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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钱塘江工程科技群体学术成长资
料采集”在各方关心和支持下得以立项“老科学
家学术成长”工程。因之前的采集工程仅有两个
项目涉及群体，且群体项目与个人采集项目在涉
及人、事、物等诸多方面各有不同。采集工程管理
方在审核此类项目时也持有非常审慎的态度。正
因此背景，在项目立项后，项目组深感责任重大，
不但希望能圆满出色完成采集项目，同时也希望
得到采集群体中诸多老专家的理解与支持，更期
望能通过项目组的努力为钱塘江治江史的研究
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主要围绕集体采集项目的采集对象、采集
内容、资料收集整理、未来长编和报告撰写等内容
展开讨论，表述个人在工作中的些许思考与体会。
但因尚属阶段性思考与感受，且受限于个人水平，
定有不当之处，还请相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采集对象的确定

钱塘江防治工程历史悠久，古人修筑海塘防
御海潮，今人运用现代水利科技知识实现“江道
整治与海塘修筑”并举，既解决了江道摆动不定、
江宽水浅的问题，也修筑完成更为坚固的新式海
塘。同时，工程很好地保留了涌潮景观和明清鱼
鳞古海塘，产出巨大的溢出效益———围垦大片土
地，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稀缺的土地资源。而这一
工程的完成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在短期内实现的，
而是几代人通过不懈努力、逐步摸索历经近百年
才逐步完成。工程实施过程中，涉及众多的人、
事、物，如何确定访谈对象是项目组面临的首要
问题。

通过前期详细深入的了解，项目组将访谈对
象确定为四类：水利河口专家、技术组织及管理
者、一线工程技术专家、已过世的专家学者。如此
分类和确定采集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水利河口专家主要涉及从事钱塘江的
江道治理和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这部分专家是
采集的主体对象，主要涉及三代从事钱塘江治理
工程的总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分别是：第一代，戴
泽蘅、李光柄；第二代，韩曾萃；第三代，潘存鸿。
每一代治江专家都面临着不同的责任和任务，将
他们确定为采集对象有助于项目组全面掌握钱
塘江在不同时期所开展的治理规划。

其次，技术组织及管理者主要涉及钱塘江工
程上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水利建设工程的开展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主管领导的思想往往影响和
决定着工程的发展方向。故本项目组选择关键时
期的关键领导作为采集对象，以进一步深入挖掘
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
作用。最终，项目组选定两位极具代表性的浙江
省水利厅已退休的两任老厅长钟世杰和陈绍沂
作为采集对象。

第三，一线技术专家作为直接参与治江工程
实施的前线技术专家，更应成为我们采集的对
象。项目申报初期考虑访谈对象过多会造成项目
组压力过大，担心无法完成采集任务，故仅选择
几个代表性人物。项目经初期评估后，采集任务
和采集目标更加明确，项目组将扩大此部分采集
范围，增加对一线技术人员的口述访谈工作。

第四，已过世专家资料的采集。项目组之所以
会列出此项内容，是因为钱塘江治理工程历时长，
很多老专家已经离世，但他们为治江工程作出了贡
献。故项目组将他们列入，希望能对他们所做与治
江工程相关的成果加以收集整理。这项工作将有助
于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治江工程开展的真实历史
过程，尊重不同专家学者的贡献和付出。

二、采集内容的确定

群体采集项目不同于个体采集，项目中涉及
的人事物非常庞杂，如何取舍？如何定位群体项
目的采集内容？是项目组需要首先确立的目标。
我们有过迷茫，也有过困难和疑虑。经历了一段
时间的摸索，尤其是项目初期评审后，张藜教授
给了很多极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使得项目
组重新定位采集内容，确立采集目标。现将这一
过程进行简要回顾，谈些集体采集项目在采集内
容确定方面的点滴体会。

钱塘江工程采集项目早在 2013 年就已着手
开展部分访谈工作，初期是仿照采集工程的模板
展开个人访谈。2016 年正式成功申报“老科学家
学术成长采集工程”。因对集体采集项目不甚了
解，初期的采集工作仍沿用个体采集的办法展开
相关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使得我们的工作量
将相当于个体采集项目的数十倍。项目组深感压
力很大，时间、经费完全无法支撑项目的开展。

