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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
资料采集工程（简称“采集工程”）》将已故刘更另
院士遴选其中。在中国科协采集工程专家委员会
和北京市科协领导、专家的精心指导下，刘更另
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成员，按照“寻找老科学
家足迹”的方法，从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11
月，经过两年多的资料系统采集，对其家庭背景、
求学经历、师承关系、学术交往、科研活动等有了
较为全面的了解，资料收集、整理、编撰取得显著
成效，并获得如下几点体会。

编写《提纲》

按照任务书要求，项目组负责人首先向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党委汇
报，得到所长王道龙、所党委书记陈金强的大力
支持。所党委决定：将该项工作列入本所党建与
科研文化建设的重点予以支持，以副所长徐明岗
为第一责任人，精心挑选小组成员共 10 人，组成
项目小组，由副研究员秦道珠为该项目负责人，
负责该项目具体实施。7 月底，项目组按照任务
书要求，制定出刘更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详
细《实施方案》。

项目组分工

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工作就
有了方向、计划、任务、目的。项目组 10 人，由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中国
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祁阳县史志办三个
单位组成，采集小组人员所学专业包括土壤肥料
与植物营养、农学、历史学等三个方面。共分为资
料采集组、资料编辑组、《研究报告》撰写组。

采集工作体会

访。刘更另 1929 年出生于湖南桃源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他是从湖南祁阳鸭屎泥田改良走出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长期扎
根农村基地，调查研究，在生产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一生传奇跌宕，成为家喻户晓、人人崇敬的
楷模。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 28 年的农村基地
工作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为了发扬和传承
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创业和扎根基层的精神，采
集小组全体成员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
对老科学家本人负责的态度，决定从刘更另走过
的“足迹”开始寻找、挖掘资料。

首先来到北京，采访与刘更另共同做研究工
作长达 40 余年的同事陈福兴、陈永安、张马祥、
江朝余研究员等。接着，赶赴湖南衡阳、永州两地
市，采访刘更另长期工作地点的地方离退休领
导，祁东原县委书记、衡阳地委副书记、零陵地委
书记唐盛世；祁阳原县委书记、零陵地区副专员、
永州市人大副主任郑纯发。采访中获得了大量有
关刘更另信息的“人”“事”踪迹，立即马不停步地
驱车赶往长沙、祁阳等地，采访上世纪 60 年代在
祁阳县官山坪村“中央省地县中低产田改良联合

工作组”副组长、湖南省农业厅 84 岁高龄土壤肥
料专家余太万，衡阳市农科所 83 岁刘运武研究
员和祁阳县农业局的老专家刘继善、易耀环、吴
巾栋等。在他们的回忆中，受益最大的是当地老
百姓，因此，采集小组立马回到祁阳县官山坪村，
采访原官山坪大队 83 岁老支部书记王凤元、84
岁原团支部书记邹石生等。

经过行程万余公里的“追踪”采访，发现刘更
另的“足迹”遍布了除台湾省外的全国东西南北
的大地。其目的就是调查全国不同的土壤类型

（东北黑土、西北黄土、新疆荒漠土、华北褐土、中
原潮土、四川紫色土、南方红壤、华南赤红壤、华
东高肥力水稻土）、山区（武陵山、五岭山、雪峰
山、罗霄山、乌蒙山、峨眉山、太行山、燕山、沂蒙
山、长白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资源利用
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全国各地的农民收入与生活
水平、贫困人口与生产水平、粮食产量与资源匮
乏关系等等，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组织科技攻
关，逐一解决问题。

问。刘更另院士 2010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逝
世，且为独子，这是资料采集工程面临的最大困
难。虽然通过“跟踪”采访，获得了刘更另科学研
究工作的大量信息资料，但对其家庭背景、留苏
经历、家庭生活等情况知之甚少。

办法总比困难多。项目组负责人带着采集小
组四人，四次奔赴北京与其家属多次交流，获得
刘更另的夫人陈文新先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更另的女儿刘科沙、儿子刘
尽晖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全力配合。采集小组采用

