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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工程？什么是采集工程？对我这
样才接触不久的人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
作。既没有参加过培训，又没有参加前期
工作，纯粹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但通过
后期的边学边做，接触此项工作后，我才
慢慢了解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
工程是什么。经查阅资料、通过向前期工
作人员请教，原来老科学家是共和国科技
发展历史的“活档案”。2009 年中国科协向
国务院报送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史资
料亟待抢救》受到高度重视，有关领导责
成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组织
实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采
集工程以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重点面向
年龄在 80 岁以上的两院院士，系统采集
反映老科学家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
关系，尤其是对老科学家日后科学成就产
生深刻影响的工作环境、学术交往中关键
节点和重要事件的口述历史资料，以及真
实反映老科学家学术思想、观点和理念产
生、形成、发展过程的实物资料和图像资
料等，集中整理存储，进行数字化加工和
宣传展示工作。采集内容包括：口述资料，

传记、证书、信件、手稿、著作等实物资料，
还有参加国务或政务活动、学术活动、外
事活动、社会活动、家庭生活中重要的照
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音像资
料。有鉴于此，我感到这是一项十分有意
义的工作。

作为一个新人，我有幸参加了曾苏民
院士采集工程的后期工作。虽说没有直接
参加到采集工作中，但在后期的资料整理
工作中，通过对曾院士学术著述及相关研
究资料、访谈资料、媒体报道资料、照片资
料，曾院士工作笔记、日记、通信等其他类
资料进行查看、整理，深受曾院士崇高形
象、高尚品质和精神力量的感染、教育。在
整理过程中，由于接触此项工作时间短，
我只有抱着边学边干的原则和本着对历
史负责、对老科学家负责的态度，努力地
按时间节点去完成。

虽说接触时间短，但通过对资料的整
理，我还是体会到了前期采集工作人员对
采集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了解了采集
工程工作的要求极为严苛———要准确、完
整、清晰地描述老科学家家庭背景、求学

历程、师承关系，以及对其后学术风格、科
学成就产生深刻影响的工作、学术交往中
关键人物、重大事件和重要节点，勾勒其
学术思想、观点和理念的产生、形成、发展
过程，并提炼总结其学术成长特点；在采
集过程中要找到每件事的证据并互相印
证，记录要做到“字字有出处”。由此可见，
采集工作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还需要在采集过程中具备极大的耐心与
细心。而采集组成员均属兼职承担此项工
作，在本职工作繁忙的前提下，只能利用
碎片化的工作时间以及业余时间开展，常
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手头工作一忙，等到时
间紧迫，再从头抓起，急急忙忙地赶工，不
仅费时费力，容易出错，而且常常会出现
重复劳动，效率极低。

从这个角度来说，采集工程，其实最
不需要唤起的就是感动。作为我这样一名
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又是才接手兼
任科协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深刻体会到
了采集工作的艰辛。我们对曾苏民院士人
事档案、学术著述及相关研究资料、访谈
资料、媒体报道资料、照片资料及其他类

资料深入研读、分析，进行了大量文字采
集工作。在占有大量详细第一手资料的基
础上，采集小组对研究报告进行了较长时
间的撰写，按照课题组长的要求，本着对
国家、对曾院士、对采集工程认真负责的
态度，凭着深受曾院士崇高形象、高尚品
质和精神力量的感染、教育而不断增强
努力做好工作的自觉性，全身心投入，辛
勤劳作。

在后期的资料采集中，也感到了采
集工作的一些不足：由于曾苏民院士所
做工作涉及国防科研之故，许多学术价
值无法见诸本报告。这算是他所从事的
工作性质给采集工作留下的一些遗憾。
另一方面，采集小组开展工作时，由于
曾苏民院士生病，无法直接进行口述访
谈，很多资料线索不好查找。同时，存在
企业档案管理严重缺失等问题，很多资
料完整性存在问题。在后期的采集中，
衷心感谢曾苏民院士的夫人再次捐献
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作者单位：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采集工程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曾苏民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采集心得

■陈邦忠

为了完成采集工作，我们曹建猷学术
成长资料采集小组，去北京、天津、西安采
访曹院士的子女、搜集资料，在西安—成
都的返程中，专门乘坐绿皮火车，在 20 年
前抛撒着曹院士骨灰的宝成铁路宝凤段

（宝鸡—凤州）电气化铁道线上，体验 60
年前倾注着他一腔心血的我国第一条电
气化铁道，缅怀这位我国电气化铁路奠基
人———曹建猷院士的大师风范。

曹院士去世已经 20 年，他生前所从
事的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的研究、建设
已过去 60 多年。为了增加采集、撰写资料
的感性认识，拉近与曹院士的时代距离，
组里特意安排了这次缅怀之旅，也可以说
是“朝圣之旅”。

