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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随着高校、科研机构西迁，大批科技

精英云集陪都重庆及四川地区。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科学家的生活也极为清贫，但科

研领域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因为他们，历经重重阻

碍传入我国的近代科学才未被战火吞灭。

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特殊时日，本文试图

讲述战时在陪都重庆及四川其他地区做出了突出成

就的科学家们的故事，每一位科学家的经历都值得我

们去缅怀，但限于篇幅，只得选几位简述，藉此聊表缅

怀之心。

黄汲清：找油找气，为国争光

1935 年，黄汲清在瑞士完成学业，归国途中访问

了美国等地，其蓬勃发展的石油地质工业，让他热血

沸腾。回国后，黄汲清在当时隶属经济部的地质调查

所（即中央地质调查所前身）工作，南京会战时，担任

副所长的他组织全所员工，几经波折，迁至重庆北碚，

1938年，他正式担任所长。

抗战时期的迫切需求让人们意识到地质调查的

极端重要性，在主持地质调查所时，他亲自从事的调

查主要在四川盆地内，曾有国外专家断言这里没有

油、气，但黄汲清不理会这种论断。后来，他在川西南

的嘉定铜街子发现了天然气，否定了关于天然气只来

源于二叠系煤层的说法，多期生油说在他脑海中萌

芽。此次调查后，黄汲清还在《钻探四川石油之我见》

一文里提出了“陆成地层可以为重要含油层”的可贵

见解。

1939 年，他在隆昌发现了圣灯山天然气田，这是

中国第一个天然气田，对支援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 8月，早已辞去所长职务的他组织调查队赴河

