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时期的贝壳画描绘了什
么 ？ 古 代 的 贝 壳 画 制 作 工 艺 有
何 独 特 之 处 ？ 科 技 考 古 技 术 如
何 成 功 复 原 这 些 贝 壳 画 ？ 借 助
一 系 列 科 技 手 段 ，考 古 研 究 人 员
首 次 成 功 复 原 两 千 多 年 前 战 国
时 期 中 山 国 的 贝 壳 画 ，并 由 此 还
原 当 时 的 服 饰 潮 流 、礼 仪 习 俗 、
生活场景等。

战国贝壳画
还原当时服饰潮流、礼仪习俗

贝壳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材
料 ，被 人 类 知 晓 、利 用 已 有 数 十
万 年 的 历 史 。 因 其 独 特 的 形 状 、
斑 斓 的 色 彩 、迷 人 的 光 泽 和 细 腻
的 纹 理 ，自 古 以 来 就 吸 引 着 人 类
的目光。

在 众 多 贝 壳 的 应 用 中 ，将 贝
壳 内 壁 作 为 绘 画 基 底 的 做 法 堪
称 独 树 一 帜 。 回 溯 更 为 古 老 的
时 代 ，贝 壳 画 确 是 稀 有 珍 品 ，仅
有 少 量 实 物 遗 存 。 例 如 ，在 美 国
科 利 尔 县 的 基 马 尔 科 遗 址 中 ，考
古 学 家 们 发 现 了 一 枚 绘 制 于 公
元 700 年 —1500 年 间 的 单 色 人 物
形象贝壳画。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珍
藏 的 两 件 贝 壳 画 作 品 ，长 久 以 来
都 被 视 为 贝 壳 画 艺 术 的 早 期 典
范 。 尽 管 这 两 幅 贝 壳 画 备 受 珍
视 ，但 它 们 却 始 终 笼 罩 在 一 片 神
秘之中。由于缺乏详尽的考古背
景资料，它们的发现地点、创作年
代，甚至真实性都记载阙如，使得
学 术 界 长 期 以 来 对 贝 壳 画 的 研
究和关注受到了严重制约。

在 山 东 临 淄 徐 家 村 南 墓 地
M32 的 发 掘 中 ，三 组 贝 壳 画 犹 如
破 晓 的 曙 光 ，冲 破 了 长 期 的 沉
寂 。 这 些 绘 画 巧 妙 地 融 合 了 复
杂 的 表 现 技 巧 和 鲜 活 的 场 景 ，以
其 独 特 的 风 格 吸 引 了 诸 多 关
注 。 据 推 测 ，这 些 贝 壳 画 的 年 代
应 早 于 美 国 克 利 夫 兰 艺 术 博 物
馆 中 的 同 类 珍 藏 ，它 们 细 腻 地 描
绘 了 战 国 时 期 的 服 饰 潮 流 、礼 仪
习 俗 、生 活 场 景 以 及 社 会 结 构 等
丰 富 的 细 节 ，打 开 了 一 扇 窥 探 古
代 社 会 风 貌 的 宝 贵 窗 口 。 然 而 ，
尽 管 它 们 的 亮 相 令 人 振 奋 ，当 前
的 报 告 却 未 能 提 供 深 入 的 科 学
分 析 ，对 于 这 些 贝 壳 画 所 使 用 的
颜 料 、制 作 工 艺 以 及 图 像 细 节 的
了解依然有限。

幸 运 的 是 ，山 东 临 淄 贝 壳 画
并 非 考 古 发 现 的 孤 例 ，河 北 灵 寿
地 区 亦 出 土 有 同 时 代 的 两 枚 贝
壳 画 ，两 者 在 绘 画 风 格 与 制 作 流
程 上 展 现 出 显 著 的 共 通 之 处 。
然 而 ，河 北 灵 寿 县 青 廉 村 出 土 的
中 山 国 贝 壳 画 因 地 下 环 境 的 侵
蚀 ，画 面 受 到 了 严 重 损 毁 。 尽 管
面 临 这 样 的 挑 战 ，研 究 团 队 通 过
一 系 列 系 统 的 分 析 检 测 ，成 功 重
现 了 这 些 贝 壳 画 的 原 始 风 貌 ，并
对 颜 料 、工 艺 以 及 其 他 关 键 问 题
提供了清晰明了的解答。