2016 年 10 月底，项目组参加初期项目验收考核，
将项目开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同时谈到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会议现场张藜教授即指出我们存
在的问题是工作方法和采集内容的不足，建议我
们调整采集方向，以“钱塘江工程”为核心展开采
集工程。

会后，项目组就此次验收会相关专家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展开讨论，重新定位和思考集体采集
项目的采集内容。石云里教授明确提出：改变已
有采集方式和采集内容，重新定位，弱化个人资
料采集，强化“工程”群体性资料的收集整理，进
一步扩大访谈对象的范围，全面系统展现钱塘江
治江过程。

就我个人从事采集工程以来的工作体会，认
为：采集工程中采集内容应包括三大部分，即访
谈对象、访谈内容和资料的收集。

就访谈对象而言，钱塘江采集项目在访谈的
对象确定方面，初期项目组认为已经非常充分，
人数已经很多。现今发现仍不够全面，存在不足，
需要进一步扩大范围。

就访谈内容而言，钱塘江项目组前期人物访
谈还是很成功的。一直以来，项目组虽面临压力，
但仍能踏实、严谨地开展访谈工作，每位老先生
的正式访谈次数都超过了 3 次，每次至少 2 个小
时，这里不包括正式访谈之外的拜访和聊天。在
正式访谈前，项目组根据掌握的老先生的资料起
草初期访谈提纲；初次访谈结束，整理访谈资料，
再根据访谈内容结合掌握的史料，发现新的问
题，拟定新的访谈提纲，再次进行沟通，开展第二
次访谈，反复进行。这样的方法费时、费力，投入
的时间和精力很大，但我们可以挖掘出深层次的
问题和素材。且我们的态度和方式决定了老先生
们对此事的认可度和重视程度。

三、资料的收集整理

采集工程开展初期，项目组按照个体采集的
方法展开工作，资料的收集整理也计划以每个人
为主体逐步展开，由此造成工作量大、项目组人
员不足的困难。就资料收集整理而言，钱塘江小
组走了弯路，但这个弯路是值得的。

钱塘江项目组第一代工程技术专家已是 95
岁以上的高龄，第二代专家也已 80 岁以上，主要

领导也已 80 岁以上，对他们的资料采集已迫在
眉睫。但逐一开展资料的收集整理，无疑是巨大
的任务。目前，钱塘江项目组已完成戴泽蘅先生
的资料整理工作，整理完成各类证书 36 件，信件
213 封，手稿 51 份，著作 2 本，扫描照片 270 张。
老先生资料保留完整，除“文化大革命”时期主动
销毁的部分资料外，其他与工作相关的资料被完
整保留。对这部分资料收集整理，补充了钱塘江
史料的不足，完整呈现了不为众人所知的治江细
节，及治江过程中与中外专家学术交流的情况。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资料的宝贵性等现状，项
目组重新调整了资料收集整理的对象和内容。

首先，摸清专家存有资料的情况，确定可采
集对象。目前，项目组初定收集整理戴泽蘅先生、
韩曾萃先生的资料、陈绍沂老厅长的工作笔记。
因戴总、韩总年事已高，且一直从事技术工作，掌
握了大量与钱塘江治理工程密切相关的工作笔
记、照片、图纸及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这些资料
理应是采集的重点。陈绍沂老厅长有开会记笔记
的良好习惯，其任职期间形成了大量工作笔记，
这是了解管理层工作动态、上层决策不可多得的
第一手资料。

其次，调整采集重点，项目组将集中精力围
绕钱塘江治理工程展开相关资料的采集整理。基
于前一阶段工作经历及采集专家组初期评审意
见，项目组将调整采集重点和采集内容。根据各
位专家拥有资料的可用度，衡量和判断哪些纳入
资料整理范围。同时，与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和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保持密切联系，收集整理
两单位保存的相关史料。

第三，资料整理编目问题。项目组根据目前
收集资料的情况，资料整理编目严格按照项目管
理方的要求开展。同时，根据本项目的独特性加
以调整和说明。项目组已完成戴泽蘅先生除论文
以外的其他资料的整理，未来的资料整理将在此
基础上继续编目，暂时不将个体资料与“钱塘江”
整体资料相混淆。但是，论文及学术专著将以“钱
塘江”为主体展开编目整理，个人不单独建档。