“一问一答”的方式，采访陈文新、刘科沙、刘尽晖
多次，对其武汉大学、留苏的求学背景和家庭生
活等获得许多新的信息资料。陈文新院士回忆
说：“刘更另读高中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
他武汉大学读大学二年级时也去世了，当时时局
很乱，他没有回家，我们农学院的全体同学为他
母亲举行追悼会，刘更另写的祭文还是我帮他抄
写的。他学习很刻苦，事业心很强。在武汉大学和
苏联留学期间，我们是同学，我很清楚。刘更另对
家里管得很少，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不到 10 天。
两个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刘科沙回忆说：“我和
弟弟的童年是在有父亲，但是感觉没有父亲的生
活中度过的，我们从小就很少见父亲回家。现在
才知道他为国家农业科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我们与刘更另院士夫人陈文新及子女有了
非常深入的情感交流，知道许多刘更另的家庭生
活、子女生活情况。其家属被我们的真诚所感动，
将刘更另院士生前留下的证书、照片、手稿资料
共 100 余件，全部捐献给采集小组。

查。刘更另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并没有显
赫的社会背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却能成长为我
国著名的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科学家。他的传奇
一生留下了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求学经历、师
承关系，以及刘更另与科研成就产生深刻影响的
工作环境、国内外学术交流中的关键、重大事件
和重要节点我们一无所知。为此，采集小组分四
次奔赴湖南桃源二中、武汉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人事局、中国工程院，采访刘更另的亲友，查阅
刘更另学籍、人事档案，共获得档案资料 54 件、6
万余字。

一是发现刘更另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和在
河南农业科学院工作期间被推荐为留苏预备生
时，撰写《自传》两篇，共两万余字。《自传》中详细
记述了其家庭背景，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
求学经历以及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河南开封农
业试验场的工作经历。他童年牙牙学语，天资聪
颖；少年奋发求学，勤学苦练；考入武汉大学，探
索知识强国之梦，参加社会进步组织，投身革命；
在全国解放的欢呼声中，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逐渐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大学毕业后
即从事专业工作，步入农业科研殿堂。

二是发现他在留苏期间的求学“足迹”遍布
除西伯利亚以外的苏联农村、农庄和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1959 年 4 月留苏获农学副博士学位

（后转为博士），毅然回国，立志科学报国，参加中
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土壤普查，1960 年随农业部
干部团下基层黑龙江蹲点，改革耕作制度等。

三是发现他 1963 年后，一头扎进湖南祁阳
官山坪农村基地，开始南方鸭屎泥低产田改良，
首次攻破施磷增产的难关，随后一发不可收拾，
一步一脚印，一步一重天，硕果累累；解决生产难
题，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让老百姓解决了吃饭
的大事。

四是发现他花甲之年，壮心不已，激情满怀，
投入山区资源综合研究、扶贫，参与桃源、衡阳、
永州等地的农业现代化建设。80 岁高龄，仍然为
国家宏观农业发展建言献策，出计出力。

阅。刘更另院士一生留下大量的文字手稿、
信件、笔记、论文原稿和著作，这是我们采访中
收获的最大精神财富。大量的原始文稿为我们
提供了他半个世纪科学研究中的科研项目时
段、研究方法、国内外学术交流，以及取得重大
成果的团队成员和时间、地点、方法。这些“文
库”中蕴藏着他一生的科学研究经历和系列科
学成果之精华。经一年多时间的资料分类、整
理，共获得刘更另手稿、信件、笔记、报道、论文
专著等原件 1126 件、非原件 152 件，总数共
1278 件。9 月 29 日至 10 月 13 日，分批次移交
给北京理工大学馆藏基地永久保存。资料真实、
系统、完整地再现了刘更另成长为我国著名土
壤与植物营养学家和土壤肥料长期定位监测奠
基人的学术成长历程，突出了本学科研究领域
中老科学家的杰出贡献。

编。常言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掌握了
刘更另研究员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信息，采集组开
始着手编制《刘更另资料长编》《刘更另年表》和
编写《研究报告》目录。经精选编制，共编写出《刘
更另资料长编》（1929—2016）9.6 万余字、457 条
和《刘更另年表》（1929—2010）1.3 万余字、317
条。在此基础上，以时间节点为序，以刘更另家庭
背景、求学经历、科学研究时段及重大科研成果
为依据，反复酝酿，编制出研究报告提纲《大地情
怀———刘更另传》。