科技考古复现贝壳画的工艺和面貌

经 过 形 态 学 特 征 的 细 致 分
析 ，这 两 件 贝 壳 可 被 归 为 帘 蛤 科
文 蛤 属 。 这 一 物 种 虹 吸 管 较 短 ，
偏 好 在 沙 质 底 层 进 行 浅 钻 活 动 ，
主 要 栖 息 在 我 国 沿 海 的 潮 间 带
和 潮 下 带 。 文 献 记 载 文 蛤 因 其
独 特 的 药 用 和 烹 饪 价 值 而 受 到

人 们 青 睐 。
这 两 枚 中 山
国 的 贝 壳 ，

极 有 可 能 源 自 同 一 个 体 。 这 一
推 测 在 河 北 灵 寿 县 青 廉 村 其 他
中 山 国 墓 葬 中 得 到 了 有 力 的 佐
证 ，在 这 些 墓 葬 中 发 现 了 不 少 可
以扣合的成对贝壳。

通过在三维视频显微镜下的
细 致 观 察 ，研 究 团 队 发 现 贝 壳 画
的 创 作 过 程 始 于 对 图 像 的 精 细
勾 勒 和 定 位 。 这 一 过 程 采 用 了
类似浅浮雕的“减地”技法，即沿
着 轮 廓 线 逐 步 刮 削 或 磨 平 贝 壳
的 背 景 表 面 ，使 得 部 分 线 条 逐
渐 凸 起 并 呈 现 出 圆 润 的 立 体
感 。 这 种 技 术 在 玉 器 雕 刻 中 较
为 常 见 ，但 在 小 巧 且 易 碎 的 贝
壳 上 施 展 ，无 疑 需 要 极 高 的 技 艺
和耐心。

贝壳画中的某些区域则呈现
出凹陷的纹理，比如树上 的 果 实
和 衣 物 的 图 案 ，这 种 凹 凸 有 致
的 对 比 效 果 ，加 之 颜 料 的 层 层
叠 加 及 贝 壳 的 自 然 曲 面 ，使 得
画 作 在 不 同 视 角 下 展 现 出 变 幻
莫 测 的 细 节 ，每 一 次 观 赏 都 能 感
受到新的美感。

通过结合 X 射线荧光与拉曼
光 谱 技 术 ，不 同 颜 料 的 谜 底 也 得
以 揭 晓 。 浓 淡 深 浅 的 巧 妙 变 化
和 搭 配 ，使 得 朱 砂 的 鲜 红 、铜 绿
的 翠 青 、炭 黑 的 深 邃 以 及 贝 壳 的
洁白，相互映衬，交相辉映，共同
构成层次分明的艺术画面。

除 了 内 侧 绘 画 绚 丽 多 彩 ，运
用 了 各 种 精 致 的 颜 料 外 ，贝 壳 的
外 侧 也 隐 约 可 见 一 些 红 色 颜 料
的 斑 驳 痕 迹 。 为 了 捕 捉 画 作 中
可 能 隐 藏 的 色 彩 信 息 ，研 究 团 队
还 运 用 了 多 光 谱 成 像 技 术 。 通
过 最 小 噪 声 分 离 变 换 和 像 元 纯
度 指 数 算 法 ，成 功 识 别 出 了 六 条
特 征 曲 线 ，其 中 四 条 对 应 了 朱
砂、铜绿、炭黑以及贝壳基底，另
外 两 条 对 应 了 土 壤 附 着 物 相 关
的 两 种 色 调 ，证 实 了 并 无 其 他 颜
料存在。

泥土的沉积对图像重建构成
了 挑 战 ，而 工 业 计 算 机 断 层 扫 描
（CT）技 术 提 供 了 一 种 非 侵 入 式
的 解 决 方 案 。 通 过 X 射 线 光 束
穿 透 样 品 ，可 利 用 比 尔 — 朗 伯 理
论 获 取 线 性 衰 减 系 数 的 三 维 分
布 信 息 ，将 X 射 线 强 度 信 号 转 化
为 视 觉 图 像 。 由 于 贝 壳 画 采 用
了独特的“减地”工艺，使得原本

