等同志的

苦心经营下
,

国际泥沙培训 中心的效率一点也

不比他国逊色
,

中心的工作多次受到联合国发

展署代表的称赞
。

有谁知道此中凝聚了林教授

多少心血和汗水 !

“

三峡泥沙问题是清楚的
,

存在的问题可

以通过优化调度
、

疏浚
、

港 口整治等措施加以

解决
。

泥沙方面不存在影响三峡工程可行性的

因素
。 ’ ,

晚年的林教授倾力于三峡工程
,

他希望

三峡工程能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赶快上马
。 “

我国

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
,

祖国太需要三峡工

程加强国力了 !
”

人生七十古来稀
。

72 岁高龄的林教授并

不觉得自己老了
,

他的心依然和祖国母亲的心

紧贴在一起
,

他那壮怀激烈的心跳依然紧随着

时代的脉博! O

·

更正
·

本刊第 2 期 目录中时了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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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倒 10 行中
“

4 0 6 万
” 、 “

4 0 3 万
”

应为
“
4

`

6 万
” 、 “

4 3 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