四、长编及报告撰写的点滴思考

目前，项目组的工作尚未进展到长编及报告
撰写阶段。初期验收之时，根据已整理戴泽蘅先

生的资料情况，项目组作了很小一部分长编的撰
写。今后，则需根据采集重点和采集重心的改变
调整长编撰写的内容。与此相应，未来总报告的
撰写亦应与此相对应。长编是总报告撰写的基
础，但对于群体项目而言又有着其独特性。这里
涉及到是突出“工程”还是突出“工程中的人”，侧
重点不同，直接影响着总报告的整体布局。现将
不太成熟的思考加以阐述，也希望与学界的相关
专家学者展开沟通交流。

就长编的撰写而言，钱塘江采集工程作为群
体项目，为能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项目，小组
应以钱塘江为主线展开长编的撰写工作。为丰富
长编内容和佐证材料，除收集整理与此工程相关
的学术论文外，着力收集新闻报道资料，作为补
充材料，丰富采集内容。

现在谈报告撰写为时尚早，但作为采集工
作的重要内容，现今的很多工作是为未来的报
告撰写服务的，所以需要做一些思考和探讨。
从目前项目开展情况来看，一线工程技术专
家、较年轻的科技和管理者也将被纳入到访谈
对象之中，报告中是否每个人都要涉及，这显
然是不现实的。那是否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钱塘江治理工程为主线，探讨不同阶段
钱塘江治理工程的主体内容及主要专家学者的
贡献，选取主要代表突出重点，同时兼顾一线
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

五、结语

项目开展以来深刻体会到培训课程中各位
专家为什么多次强调采集的“态度”。这是一项
烦琐的工作，尤其是资料整理看似近乎机械的
简单劳动。若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端正的态
度，仅仅将其作为简单劳动来对待，我们将失
去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是对口
述访谈内容的辨误和纠错过程。每个专家都是
普通人，作为人就有其优缺点，也有其愿意或
不愿意表达的事情。但是，作为以史学研究为
出发点的采集工程，就需要采集项目组探究历
史真相，还原和呈现真实的历史面貌，刻画出
一个个真实、生动、有血有肉的人，吹捧和恭维
都不是史学研究者该做的。

（作者系中国水利博物馆馆员）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由中国
科协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等 11 个部
委共同组织，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为主
线，重点面向年龄 80 岁以上、在我国科技事
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科学家，系统采
集反映老科学家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关
系、学术交往、科研活动等的各类资料。

陆建勋院士是通信工程专家，是我国舰
船通信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陆
建勋院士于 2014 年被列为采集对象，中国舰
船研究院高度重视此项工程，给予了人力、物
力、财力的极大支持，成立了以总工程师陶春
波为组长的采集小组。院长吴传利、党组书记
刘艳江多次对采集工程作出指示，要求全面
细致地做好陆建勋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
作，为陆建勋院士、为中国舰船研究院、为国
家整理出一份宝贵的资料。

陆建勋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自 2014
年 5 月启动，2016 年 11 月完成结题，历时近
三年，终有成果。其间，采集工作颇多困难挫
折，全凭采集小组凝心聚力、通力协作得以一
一破解。现回顾总结本小组采集工作，为后续
采集工程的开展提供借鉴，略尽心意。

做好采集工作的几点基本要求

树立全局观念。采集工程是一项综合性
的系统工程，主要分为采集部分、加工整理部
分、写作部分。采集部分包括口述资料采集、
音视频资料采集、实物资料采集。加工整理部
分主要是数字化工作以及所得资料的整理编
目。写作部分包括资料长编、大事年表和研究
报告。

采集工程的系统性、复杂性要求采集人
员在开展采集工作的过程中必须树立起全局
观念，对采集工程的主要工作内容、时序节
点、指标要求等均要有全面的把握，并以此为
基础制定出合理的工作方案及计划，落实采
集队伍组建及人员分工，有序推进工作开展。
对采集工程的整体把握是做好采集工程的基
本要求，否则容易出现工作混乱，影响效率，
做“无用功”。