掩 藏 在 尘 土 之 下 的 图 像 呈 现 出
微 弱 的 凹 凸 不 平 纹 理 ，这 些 痕 迹
恰 好 为 重 建 这 两 幅 贝 壳 画 提 供
了宝贵的线索和充分条件。

贝壳画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实 际 上 ，中 国 古 人 早 已 洞 察
到 贝 壳 画 的 存 在 ，并 对 其 发 表 了
独到的见解。

一些明代文人记录了与贝壳
画 相 关 的 发 现 。 例 如 ，何 良 俊
（1506—1573）在 其 著 作《四 友 斋
丛 说》中 提 及 ，他 拥 有 罕 见 的 汉
代 绘 画 ，这 些 作 品 在 其 他 地 方 都
是 前 所 未 见 的 。 因 为 画 面 并 非
绘 制 于 丝 绸 或 纸 张 之 上 ，而 是 别
出 心 裁 地 绘 制 在 贝 壳 之 上 。 他
详 细 描 述 了 山 东 的 一 座 古 墓 中
发 现 的 数 十 幅 贝 壳 绘 画 ，有 些 主
题 特 别 ，且 笔 法 略 显 拙 朴 。 何 良
俊 还 探 讨 了 古 代 文 献 中 对 贝 壳
功 用 的 记 载 ，并 推 测 这 些 贝 壳 被
埋 藏 在 墓 中 是 为 了 防 止 动 物 挖
掘 墓 穴 ，从 而 保 护 逝 者 。 此 外 ，
李 诩（1506—1593）在《戒 庵 老 人
漫 笔》中 提 到 ，山 东 青 州 北 部 约
40 里处丰山下麦田里的古墓中，
发 现 了 四 五 千 个 厚 贝 壳 。 李 诩
详 细 描 述 了 这 些 贝 壳 上 的 图 案 ，
其 中 有 些 绘 制 了 采 桑 等 场 景 ，这
些 画 作 生 动 且 富 有 生 活 气 息 。
巧 合 的 是 ，山 东 临 淄 最 近 发 现 的
贝 壳 画 证 实 了 这 些 史 料 ，而 河 北
灵 寿 的 贝 壳 画 进 一 步 丰 富 了 历
史场景。

如 今 ，我 们 的 技 术 更 先 进 ，
知 识 更 丰 富 ，对 贝 壳 画 的 研 究 也
更加系统。

结合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珍
藏 的 两 件 贝 壳 画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一 些 显 著 的 相 似 之 处 。 首 先 ，这
些 贝 壳 画 在 工 艺 上 展 现 出 惊 人
的 一 致 性 ，均 采 用 了 减 地 技 术 。
其 次 ，用 于 绘 画 的 贝 壳 种 类 相
同 ，且 大 小 相 近 ，这 充 分 说 明 贝
壳 材 料 的 选 择 是 经 过 精 心 考 虑
的 。 这 一 筛 选 无 疑 确 保 了 贝 壳
画 的 一 致 性 ，因 此 ，贝 壳 画 的 制
作 可 能 遵 循 着 某 种 规 范 程 序 。
在 题 材 方 面 ，贝 壳 画 主 要 聚 焦 于
人 们 参 与 各 种 活 动 的 场 景 ，这 些
活 动 往 往 与 贵 族 身 份 或 仪 式 紧
密 相 连 。 而 在 颜 料 使 用 上 ，贝 壳
画 中 的 人 物 面 部 和 皮 肤 处 都 采
用 了 红 色 颜 料 ，显 然 反 映 了 当 时
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

总 体 而 言 ，山 东 临 淄 徐 家 村
南 墓 地 与 河 北 灵 寿 县 青 廉 村 墓
地的贝壳画展现出了较强的相似
性 ，同 属 于 一 个 时 代 。 克 利 夫 兰
博物馆的贝壳画则呈现出更为细
腻 而 饱 满 的 笔 触 、精 湛 的 技 艺 和
更 为 成 熟 的 艺 术 风 格 ，或 许 意 味
着它们创作于稍晚的时期。在我
国 ，这 种 别 具 一 格 的 艺 术 形 式 在
战 国 时 期 的 北 方 较 为 盛 行 ，其 影
响力深远，甚至延续至汉代。