撰。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撰写长篇研究报告

《大地情怀———刘更另传》。虽然掌握了大量的材
料，但是如何组装、采用何种文体结构撰写研究
报告，是面临的又一重大难题。经过反复阅读“采
集工程”原有范本，走访祁阳党史研究办等诸多
历史学家，于 2015 年 6 月开始动笔，撰写研究报
告《大地情怀———刘更另传》第一章《岁月艰难，
刻苦求学》。经反复修改，2015 年 8 月 9 日完成第
一章初稿《岁月艰难，刻苦求学》。整篇研究报告
按照“去粗存精，去伪求真”的原则，每一章初稿
完成后打印一份，交祁阳县史学专家黄承先先生
审稿，请他逐字逐句修改。截至 2016 年 1 月 11
日，完成最后一章：第十四章《情牵“三农”，建言
献策》。这期间共查阅与研究报告相关文献、历史
书籍、手稿、传纪、书信、档案、著作、论文等 126
册、300 余万文史资料。2016 年 8 月底完成研究
报告《大地情怀———刘更另传》第五稿，全书分为
14 章，56 节，共 43 万余字；选择配置图片（照）资
料 106 幅。

议。刘更另资料采集工作总算初有成效———
完成了《刘更另资料长编》《刘更另年表》和编写

《研究报告———刘更另传》初稿。2016 年 9 月 25
日，邀请国内外土壤学、农学、历史学专家和刘更
另家属共 20 余人，对《研究报告》《刘更另资料长
编》《刘更另年表》进行座谈、讨论修改。共收到修
改建议 18 条，改进错误 10 余处，补充、新增内容
3 处。

回顾刘更另资料采集小组两年多的工作历
程，总觉得有许多没有完成的工作，需要继续努
力完成。刘更另院士一生热爱科学、追求科学、探
索科学、发展科学，献身科学事业。他勤于思考，
勇于实践，善于在生产第一线发现生产问题，从
而研究解决生产问题。他用半个世纪的科学实践
和理论总结，为我国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科学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刘更另院士已去世多年，留下诸
多宝贵的科学研究遗产，至今仍无法全面知晓。
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希望挖掘刘更另院士学术
思想更多的精华，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的农业科
技创新之路，留下一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

寻找一名老科学家的足迹
———刘更另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体会

姻秦道珠 刘淑军 黄晶 高菊生 刘立生 张璐 申华平

2013 年，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把王方定院士学术成长资料的采集纳入到 2013
年开题的课题组。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参与这项
工作时，虽然我不知道要把这个“良心活儿”做得
更好，对得起老科学家的信任，到底应该怎么做，
付出多大的心力，但是于我来说，有机会能为老
科学家做点事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通过培训和
研读宣贯资料，我了解到这是一项资料浩繁且系
统性强的大工程。要完成这项工作，专业的知识、
认真的态度、十二分的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
等都不可或缺。

本项目采集工作小组由老科学家所在单位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科技信息部、档案馆、
新闻中心、放化所等部门的十余人组成。由我牵
头负责组织实施，全程参与资料采集、整理和研
究报告撰写。虽然工作中压力较大，但是我可以
对资料采集的进度、资料类型以及资料的数量和
质量都了然于胸，这样能够将采集的各类资料恰
当地纳入资料长编，从宏观上提炼出较高质量的
大事年表。在研究报告撰写过程中，我可以综合
考虑，尽可能利用好采集资料，使研究报告言之
有据、鲜活丰满。

资料采集：重中之重

资料采集是每个采集小组的核心工作。“资
料普查”是以老科学家为对象，围绕学术成长这
一主线，系统、全面地采集老科学家所经历的各
学校、各工作单位、所任职的各学会，以及家庭
中所保存的各种资料。采集三大类资料：口述资
料、音视频资料、实物资料。我通过院士本人提
供、网络搜索、图书馆资料查询、工作单位调研