严把细节关口。为保证老科学家学术成
长资料采集工作的有序开展，采集工程领导
小组制定了采集工作规范、采集工作标准等
指导性制度，这是开展采集工作必须依照的
准则要求，开展采集工作之前必须将采集工
程的各项工作要求指标了然于心。

如要做到口述资料采集的音、视频指
标的达标，既要配备符合采集要求的录音、
录像和摄影设备，又要将相关设备设置到
符合要求的指标参数，也要按照采集要求
的格式标准进行存储。开展资料数字化工
作亦必须按照指标开展。资料的分类及编
目工作要按照采集工程要求的具体方法与
流程进行。资料长编、年表、研究报告的编
制也是各有规定。总而言之，全部采集工作
必须严格按照采集要求进行，这样才能提
高采集质量和工作效率，最终取得符合采
集工程要求的资料。如果采集过程中间，对
指标要求不够熟悉或者放松对指标的严格
把握，就会导致采集资料的偏差，甚至造成
不可挽回的遗憾。

建好采集队伍。采集工程领导小组制定
的采集工程采集人员的资质标准是组建采集
队伍的根本遵循。口述资料采集人员、实物资
料采集人员、音像资料采集人员、采集小组组
长的选用必须严格按照资质标准的要求进
行，组建出团结协作、各有所长、认真负责、吃
苦耐劳的采集工作队伍。

根据采集工作的需要，采集小组应联络
具备与老科学家相近专业背景，具有较好历
史学、图书情报学、档案学等专业素养，掌握
录音、录像、摄影等基本技能的采集人员组
成。兵不在多而在精，选拔符合采集工作要求
的人员组建高效团队，既符合各单位承担采
集工程的实际情况，也利于采集工作的有效
开展，能够为采集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
的人员保障。

做好采集工程的几点感受

我们在做一件老科学家认可的事情。采集
工程的开展受到陆建勋院士本人的高度重视和

积极配合，采集小组围绕陆建勋院士的成长经
历，全面收集整理了其各个人生阶段、工作岗
位、科研项目相关的丰富资料，梳理了陆建勋院
士的学术成长历程。通过采集工程的开展，搭建
起陆建勋院士与母校、原工作单位沟通交往的
渠道，寻找出遗留在历史中的珍贵资料，帮助老
科学家回顾了自身的学术成长脉络，采集工作
得到了陆建勋院士的高度肯定与认可，也积极
配合和支持采集工作的开展。

我们在做一件对单位有价值的事情。通
过采集工程，收集整理出大量的中国舰船研
究院历史资料和陆建勋院士的个人资料，实
现了全部资料的备份归档。特别是通过采集
小组的努力，从各兄弟单位收集了大量的中
国舰船研究院及重要工程项目的资料，有效
解决了中国舰船研究院早期历史资料、重要
工程项目资料缺乏的难题，极大丰富了研究
院的馆藏内容。以研究报告为重点的采集成
果，也为中国舰船研究院开展陆建勋院士学
术人生和科研精神的宣传教育，推进单位企
业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通过该
工程的开展，极大锻炼了员工项目管理、档
案编研、文字撰写、声像编辑的能力，对增强
部门之间沟通协调有重要价值。受采集工程
启发，中国舰船研究院开展了纪念抗战胜利
七十周年抗日老战士访谈活动，完成了我单
位八位抗日老战士的访谈，为院留存了宝贵
的历史资料。

我们在做一件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陆
建勋院士是我国舰船通信科学研究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舰船科研事业的
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学术成长历史本身就
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实施陆建勋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整理收集了陆建勋院士相关的珍贵历史资
料，梳理了其学术成长经历，由此可以挖掘
出陆建勋院士作为老科学家所秉持的求真
务实、无私奉献的精神，通过宣传教育有利
于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优良学术传统的传承，
也能够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而不断奋斗。

（作者系中国航船研究院经济师）

来路漫漫，回头看，亦欣喜
———陆建勋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心得

姻王健

“钱塘江工程科技群体采集项目”
工作之点滴体会

姻李海静

采集小组成员与陆建
勋及其女儿陆青合影。

采集小组采访陆建勋
早期同事王东山。

银采集小组在中国工程院采集资料。

银采集小组在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采集资料。

银陆建勋接受采集工程采访。

荨陆建勋参加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原育英
学校）校友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