贝 壳 画 不 仅 载 体 独 特 ，而 且
题 材 丰 富 多 样 ，刻 画 生 动 ，构 图
精 巧 ，因 此 具 有 极 高 的 历 史 价
值 、科 学 价 值 和 艺 术 价 值 。 作 为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仍 深 受 欢 迎 的 艺
术 形 式 ，贝 壳 画 无 疑 值 得 与 漆
画 、帛 画 以 及 青 铜 、玉 雕 等 相 关
艺 术 作 品 进 行 比 较 研 究 。 如 此 ，
方 可 进 一 步 揭 示 贝 壳 画 独 特 的
艺 术 魅 力 和 文 化 内 涵 ，探 索 其 在
古 代 艺 术 史 上 的 重 要 地 位 和 深
远影响。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说 男 人 至 死 是 少 年 ，这
句 话 不 免 绝 对 ，但 在 某 些 人
身上，却绝对应验且准确，比
如刘岚。

刘 岚 是 谁 ？ 一 位 教 师 ，
一 位 艺 术 工 作 者 ，一 个 书 画
家，一个武者，一个痴心不改
的 采 风 人 ，似 乎 都 对 但 都 不
尽兴，想到最后，这些身份之
间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应 该 是 ：一
个永远也不会老去的少年。

少 年 的 特 质 是 什 么 ？ 单
纯 、阳 光 、积 极 向 前 、蒸 蒸 日
上 、不 服 输 、玩 心 大 ，等 等 ，
都 是 应 有 因 素 吧 。 刘 岚 身 上
就 有 这 些 东 西 ，认 识 他 的 人
这 样 说 ，他 的 学 生 更 是 如 此
看他。

作 为 长 安 教 育 书 画 协 会
主 席 和 一 名 艺 术 教 师 ，如 何
在 工 作 中 尽 心 尽 力 贯 彻 教 育
方 针 ，如 何 润 物 无 声 却 又 彰
显 价 值 观 念 ，是 他 探 究 的 方
向 。 刘 岚 用 自 己 的 画 作 展
现 他 对 新 时 代 学 校 风 貌 的
理 解 ：走 进 学 校 艺 术 大 楼 ，
迎 面 而 来 的 是 一 幅 彩 墨 国
画 巨 作 —— 向 日 葵 。 画 面 中
向 日 葵 如 长 城 般 横 亘 屹 立 ，
在 阳 光 下 蓬 勃 地 怒 放 ，黄 色
花 瓣 鲜 艳 夺 目 ，绿 色 枝 叶 生
机 勃 勃 ，犹 如 校 园 里 的 莘 莘
学 子 ，青 春 洋 溢 ，向 上 生 长 。
很 多 人 经 过 此 画 时 ，都 会 驻
足观望，欣赏品味，感受其中
的 艺 术 魅 力 ，甚 至 忍 不 住 感
喟 一 声 ：这 样 的 画 伫 立 在 这
样的地方，真是画逢其地。

刘 岚 花 鸟 画 在 西 安 国 画
界 占 据 一 席 之 地 ，有 位 知 名
写 意 花 鸟 画 家 同 行 ，用 四 个
字 评 价 他 的 作 品 ：非 常 不
俗 。 花 鸟 画 最 忌 俗 不 可 耐 ，
立 意 、用 色 、构 图 、题 跋 ，功
力 稍 差 就 会 露 怯 ，而 刘 岚 画
作 的 不 俗 之 处 恰 恰 是 他 努 力
的 成 功 之 处 。 他 最 近 画 的 这
批 向 日 葵 题 材 的 国 画 尤 其 集
中展现了超凡脱俗的意境。

这 些 作 品 中 有 条 屏 的 聚
集 带 来 的 新 颖 感 ，也 有 巨 幅
创 作 群 像 矗 立 产 生 的 视 觉 冲
击 感 ，还 有 斗 方 内 巧 思 妙 想
位 置 经 营 的 苦 心 和 随 类 赋 色
的 孤 诣 。 但 无 一 不 抓 住 了 向
日 葵 的 精 神 特 征 和 文 化 内
涵 ，并 且 创 作 出 了 令 人 耳 目
一新的大作。

向 日 葵 是 明 朝 以 后 引 进
的 外 来 物 种 ，所 以 此 前 古 人
诗 画 中 不 见 它 的 踪 影 ，但 因
它 自 身 特 质 很 快 就 吸 引 了 后