等渠道，梳理王方定院士的学术成长经历，拟定
了资料采集提纲。采集小组携带介绍信，沿着老
科学家经历的足迹，辗转北京、上海、四川、重
庆、青海等地，走访了中核集团公司人事处、重
庆潼南中学、重庆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上
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市档案
馆、自贡市档案馆、青海 221 厂、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等单位，采集到了老科学家在求学和工
作过程中形成的学生花名册、转学、休学、毕业
成绩、毕业证书以及工作中的人事档案、科研档
案等各类珍贵资料。采集小组在重庆南开中学
采集资料时，发现 1949 年前的档案已归入重庆
市档案馆。因此南开中学派人携带介绍信，陪同
采集小组前往重庆市档案馆采集档案资料。最
终采集到王方定院士的转学文件、花名册、会考
及毕业成绩等档案资料 11 件。通过本次资料采
集，厘清了困扰王方定院士多年的初中学籍问
题。采集小组在自贡市档案馆，根据王院士在蜀
光中学就读的时间，小心翼翼地查阅虫蛀的档
案，结果查到了王院士的学生名单、休学名单和
高中学习成绩。看着采集的档案照片，采集小组
很欣慰。采集小组站在青海 221 厂七分厂的旧
址，一边与王院士打电话，一边按照王院士的口
述指导，找寻老科学家当年在此工作的场所。采
集小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使老科学家感受到
采集工作的进展。

实物捐赠：亦难亦易

因王方定院士从事工作的特殊性，许多资料
均涉密，只能建立涉密资料清单，无法进行实物
采集。老科学家家里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实物资

料，因此采集小组希望能得到王院士的支持。初
期，采集小组在与王院士沟通谈到资料捐赠事宜
时，老科学家比较谨慎，没有明确态度，实物资料
采集难度较大。鉴于此，采集小组调整工作思路，
根据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经历先开展各类资料
采集并电子化。采集小组将采集到的有关资料按
照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主线，彩打、制作一本
彩色画册。这本画册汇集了王院士从青少年到成
年，从上学到工作的各个时期的有代表性的各类
资料。通过这本画册可以直观王院士一生的经
历，感性地认知王院士的光辉足迹。此外，采集小
组还亲赴馆藏基地考察，拍摄了捐赠资料的保存
环境和展览展示的视频资料。采集小组将画册赠
送给老科学家，他非常惊讶。采集小组与王院士
共同翻阅画册，重温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老
科学家激动不已地说：“文革”时负责批斗我的人
被称为“王方定专家”，你们比“王方定专家”还专
家啊！听到王院士的这一席话，采集小组一年多
认真细致的工作得到了有力的肯定。老科学家还
观看了馆藏基地视频资料，对保存条件和展览价
值予以认可。通过采集小组的不懈努力，最后老
科学家捐赠了手稿、证书、信件、照片、档案类资
料 50 余件，其中老科学家捐赠了手稿 2957 页，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为我们子
孙后代留下了老科学家宝贵的精神财富。资料采
集的过程有苦也有甜，老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治
学态度对采集小组来说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也
升华了采集小组的精神境界。我为能够参加这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工程而感到自豪。

（作者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研究馆
员，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工作）

采集路上的苦与乐
———王方定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心得

姻时春丽

王方定，放射化学家。1928 年 12 月 21 日生于辽宁沈
阳，祖籍四川自贡。1953 年毕业于四川化工学院化学工
程系。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顾问。早期从事国产铀矿石的分
析及从铀矿石中提取铀的研究。作为组长，组织完成点火
中子源的研制工作，被多次用作核弹的核点火部件。完成
多次核武器试验中的放射化学诊断工作。

王方定

采集小组在重庆南开中学采集档案。

采集小组访谈胡仁宇院
士，了解王方定院士的事迹。

采集小组访谈傅依备院
士，了解王方定院士的事迹。

荨陈文新院士
（左二）与儿子刘尽
晖（右二）跟采访组
秦道珠（左一）、黄
晶（右一）合影。

银中国农科院祁阳站老专家陈永安研究员
（右）和江朝余研究员（左）在采访现场讲述刘更
另在农村基地调查研究情况留影。

茛刘更另资料采集汇报交流会合影。

银中国农科院祁阳站老专家张马祥（左）、土
肥所副所长黄鸿翔研究员在采访现场讲述刘更
另翻译李比希专著情况留影。

银刘更另女儿刘科沙夫妻在刘更另
铜像前合影。

王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