西走廊一带考察，在此之前，受教于西方地质学的他

也是海相生油论者，而一系列的野外实践和研究让他

在调查结束时，形成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说，这让他更

加坚信，中国广袤的大地一定富含油气。此后不久，

受资源委员会之托，黄汲清再次带领队伍赴新疆考

察，历时六个多月。1943年夏到 1945年夏，他笔耕不

缀，对自己 20 年来的地质研究及前人成果进行系统

总结和研究，出版论著 20 余种，其中《中国主要地质

构造单位》、《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是他治学生涯

的代表作，在世界地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叶渚沛：钢花飞溅，丹心为国

1933年，已在冶金学界崭露头角的叶渚沛谢绝柏

林大学之邀，以“科学救国”为己任，回到了千疮百孔

的祖国，时年 33 岁。他生于菲律宾，祖籍福建厦门，

虽生在国外，却始终惦念着祖国。

回国后，叶渚沛在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 年改为

资源委员会）任化学专门委员，在他的建议下，以铁合

金、铝、氮肥为研究对象的冶金研究室在南京成立，叶

渚沛为主任。卢沟桥事变后，叶渚沛被迫带领研究室

撤退，几经辗转，于 1938年撤至重庆。

叶渚沛把重庆炼铜厂厂址选在重庆化龙桥，在他

的带领下，重庆精铜厂很快便建成了，该厂以民间收

来的各种杂铜为原料，在 1939 至 1941 年间共生产电

解精铜一千五百多吨。1940年，叶渚沛在綦江三溪乡

主持建立炼锌厂，由于战争，大批科技人员流失，技术

力量薄弱，他白天带人建砖瓦厂烧砖，以备所需原料，

夜里则用菜油灯照明画图纸、查资料。没有电力，他

就把两台弥足珍贵的 10 千瓦直流发电机运到三溪，

在尚未购得柴油发电机前，每天安排工人烧木炭先发

动汽车再带动发电机发电以作为工厂运作的动力。

1941年，蒋介石命令将化龙桥炼铜厂及三溪的纯铁炼

厂、炼锌厂合并，命名为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叶渚

沛任总经理，总厂设于三溪。

从 1939 年建厂到 1945 年，电化冶炼厂年平均生

产精铜近 500 吨，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电解精铜生产

厂，产品均为兵工所用。此外，在抗战期间，叶渚沛不

顾个人安危，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掩护共产党的地

下活动，1938年，曾协助白求恩大夫到延安，并为新四

军购买作战物资等。炽热的钢花飞溅，他以丹心报

国，在抗战功劳簿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被中国

冶金史永远铭记。

黄万里：一生所系，步履往之

1937 年，黄万里从美国归来。作为高材生，他谢

绝了浙江大学等名校的邀请，选择了四川水利局，开

始了在长江上游干支流之间的行走。在出国之前，他

是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的一名铁路桥梁工程师，之所

以放弃本职，是因其受时局所感，1931年长江、汉水泛

滥及 1933 年黄河成灾让他深刻地认识到水利建设的

重要性。彼时，尚是一名学生的他便打定主意，毕业

后出国学水利，黄河水流万里，再难治理，也总能找到

解决之道。

作为时局造就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劳苦功高。到

四川报到约一个星期后，水利局就派他带人参加全国

水利勘探，在水急流湍的金沙江勘探水道河情，历时

三个月。在川八年，他的足迹遍布长江上游和其在川

境内的所有主要支流，曾六次步行勘探岷江、乌江、涪

江、嘉陵江，行程 3000 千米，途中险象环生，他用脚步

打下了牢固的水文地貌学基础，支撑起自己的学术生

涯。而那时，因为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的生活艰

难，为了维持工作正常开展，他还组织了长城公司承

包工程，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用赚来的钱财改善工

作人员生活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他刚回国不久，便应四川绵阳三

台县县长之邀在两岸皆为滑坡台地的险要地区设计

了一座精妙的石拱渡桥，难度极大，曾被其父改名为

“高家桥”，但当地人仍称之为“万里桥”，足以反映他

们对这座桥的喜爱和对黄万里的认可。

侯德榜：躬耕化学，造福人类

1921年，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向远在美国的侯德榜

发出了邀请，请他“学成回国，共同创办中国的制碱工

业”，侯德榜欣然同意，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国化学事

业，便拉开了帷幕。回国后，侯德榜带领同仁做出了

一系列有突破性的贡献，诸如获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

的“红三角”牌纯碱等。

卢沟桥事变后，侯德榜及同仁不畏日本人威胁并

积极响应抗战，利用工厂设施，生产硝酸铵炸药和地

雷壳等物资，支援前线，遭日本飞机轰炸，该厂无法继

续生产。1938年，永利公司在川西五通桥筹建了永利

川厂，侯德榜临危受命，出任厂长兼总工程师，在十分

困难的条件下，还筹办四川碱厂。由于四川条件所

限，氨碱法并不适用，1939年，他率领团队远赴德国想

要购买察安法专利，却受到百般刁难，对方还提出了

辱国条件，侯德榜毅然中断谈判，立志要自行研究。

德国之行后，他带领大批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功

夫不负苦心人，1941年，“侯氏制碱法”诞生了，它将察

安法与苏尔维法融为一体，比德国的更为优越。1943

年，中国化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五通桥召开，“侯氏制

碱法”荣获“中国工程学会一届化工贡献最大者奖”。

侯德榜本可高价出售专利而发大财，但他却将奥

秘公之于众，让世界人民共享科技成果。他实现了中

国人制碱的梦想，为发展我国的化肥工业做出了巨大

贡献，奠定了现代化学工业大厦的基石。

李先闻：潜心农业，科研报国

1929 年，当目睹国破家贫、政治动乱的社会现状

后，刚回国的李先闻决定远离政治，潜心农业，用科研

成果来回报祖国。因为战乱，他辗转于诸多大学间任

教，科研条件虽差，但他很快便做出了显著成绩，将作

物育种与遗传理论研究相结合，成为了知名的“小米

专家”。

1937 年，李先闻随国民政府迁至四川，1938 年，

他应四川农业改进所之邀，担任该所粮食作物组主

任，随后还担任过四川稻麦改良场场长，负责研究粮

食增产，并制定水稻作业检定计划。当时，他在合川

检定的一个水稻优良品种在绵阳试验成功，推广后，

粮食产量显著增长，有助于改善战时我国积贫积弱的

状况。

这期间，后来成为著名遗传学家的李竞雄、鲍文

奎长期跟随他学习工作，他们致力于麦类、粟类作物

细胞遗传学的系统研究，在秋水仙素引变植物多倍

体、粟类远缘种间杂交及其进化、小麦矮生性状的遗

传分析等方面，获得了独创性的研究成果。1944 年，

中研院植物研究所在重庆成立，其细胞遗传研究室是

当时国内唯一官办的遗传学研究机构，李先闻担任室

主任，主持开展研究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研究室先

后重点开展了小麦、粟、甘蔗等和有关种属的染色体

与性状之间关系的研究，为农作物遗传育种提供了大

量的原始资料，十分珍贵。

李先闻从不轻信书本，身体力行在田野间奔波，力

图获得第一手资料。后来，胡适在担任中研院院长发

表就职演说时，强调为国家前途，应走学术研究大道，

并以李先闻为例证。李先闻作为对我国遗传事业做出

大量独创性贡献的学者，一生默默耕耘，以科研成果来

支援祖国，代表着战时科学家们最朴实的心愿。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
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