来 文 人 画 家 的 关 注 ，并 因 它
的 气 质 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价 值
高度契合，以致现当代以来，
它 成 为 画 家 笔 下 常 见 之 物 。
向 日 葵 是 一 种 追 随 太 阳 运 动
的 植 物 ，因 此 被 视 为 阳 光 的
象 征 ，寓 意 积 极 向 上 的 生 活
态 度 。 在 成 长 过 程 中 ，它 始
终 向 着 光 明 的 方 向 生 长 ，花
朵 也 有 着 鲜 艳 的 颜 色 ，给 人
希 望 和 勇 气 。 向 日 葵 的 茎 和
叶 非 常 坚 韧 ，能 够 顶 住 外 部
的 风 雨 侵 袭 ，不 屈 不 挠 地 生
长 。 这 种 顽 强 的 生 命 力 象 征
着 人 们 在 面 对 困 难 和 挑 战
时 ，坚 持 不 懈 的 精 神 。 正 因
为 有 这 些 特 质 ，所 以 其 在 中
国 画 中 常 被 用 来 寓 意 事 业 或
生 活 蒸 蒸 日 上 ，也 寓 意 勇 敢
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说 到 这 里 ，恐 怕 就 不 难
理 解 刘 岚 为 何 会 选 择 向 日 葵
作 为 一 段 时 间 内 的 创 作 对
象，永向光明，将黑暗甩在身
后，既是向日葵的最大特点，
也 是 刘岚最欣赏的生活态度
和为人信条，这种契合应该是
他 创 作 的 最 大 动 力 。 真 正 了
解和熟悉刘岚的人都知道，他
身 上 拥 有 难 得 的 清 气 —— 阳
光 。 听 他 富 有 感 染 力 的 大
笑 ，看 他 在 画 案 前 尽 情 地 挥
洒 。 他 为 了 创 作 不 惧 奔 波 ，
十 年 磨 一 剑 。 为 了 艺 术 坚 守
几 十 年 的 执 着 与 豪 气 ，打 太
极 拳 时 的 刚 柔 并 济 ，练 武 场
上 舞 弄 棍 棒 的 干 净 利 落 ，这
一 切 不 都 像 一 个 常 存 少 年 之
心 的 人 吗 ？ 这 不 都 是 他 画 中
所展现的向日葵的品质吗？

至 于 具 体 的 创 作 过 程 和
创 作 体 验 ，刘 岚 说 ：“ 美 术 创
作 一 旦 进 入 深 度 思 考 的 状
态 ，就 会 进 行 大 量 的 阅 读 。
会 根 据 向 日 葵 的 物 况 信 息 ，
古 人 今 人 对 其 的 赞 美 和 思
索 ，圈 定 主 题 倾 向 。 古 今 中
外 画 家 同 类 的 作 品 都 有 哪
些 ？ 要 借 鉴 什 么 ？ 而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回 避 什 么 ？ 这 样 多 层
考 虑 之 后 才 能 从 主 观 上 主 动
清 空 ，把 习 惯 性 的 带 入 式 表
达 尽 量 关 闭 。 在 生 活 中 观
察、写生，感受自然生态中的
向 日 葵 ，一 次 次 驱 车 在 周 边
村 镇 的 田 野 里 探 寻 ，在 不 同
的时间点去感受、记录，再回
到 画 室 里 实 践 。 形 象 和 表
达 ，色 彩 与 情 境 ，形 式 与 意
象 ，慢 慢 清 晰 起 来 …… 我 把
笔 筒 里 最 大 的 毛 笔 捆 绑 在 长
长的竹竿上，延长笔杆后，毛

笔 却 变 得 沉 重 起 来 ，虽 然 不
易 操 作 ，却 也 增 加 了 拙 实 的
意 趣 。 就 这 样 画 画 停 停 ，先
后 尝 试 了 一 张 丈 二 宣 ，两 张
丈 八 宣 ，当 第 二 张 丈 八 宣 完
成 以 后 ，我 知 道 自 己 的 目 标
已经基本达成，深深呼吸，长
久 凝 视 …… 真 正 的 创 作 ，会
使 作 者 陷 入 一 种 失 重 状 态 ，
没有参考，没有倚仗，只有随
时 出 现 的 画 面 矛 盾 ，你 必 须
决然下笔，努力前行，时时困
扰 在 解 决 矛 盾 的 选 择 和 尝 试
中，结果只有两个：成功或失
败 。 而 调 和 这 两 者 的 过 程 ，
就是创作的实质。”

