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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恩风传》的出版，是沈阳农业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读了这部传记，又一次勾起了我们对陈恩凤先生的不尽思念。
传记书稿中那些精心拣拾的陈恩凤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片断，让我们能够较为完整、连续地了解
陈恩凤先生人生的历程；陈恩凤先生这样一个杰出的个体生命的修为，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了那段
刚刚过去的历史，深切地洞悉了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沈阳农业大学发展过程中的艰难坎坷、经历中
的多灾多难。
在曲折与困难面前，老一代沈农人从来没有动摇过理想与信念，他们迎着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奋勇
向前！
正是他们的所为，才有了今天沈阳农大的发展。
    1952年，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北迁，和因抗美援朝迁往哈尔滨的原沈阳农学院部分专业合并，在沈
阳东陵重建沈阳农业大学的前身沈阳农学院。
60年来，在沈阳东陵天柱山脚下，几代沈农人以其自身特有的忠诚、执著、智慧和勤奋，谱写了一首
首壮美的诗篇。
陈恩凤教授长期担任学校副院长、院长，为学校的创建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文化大革命”后的恢
复重建，呕心沥血，做出了突出贡献。
特别是陈恩凤先生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学校的根本、教师业务培养要“少而精、学到手”等办学思想与
治教理念，成为老一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启迪着我们，必将继续影响学校未来的发展。
这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对那些创业者的敬重油然而生；历史告诉我们要懂得珍惜、懂得珍重，让我们懂
得什么是历史使命，每一代人都要自觉地承担！
    陈恩凤先生是著名的土壤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我有幸成为陈老师的学生，是在38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
“著名土壤学家、一级教授”等非公开场合的介绍让我们为有陈恩凤教授这样的老师激动不已，而对
他“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更让我们心中布满不解，感受着“美好”中的“缺憾”。
即使是在那些岁月，陈老师也从没有放弃对土壤科学、教育事业的热爱，他教导我们要坚信土壤学是
科学、一定能够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
他终生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他深邃的学术思想、丰硕的科研成果、鲜明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
影响广泛：作为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他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陈恩凤教授是我校最杰出、最长寿的师长之一。
和其他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献身科学、勤奋工作，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
；他高风亮节、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严谨务实的品格和果敢硬朗的作风，在9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始
终如一。
他老人家言传身教，让我们初懂如何做学问、做事和做人并在工作、学习与生活中努力实践。
他老人家留下的精神财富，使聆听过他老人家教诲的我们这一代人受用终生，作为特有的沈农品格，
应该得到发扬光大、薪火相传。
    斗转星移，岁月如歌。
进入21世纪，当年创建沈阳农大的师长们，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他们写就的历史将长久地影响
、温暖这所大学。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有过他们是沈阳农业大学的幸运。
    正因为如此，这本传记的作者真的是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为完成本书稿的写作，她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几乎采访了所有能采访的重要历史事件的知情人，广泛
地收集素材，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她用默默的辛劳把自己对文化寻根的理
性追求变成文字，为我们回望学校历史传统、找寻积淀一代又一代沈农人内心的精神精华开拓出一条
捷径。
她之所以着墨于往事，是因为她懂得今天的沈农人更需要知道自己的校园文化传统，才能更加积极努
力地创造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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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在前进，沈农也在发展。
回眸历史，尊重历史，是要很好地总结过去，通过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凝聚一代又一代人朝向科
学发展的目标迈进。
当我们珍视、敬重老一辈留下来的精神财富的时候，一个更为美好的精神与文化氛围正在沈农校园里
悄然勃发，而这正是对陈恩凤教授等老一辈的最好纪念。
    张玉龙    2011年9月17日于沈阳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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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三学社人物丛书：陈恩凤传》的出版，是沈阳农业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读了这部传记，又一次勾起了我们对陈恩凤先生的不尽思念。