抗战期间在陪都的科学家们
文·唐 靖

面 对 班 组 机 车 检 修 成 本 紧 缩 压

力，太原机务段制动组 51 岁的工长胡

振南总是“鸡蛋里挑骨头”。他记不清

曾多少次给班组的伙计们讲段经营的

压力和压缩组里的成本支出的办法；

也记不清多少次为了修复一个故障部

件、再利用一次不能用的砂布，与伙计

们算机车故障带来的经济损失而瞪眼

较劲了。

在探求班组节支创效的路上，老胡

说，“不仅要堵住眼皮子底下溜走的钱，

看不见的钱也得想尽办法堵住，不然，我心里就难受。”（王海伟 姜晨怡）

胡振南：
老工长“鸡蛋里挑骨头”

日前，笔者在新疆高寒站区见到了

17 年坚守在高寒站区的“供暖人”高建

侠。他是乌鲁木齐铁路局库尔勒房产公

寓段和静车间的主任。

在铁路单位，高寒站区是海拔 2500

米以上，长年冰雪覆盖，最低气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的铁路站区，全年供暖期长达

11个月。正常的锅炉检修期为 180天左

右，而在高寒站区，仅为 7 月中旬至 8 月

中旬的 55 天左右，这就要求锅炉检修人

员不仅熟练检修程序更要对每台锅炉的

基础数据、运行情况了如指掌。为此，1998 年从建筑工区调任接管高寒

站区供暖的高建侠，为尽早胜任业务，连续 3 年吃住均在高寒站区，从上

煤、给水到管线走向、入户测温均细心了解每个环节重点所在，认真研究

每个时段锅炉运行状态。“现在，我就是那些锅炉的活字典。”高建侠说到。

从 1998年到 2014年，高寒站区供暖没有出现任何安全责任事故。笔

者知道，这 5100 天的安全天数均是来之不易。因高寒站区特有的寒冷、

缺氧、紫外线等高原气候均在高主任的身上留下了相应的印记，风湿性关

节炎、黝黑的面庞，不断掉落的头发、严重的胃溃疡等等，每一项都从另一

方面诉说着他的坚守与付出。 （凡星 赵娟）

高建侠：
17年坚守在高寒站区的“供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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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观察小麦大田实验的李先闻正在观察小麦大田实验的李先闻

永利川厂搬迁到五通桥后永利川厂搬迁到五通桥后，，永利人永利人
将道士观更名为将道士观更名为““新塘沽新塘沽””永利川厂旧址永利川厂旧址

文·贾远琨

从迤逦起伏的天山深处飞往奎屯、飞往北

航、飞往清华、飞往地处大西北的国产新支线飞

机 ARJ21－700 西安外场试验队……他就是哈

萨克族的雏鹰，青年沙力。

沙 力 从 走 进 上 海 飞 机 设 计 研 究 院 那 一

刻 起 ，就 将 自 己 的 青 春 与 中 国 飞 天 梦 捆 绑

在 一 起 。 鹰 要 飞 得 快 、飞 得 高 、飞 得 远 ，除

有 远 大 的 志 向 外 ，必 须 练 就 一 副 搏 击 云 天

的翅膀。

沙力作为总体气动部工程师，与 ARJ21－

700 风雨相随，他期待着通过自己和同事们的

努力，能让国产飞机搏击长空飞越天山。

“雏鹰”沙力：让我设计的飞机飞越天山

高鼻梁，浓眉毛，大眼睛，话音未落，爽朗的

笑声便倾泻而出……沙力带着与生俱来的哈萨

克小伙儿的热情和率真。

一个生长在天山脚下的顽童，常看见雄鹰

在山间盆地上空时而盘旋、时而迅疾没入云霄，

也曾看见有飞机飞越天山，或许就是那时，沙力

的心中种下了飞天梦的种子，向往着长大后能

像鹰一样，像飞机一样地飞出天山，飞往祖国更

广阔的地方。

“我大学毕业后，原本有机会去日本留学，

但国家的大飞机事业吸引了我，现在回头想想，

为自己没有错过国产民机事业的发展而感到庆

幸。在中国商飞公司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

‘第一次’，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搬，而我们学

习和收获的东西是读多少个博士都学不来的。”

沙力说。

起初，沙力对民机事业的印象仅是“很酷”，

而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后才体会到，这份沉甸甸

的事业“很苦”。

2011年 10月，沙力毕业后效力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院，院领导有意磨炼他，入院才两个月，