刘 岚 当 然 不 只 画 向 日
葵 ，实 际 上 他 的 花 鸟 画 涵 盖
题 材 非 常 宽 广 。 松 竹 梅 兰 自
不 必 说 ，牡 丹 、月 季 、荷 花 、
玉 兰 更 是 笔 下 常 见 ，至 于 苍
鹰的威武、仙鹤的灵动、麻雀
的调皮、公鸡的骄傲，在刘岚
笔 下 都 能 让 人 过 目 不 忘 ，而
刘 岚 的 书 法 和 治 印 也 名 扬 一
方 。 有 人 说 ，这 是 家 学 渊 源
的 缘 故 ，刘 岚 祖 辈 父 辈 都 是
当地的丹青高手、乡间贤达，
刘 岚 从 小 在 画 案 旁 看 惯 了 他
们 画 画 儿 写 字 的 场 景 ，心 中
的 赞 叹 慢 慢 变 成 了 羡 慕 和 向
往 。 从 心 旌 摇 曳 到 心 摹 手 追
是 兴 趣 变 成 实 践 的 过 程 ，刘
岚 也 不 例 外 。 他 上 西 安 美
院 ，毕 业 后 到 终 南 山 下 一 所
职 业 中 学 任 教 ，直 到 如 今 成
为 长 安 教 育 书 画 协 会 主 席 和
省 级 艺 术 示 范 中 学 教 师 ，他
不 忘 初 心 也 不 负 初 心 ，在 工
作 之 余 ，进 修 、画 画 、练 武 、
习 文 ，他 把 这 一 切 作 为 用 几
个 字 概 括 ：以 画 修 真 ，简 称

“ 画 修 ”，并 以 之 为 自 己 的 名
号 。“ 做 国 画 家 不 能 做 画 匠 ，
要 注 重 修 炼 使 自 己 拥 有 一 种
好 的 心 境 ，具 备 高 尚 情 怀 。
通 过 美 好 的 画 作 影 响 他 人 ，
让整个世界变得美好起来。”
这 是 他 的 艺 术 价 值 观 ，也 是
他 在 学 校 教 育 工 作 中 的 育 人
观 。 所 以 他 的 导 师 ，中 国 画
院 邓 林 赞 扬 他“ 中 国 画 的 感
觉很足很正”。另一位导师，
著 名 画 家 张 立 辰 赞 扬 他 的 画

“ 笔 法 中 出 笔 意 ，气 大 ”。 著
名 画 家 詹 庚 西 的 说 法 更 能 雅
俗共赏：“刘岚的画对自然充
满了浪漫的想象力。”浪漫的
想 象 力 是 一 切 艺 术 创 作 最 难
得 的 要 素 。 未 来 的 日 子 里 ，
希 望 刘 岚 永 葆 这 种 浪 漫 的 想
象力，勇攀艺术高峰。

清 华 大 学 档 案 馆 珍 藏 着 一
份 汪 家 鼎 的 科 研 手 稿 ，这 份 名
为《化 工 分 离 过 程 进 展》的 手 稿
笔 力 雄 健 、端 庄 俊 秀 。 它 不 仅
是 汪 家 鼎 科 研 历 程 的 真 实 记
录 ，也 生 动 再 现 了 他 严 谨 勤 奋 、
勇 攀 科 学 高 峰 的 治 学 态 度 和 坚
守 育 人 初 心 、坚 定 服 务 国 家 的
高尚情怀。

爱国奉献 攻坚克难

汪 家 鼎 1919 年 10 月 18 日 生
于 重 庆 。 1937 年 ，他 考 入 重 庆
大 学 化 工 系 ，次 年 转 入 西 南 联
大 化 工 系 ，毕 业 后 留 校 任 教 。
1944 年 ，汪 家 鼎 赴 美 国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学 习 ，1945 年 获 化 学 工
程硕士学位，并于 1946 年回国。

