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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到刘深完成的《葛庭燧传》初稿，我感到很高兴。
该书写出了葛先生真实的为人与性格，也描述了他在内耗领域的突出贡献，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生活
小事。
几年前，作者曾写过一本《戈与荷》，主要描写葛先生及其夫人何怡贞教授，内容丰富，是一本有参
考价值的史料，但是涉及面太广，不像一个人的传记。
而今在科学出版社协助之下进行了必要的删改，可读性很强，同龄人看了感到亲切，后生读后，能了
解到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多么不容易，激励他们积极向上。
我比葛先生小7岁，也算是同龄人，特别是我们在沈阳共事25载，那是我们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53年，成立后不到10年，从欧洲和美国科研第一线回国的学子达
到十余名。
他们回国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遇，而是一心为了报国，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在所内形成
了一个“和谐的小社会”，虽然彼此间也有分歧意见，甚至有时会争吵，但是大家一致都服从党的领
导，牺牲小我顾大局，以国家的任务为重。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本来以学科建所，把发展学科放在首位，但是为了执行1956年制定的《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完成国防任务，金属研究所自1957年起逐步转向以发展新材料和新
技术为主。
葛先生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于是，他的内耗研究也转向实用材料方面，如在蠕变过程中的以短期
推断长期寿命，内耗也用来研究材料中的疲劳现象，特别是他在无损检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除了传记中的那些事例，他还提出用声发射研究疲劳裂纹的形成与扩展。
在葛先生的指导下，由万耀光具体实施，金属研究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声发射装置。
20世纪80年代初，万耀光随学部委员庄育智研究员调到当时的人事部“锅炉与高压容器检测中心”，
使中心得到大发展，现已成为全国压力容器检测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葛先生在金属研究所除了在内耗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外，还在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个是
促进了金属研究所优良学风问题；另一个是对科技人才的培养。
学风是一个研究单位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金属研究所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学风问题，除了重视当时所提倡的“三严”精神以外，我总结了八个字
：“团结、奋进、求实、创新”——只有团结，才能持久，使研究所蒸蒸日上；只有奋进，才敢于拼
搏，研究所才会有所作为；只有求实，才不会浮夸，取得社会的信任；只有创新，才能取得重大成果
，研究所才能与时俱进。
对于金属研究所优良学风的形成，我们这批早期到所里的学者，包括葛先生和何先生在内，起到了主
要作用。
一个研究所的人才情况更是重要，它决定研究所的命运和前途，葛先生在这方面的业绩尤为突出。
历史上金属研究所有过三次学习高潮。
建所初期，所里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很多，如果不是材料或冶金专业，必须补课才能适应；况且，那
时还招收了上百名中小学毕业生，对研究工作更是一无所知。
从国外归来的学者教他们专业课，教他们如何查阅文献、做实验、写文章，使研究所工作很快走上了
正轨。
这是金属研究所建所以来的第一个高潮。
第二个高潮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葛先生已是分工培养干部的副所长，当时全国刮起理论风，中
国科学院把金属物理研究中心放在沈阳，物理研究所金属物理研究室被取消，部分研究人员迁到沈阳
。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金属研究所大兴学习之风，在三年（1961~1964）时间内，包括聘请所外专家，共
开了16门专业基础和专业课，还开办了面向全国的位错和金属电子论学习班，一个影响更大、至今仍
被传为佳话的事件是，李薰和葛庭燧也参加了部分课程的学习，学完后还参加了考试，并将分数公布
于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葛庭燧传>>

从此，研究所逐步形成了努力学习业务、钻研业务的良好风气。
第三次学习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葛先生和何先生已迁往合肥。
此外，葛先生所领导的金属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也培养了很多为国防任务服务的能将，他们离开了内耗
研究室而另有任用。
如文中所描写的“容大”（容保粹），20世纪60年代曾被调出来从事开发太阳光聚焦产生高温熔炼高
线金属，还有一位人们称他为“周三”（周本廉），被调出来主持“高温物性测试基地”，服务于宇
航，后来被选为院士。
何怡贞先生除了研究光谱学以外，还主持过全所的化学分析室，其业绩在国内领先，这些都是金属研
究所完成国家重要任务的保证。
至今还有两位70岁高龄的老专家董瑞琪和田继丰仍在无损探伤和失效分析工作第一线发挥作用，他们
也都是来自葛先生主持的“一室”。
为了纪念金属研究所创始人李薰和葛庭燧的业绩，50年后，金属研究所的两座研究大楼，一座命名为
“李薰楼”，一座命名为“葛庭燧楼”，并为他们精铸了半身塑像，在国家实验室设立了“李薰奖”
和“葛庭燧奖研金”。
葛先生1980年到合肥后，主持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在内耗研究方面有了更大发展；进
入21世纪，他又以纳米技术为重点，使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研究所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下面是发表在《追忆葛庭燧先生》（《蓬莱文史》24辑）中的一组数据，或者可以说明葛先生的贡献
：每年SCI论文数在全国各科研机构中排名第20位左右，1995~2004年被引用次数排名第八， 2003~2005
年，平均每篇被引用次数排名居全国科研机构第一。
可以说，葛庭燧到哪里，哪里就会开花结果，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事业心！
祝愿葛庭燧院士的爱国与治学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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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代科学家的命运轨迹，是二十世纪中国物理学史的通俗影像。
那是国破家亡的年代，一个普通农家孩子在动荡的生活中到京城求学，从而走上坎坷的报国之路。
他一腔热血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到八路军兵工厂研制烈性炸药，成为冀中抗日地雷战的幕后英雄
；他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发明镓灯，很快被用于美军在南洋群岛对日作战；他参与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研制的“曼哈顿计划”和军用雷达的科研团队；他发明著名的“葛氏扭摆”，发现“葛氏峰”，成为
金属内耗研究领域的科学大师和写进物理学词典的中国人。
他就是葛庭燧。
　　他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战士，他经历了极左年代的凄风苦雨，一生的个人理想就是报效国家；
他恪守“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格言，他是一个天才的、正直的、矢志不渝的科学家。
　　本书适合大众读者阅读，特别是广大科技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大中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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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深，资深记者、文学硕士，1959年5月生于沈阳，1977年在辽宁康平县插队，1978年考入辽宁师范学
院中文系，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91年到深圳从事新闻工作。
著有纪实文学《百年情义恩泽录》、《一个普通士兵的战争》、游记《绝美之地——圣托里尼写真》
和《坦克中短篇小说集》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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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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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葛庭燧教授的名字与现材料中的内耗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实验才华和物理洞察力使得这一领域被得
到真正了解，是一位最具盛名的材料学家。
——英国剑桥大学工程系教授M.Ashby他几乎完全开创了这个研究课题，他在世界范围被公认是金属
内耗研究领域的大师。
——英国剑桥大学材料科学与冶金系教授Ａ.Cottrell他的扭摆，作为战后最天才的发明时时触动着我，
葛庭燧教授理应被列入那些曾经做过金属讲座的伟大的冶金学家和物理学家行列之中。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R.W.Cahn我认为，葛庭燧教授是中国老一辈中最好的冶金学家。
——法国巴黎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教授J.Friedel葛庭燧教授为开创和发展材料滞弹性这一新的领域做出
了巨大贡献，他长期献身科研一线的精神举世无双。
——日本京都大学材料与工程系教授M.Ko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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