传记书稿中那些精心拣拾的陈恩凤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片断，让我们能够较为完整、连续地了解
陈恩凤先生人生的历程；陈恩凤先生这样一个杰出的个体生命的修为，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了那段
刚刚过去的历史，深切地洞悉了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沈阳农业大学发展过程中的艰难坎坷、经历中
的多灾多难。
在曲折与困难面前，老一代沈农人从来没有动摇过理想与信念，他们迎着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奋勇
向前！
正是他们的所为，才有了今天沈阳农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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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 克尼堡和柯尼斯堡 陈恩凤自己填写的档案和简历里，在德国留学内容不到60个
字：“1935年11月至1938年4月赴德留学，在克尼堡大学研究院攻读土壤肥力，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1938年6月回到长沙。
” 在网上搜索“克尼堡大学”，但搜索到的全部是陈恩凤自己简历中的60个字，或是他的学生们照样
写下来的。
 在德国现存的大学名单里，找不到这个“克尼堡大学”。
 陈恩凤的人事档案主卷部分不在沈阳农业大学，留在农大的只是一个副卷。
档案室的韩主任说，陈先生的档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
我在农大的档案里认真查找，没错，凡是由他填写的所有登记表上，留学一栏都填写着同样的校名。
 德国的大学以治学严谨著称于世，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怎么会在网上找不到？
 德文的一个特点是可以拼读。
比如Hochschule Esslingen，这应该是拼成爱斯林根科技大学。
但如果拼成意斯林根也是对的，是不是拼读有误？
 可我们都知道，陈先生的严谨是公认的，即便是拼读有误，也会在搜索中有相关提示。
 为什么会没有呢？
 会不会是德国也曾有过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就像中国曾经有过的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等
等，都在1952年兼并进某所高校而不复存在呢？
即便是这样，这些老牌私立大学的踪影也还会找得到。
会不会是语言阻碍了找寻？
另外，陈先生是于1938年回国的，难道这所大学的人间蒸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什么联系？
 这时，陈恩凤的长子陈锡平寄来了邮件。
这位远在上海年逾古稀的兄长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
他的第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里，提到过父亲留学和回国。
他说父亲到德国后先学德文，“三个月之后即赴东普鲁士的克尼堡大学拜见导师”。
 这所大学的具体地址是在东普鲁士。
 还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加上东普鲁士后，仍然没有克尼堡大学。
但是一个名字跳出来：东普鲁士的首府在K(o)nigsberg——柯尼斯堡。
 再输入柯尼斯堡大学。
 于是，这所有着400余年历史的大学在氤氲的远处，微笑着接纳我的注目礼。
 这个城市有一个我们这一代人还熟悉的新名字：加里宁格勒。
而柯尼斯堡大学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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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能为陈恩凤写传记，是我们的荣幸！
    从收集资料开始，到书稿付梓，用了近3年。
那个曾在我们眼里并不特别熟悉的老人，随着资料的积累和采访的深入让人倍感亲切，崇敬之情油然
而生。
如果读者看了这部传记没能有些许感动，那一定是作者没能写出陈先生的风采。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接受采访、提供资料的人有：石金成、张尔平、彭健、张和平、李鸿鸣、冷绍哲、徐贵华、张玉龙、
唐耀先、须湘成、陈维新、刘孝义、金耀青、谭成君、张继宏、王秋兵、韩晓日、依艳丽、汪景宽、
关连珠、刘明达、张旭东、窦森、孙福军、周航、陆欣来、孙为华、张惠林、张宝环、王汝镛、谢群
、尚广林、杨牧兰、王娟、陈光华、焦静娥、胡晓梅、王深、李晓安、安俊学、，李沫、张辉、刘丽
娜、李启坤、韩艳君、杨思尧、张宜军、于洪飞、亓国、马迎杰、聂颖、赵书平、王乐成、陈珏、陈
锡平、陈锡时、陈锡群、陈冲宇等。
支持或参与采访和调研的有：赛树奇、赵书平、何常吉、王冰。
提供帮助的还有：朱巍、董俊厚、杨奇、朱四光、雷庆国、李晟阳、韩晓东。
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初国卿对校园寻根文化给予充分肯定并推荐了人物传记图书、编辑体例和相关
资料。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沈阳农业大学人事档案室、综合档案室；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所给予的鼎立支持。
    感谢九三学社辽宁省委的鼎立支持。
    特别感谢沈阳农业大学校长张玉龙为本书做序。
    感谢责任编辑许力、方晓喆的认真细致和辛劳。
    人们常说，身边没有风景。
王琦从毕业留校一直到退休都生活在沈阳农业大学，李严冬就出生在这所大学里。
对这所大学的依赖和感恩，让我们在追踪建校之初就在里工作的人们的足迹中，感到骄傲和快乐。
但愿读到这本书的人们能和我们有一样的体会。
    因为学识所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作者    201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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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九三学社人物丛书:陈恩凤传》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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