1956 年 ，为 配 合 国 家“ 两
弹 ”计 划 ，清 华 大 学 承 担 起 核 能
的 教 学 与 科 研 任 务 ，邀 请 汪 家
鼎 来 清 华 主 持 核 化 工 方 面 的 工
作 。 汪 家 鼎 到 任 后 ，即 着 手 筹
备 清 华 大 学 核 化 工 专 业 ，并 于
1958 年 建 立 工 程 化 学 系 。 与 此
同 时 ，他 将 科 研 工 作 与 当 时 国
家 的 需 要 紧 密 结 合 ，以 任 务 推
动 科 研 ，带 领 师 生 开 展 核 燃 料
后处理研究。

核 燃 料 后 处 理 作 为 提 取 核
裂 变 材 料 钚 的 关 键 技 术 ，至 今
仍 是 国 际 上 高 度 敏 感 的 高 科 技
技 术 。 当 时 ，我 国 的 核 燃 料 后
处 理 采 用 的 是 苏 联 推 荐 的“ 沉
淀 法 ”，这 项 分 离 技 术 需 要 投 入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和 财 力 ，但 效 果
却 不 尽 如 人 意 。 汪 家 鼎 看 到 了

“ 沉 淀 法 ”的 落 后 ，于 1958 年 开
始 进 行“ 萃 取 法 核 燃 料 后 处 理
工 艺 与 设 备 ”项 目 ，带 领 师 生 系
统 研 究 了 萃 取 分 离 铀 - 钚 - 裂

变 元 素 、纯 化 钚 工 艺 全 流 程 的
各 个 步 骤 和 环 节 ，研 制 出 了 适
用 于 强 辐 照 和 遥 控 的 主 体 设 备

“ 抽 压 脉 冲 液 流 搅 拌 混 合 澄 清
槽”，提出了放大设计方法。

1960 年 ，国 际 环 境 变 化 ，苏
联 陆 续 撤 走 了 相 关 专 家 ，并 拒
绝 提 供 图 纸 ，国 家 的“ 两 弹 ”计
划 面 临 前 所 未 有 的 困 难 。 汪 家
鼎 核 燃 料 后 处 理 研 究 成 果 ，为
国 家 作 出 放 弃“ 沉 淀 法 ”、采 用

“ 萃 取 法 ”的 重 大 决 策 提 供 了 重
要技术基础。

1964 年 ，国家决定在清华大
学 核 能 研 究 所 建 立 实 验 基 地 ，
拨 放 专 款 用 于 建 造 热 化 学 实 验
室 和 扩 大 冷 实 验 车 间 ，并 将 利
用 溶 剂 萃 取 法 进 行 核 燃 料 后 处

理 的 研 究 任 务 定 名 为“712 任
务 ”。 接 到 这 项 任 务 后 ，汪 家 鼎
领 导 并 参 加 了“ 热 ”室 建 设 ，带
领 师 生 攻 坚 克 难 ，于 1966 年 成
功 完 成 了 热 实 验 全 流 程 的 验
证 ，提 取 到 了 一 定 数 量 的 钚 ，圆
满 完 成 了“712 任 务 ”。 这 项 研
究 成 果 解 决 了 我 国 核 工 业 发 展
中 的 一 大 难 题 ，为 我 国 第 一 座
核 燃 料 后 处 理 工 厂 建 设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设 计 基 础 和 运 行 依 据 ，
使 我 国 核 燃 料 后 处 理 工 艺 达 到
当 时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 1980 年 ，
汪 家 鼎 当 选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学 部
委员（院士）。

言传身教 倾心育人

汪 家 鼎 不 仅 是 我 国 核 化 工

技 术 的 奠 基 人 ，同 时 也 是 化 学
工 程 专 业 教 育 的 发 起 人 ，为 国
家 培 养 了 大 批 杰 出 的 化 工 人
才 。 从 教 60 余 年 ，他 始 终 坚 持
言 传 身 教 ，坚 守 育 人 初 心 ，不 遗
余 力 地 教 育 和 培 养 青 年 一 代 化
工人。