沙力就被派往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可直

接和飞机打交道的 ARJ21－700 飞机西安外场

试验队。

雏鹰的翅膀必定是稚嫩的，硬朗的翅膀只

有在搏风击雨中练就。刚到阎良，面对满目的

数据，沙力傻了眼。“起飞性能分析报告和加速、

停止距离报告怎么写？我想，不懂就从零学起，

站在一旁静静地看别人怎么干，遇到问题就请

教试飞院课题组的同志，反复琢磨，直到把道理

琢磨透。”一个月下来，沙力“上手”了，等到

2012 年失速表明符合性、失速审定试飞时，沙

力就已经独当一面了。这让他信心大增，也让

他爱上了 ARJ21－700飞机性能分析这一行。

沙力主要承担的是 ARJ21－700 飞机适航

试飞构型评估报告的编写，性能课目的 60％－

70％构型评估报告均出自沙力和他的同事，包

括空速、失速、起飞性能、误操作等。

报告似乎永远也写不完，和冗繁复杂的数

据为伴就是他的工作，但沙力知道没有这些基

础性工作，飞机飞不上天，对每一个数据都不能

掉以轻心。

雏鹰展翅只为搏击云天

“我体验过 ARJ21－700的失速飞行！”沙力

骄傲地说，那兴奋劲儿有如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摔跤冠军。

2012 年 9 月，ARJ21－700 做失速特性表明

符合性试飞，失速试飞本身危险性就大，又要做

包线验证试飞，其风险不言而喻。为了亲身体

验飞机的失速特性，原本不用登机测试的沙力，

为了以后的数据分析能够更精准，和另一位年

轻同志毅然登上 ARJ21－700第 104架机。

“我明知做失速试飞有风险，但我还是敢上

飞机，因为我知道，干失速试飞数据分析这件

事，你就得亲身体验一下失速到底是咋回事。

而且我对我们 ARJ21－700飞机的安全、可靠充

满信心。”沙力说。

失速试飞对登机人员身体素质的考验接近

人体极限。飞机进入失速状态后，舱内的沙力

就像一下子飘起来了，胃里倒海翻江，觉得无所

依傍，初上飞机时的那份好奇心一下子全没了，

头昏脑涨，脸色发白。有时一天飞两三个架次，

沙力都坚持了下来，还默默做了记录。“通过试

飞，我知道失速的进入和改出时间有多长，在什

么构型下飞机高度掉得最厉害。”

我与“她”风雨同舟

试飞成功了，沙力从 104架机上下来时，还

不时回头看“她”。“我对‘她’有一种生死与共的

特殊感情。”沙力满含深情地说。2014 年底，

ARJ21－700拿到了适航证，如今已进入交付运

营的最后阶段。

不仅沙力与 ARJ21－700结下不解之缘，沙

力生活中的那个“她”也随他进入中国商飞公司的

上海飞机制造厂。由于阎良的试飞任务非常繁

重，沙力难得和爱人团聚，于是两人就相约一起到

阎良看飞机。沙力说：“我们俩是把鸡蛋放在同一

个篮子里了，我爱人还担任过 ARJ21－700的讲

解员，是飞机让我们的爱情插上了翅膀。”

回到老家，亲人们最常问的一句话是：“我

们什么时候才能坐上你设计的飞机啊？”这何尝

不是沙力的梦想。

说起家乡，沙力话语中充满了温情，“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给新疆带来更多的机会，民航

市场也会快速发展起来，其实，新疆很多支线航

线都很适合 ARJ21－700飞机，我多希望自己设

计的飞机能够尽快飞越天山。”

当前，我国的民机产业相较于国际巨头还

有很大的差距，看着 ARJ21－700 一步步走来，

沙力心中充满感慨。我国民机产业的发展可能

要经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参

与国际角逐，而年轻的沙力和他的伙伴们就是

为之奋斗的中坚力量。

“当我看到歼－15 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

阳因病去世的消息时，心情悲痛的同时也受到

了巨大的鼓舞。我们民机产业也会有一代人要

有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沙力坚定地说。

飞机工程师的收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丰

厚，生活在大都市上海，也难免会受到外界的影

响，但沙力说：“我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总会有

一些人愿意不计报酬地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2014 年，28 岁的沙力代表 ARJ21－700 研

制线上的青年、代表中国商飞和上海市青年出

席了共青团全国十七大。沙力说：“与其说这是

一种荣誉，倒不如说是一种责任、一种期待，督

促我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据新华社）

期盼国产飞机飞越天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