他 是 青 年 学 者 开 展 科 研 工
作 的 引 路 人 。 汪 家 鼎 十 分 关
注 化 工 领 域 的 研 究 动 向 ，把
握 学 术 前 沿 ，引 领 青 年 学 者
的 研 究 方 向 。 他 会 针 对 不 同
学 者 的 特 点 ，给 他 们 分 配 不
同 的 科 研 任 务 ，让 他 们 的 科
研 能 力 在 锻 炼 中 得 到 成 长 。
此 外 ，他 还 会 尽 可 能 多 地 为
青 年 学 者 创 造 学 术 交 流 的 机
会 ，从 而 不 断 提 高 他 们 的 科

研 水 平 。
他 是 同 事 心 中 同 甘 共 苦 的

战 友 ，是 学 生 眼 中 亦 师 亦 友 的
长 者 。 1964 年 至 1966 年 ，攻 克

“ 712 任 务 ”的 科 研 环 境 异 常 艰
苦 ，缺 少 基 本 的 生 活 条 件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汪 家 鼎 始 终 坚 持
与 师 生 同 吃 同 住 ，挤 在 20 多 人
的 房 间 里 睡 上 下 铺 。 由 于 清
华 大 学 核 能 实 验 基 地 远 在 昌
平 ，距 离 学 校 本 部 30 余 公 里 ，
需 要 先 从 学 校 步 行 到 清 华 园
火 车 站 ，坐 火 车 到 昌 平 南 口 ，
再 步 行 几 公 里 才 能 抵 达 ，汪 家
鼎 周 末 经 常 与 师 生 一 起 这 样
往 返 。

他 是 真 正 的 学 者 ，为 人 师
表 的 典 范 。 与 汪 家 鼎 在 清 华 大

学 化 工 系 一 起 工 作 过 的 同 事 袁
乃 驹 回 忆 道 ：“ 2000 年 后 ，汪 先
生 负 责《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第
二 版 化 工 卷 的 改 编 工 作 。 他
推 荐 我 负 责 具 体 的 编 审 ，我 经
常 到 他 家 向 他 汇 报 ，与 他 讨
论 。 他 前 后 审 查 、修 改 了 我 提
供 的 三 份 初 稿 ，最 后 还 亲 自 动
手 写 了 最 主 要 、最 长 的 化 工 条
目 。 针 对《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第 二 版 的 改 编 工 作 ，汪 先 生 先
后 编 审 了 300 多 个 条 目 ，合 计
约 20 万 字 。”一 直 到 2009 年 逝
世 ，汪 家 鼎 对 待 工 作 、学 问 始
终 保 持 着 认 真 负 责 、一 丝 不 苟
的 态 度 ，他 的 这 些 优 秀 品 质 ，
将 会 被 一 代 代 青 年 学 子 铭 记
和 继 承 。

“ 仰止青山高，清风与终始”
的 意 思 是 ，像 青 山 一 样 高 耸 、伟
岸 ，令 人 向 往 ；伴 随 一 生 、像 清
风 一 样 的 品 格 ，令 人 崇 敬 。 在
清 华 大 学 纪 念 汪 家 鼎 先 生 诞 辰
一 百 周 年 座 谈 会 上 ，时 任 清 华
大 学 校 长 邱 勇 曾 引 用 这 两 句
诗 ，表 达 对 汪 先 生 的 深 切 怀 念
和 崇 高 敬 意 ！

（据《科技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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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艺文 观察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工程学家汪家鼎

□□雷雷 电电

汪家鼎（1919—2009），中国著名化学工程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核化工技术奠基人之一，
化学工程专业教育的发起人之一。

汪 家 鼎 早 年 研 究 流 态 化 技 术 ，20 世 纪 50 年 代 以 后 主 要 从 事 核 化 学 化 工 与 工 艺 的 研 究
与开发。在液-液萃取设备的设计放大方面进行过系统研究，将时间域最小二乘拟合法用
于 萃 取 柱 中 轴 向 混 合 系 数 的 计 算 、由 稳 态 浓 度 剖 面 和 动 态 响 应 计 算 萃 取 柱 中 轴 向 混 合 系
数 和“ 真 实 ”传 质 单 元 高 度 的 方 法 等 。 先 后 取 得 多 项 重 大 科 学 研 究 和 应 用 成 果 ，为 我 国 原
子能事业和化学工程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汪家鼎汪家鼎（（左二左二））指导研究生论文工作指导研究生论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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