曹院士生前特别赞赏不保留骨灰的
做法，1997 年去世后，子女尊崇他的意愿，
将骨灰撒在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宝凤线
上。从西安上车，经过 2 个多小时车程，我
们到达宝鸡站。这天的天气特别好，晴空
万里，艳阳高照，视线所及，清晰入眼。这
个站有 18 分钟的停留时间，我们下了车，
驻足，朝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向曹院士行
注目礼。

列车继续平稳前行，过了宝鸡站，车
窗外的风景大不相同。之前多为平地，这
时则山岭起伏，彩林遍布，枫叶红似火，松
林翠欲滴，红柿满枝头，沟壑挺且直，犹如
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油画。据说，秋天是宝
凤线上风景最美的时候。但是，我们宁愿
相信，那是曹院士的灵魂和群山融为了一
体，才有如此的美景。

随着列车前行，60 多年前的往事一
一浮现在我们面前。

1951 年，曹建猷在取得了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博士学位后，放弃了在纽
约大学的教职，携妻女远涉重洋回到祖国。
他没有选择在上海大城市的工作，来到比较
偏僻的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电
机工程系任教授，不久之后兼任系主任。

1952 年，军委铁道部决定发展我国的
电气化铁路，并在唐院设置电气运输专
业，培养技术人才。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氛
围下，原本在美国研究同步加速器的曹建
猷，开始从头学习俄文。但他不是盲目地
学习，而是一面学习，一面结合研究世界
各国电气化铁路的发展。在他回国以后，
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标杆，要把所在的唐
院电机工程学办成像麻省理工那样世界
一流的学科；要把中国的电气化铁路按照
世界的先进水平来建设。电气化铁路的首
要技术问题是采用何种电流制式，当时苏
联专家正在指导中国技术人员使用直流
电的制式，来设计宝凤段电气化铁路。他
经过研究比较后认为，新的工业频率单相
交流制比较经济，其他方面的优点也较
多。那时国内外对于电气化铁路使用直流
电还是交流电的制式问题，两种意见争论
不下。他的这种果敢胆魄、远见卓识，在当
时全国上下“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
的大环境下，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曹建猷有理有据的建议得到了军委
铁道部领导的支持，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他的观点也于 1956 年 11 月 25 日在《人
民日报》以《我国铁路电气化的途径》为题
发表。铁道部停止了原已开始的按照直流
电来设计宝凤段的工作，重新以曹建猷提
出的按照 25 千伏工频单相交流制进行设
计。宝凤段由于地势险要、隧道多，90 多
公里就有 48 个隧洞，而被选为我国第一
条电气化铁路改造线路。之前使用蒸汽机

车牵引时，由于烧煤而产生大量烟雾，司
机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乘客也非常难
受。尤其在上秦岭的转弯加 3%坡度的地
方，需要 3 台蒸汽机车牵引，浓烟使人睁
不开眼，在过隧道时有窒息的感觉。速度
最慢时仅 5km/h，人们可以像“铁道游击
队”那样在途中搭便车。而使用电力机车
牵引，在当时则可达 25km/h ，速度提高
了 4 倍。

1960 年 5 月，宝凤段电气化铁路建成
进行通电试验，曹建猷任试验组副组长兼
技术组组长。通电试车获得成功，次年正
式运营。

1995 年，曹院士曾撰写自述，简要记
录自己的学术历程，文章取名《为铁路电
气化开个好头》。万事开头难，何况是在
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能开个好头，里面有
多少艰辛不为人所知！的确，他 60 年前
建议使用的 25 千伏工频单相交流电制
式，在唐山铁道学院开设电气运输专业
培养的一大批技术人才，奠定了我国铁

路电气化的坚实基础。从宝凤段起步，今
天，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的高速铁路网，由
于当年采用了正确的制式，使我国后来
高铁的发展没有走弯路，没有交“学费”，
沿着正确的道路快速前进。他 61 年前所
言：“可以预期，经过三四十年之后，由原
子能电站和水电站所结成的电力系统将
遍及世界，铁路干线将普遍采用电力机
车”，已经成为现实。

列车行驶在山岭之间，蜿蜒曲折，却
一路向前，犹如曹建猷的人生道路。在 80
年的人生旅途中，他既有过战争年代的动
荡、生活窘迫，“文革”中遭遇横祸的磨难，
也有在开创新中国电气化铁路、培养电气
化铁路建设人才事业的不懈奋斗中，所取
得辉煌成就的愉悦。他始终豁达、乐观，对
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坚定的信心，
在 70 岁时毅然申请入党。

列车风驰电掣般行驶，窗外的景色一
一掠过，在那鳞次栉比的山峰，我们分明
看到了一个个跳动的字符———爱国……

报国……忠诚……
此行收获良多，与以往的单纯乘车不

同，我们自始至终心系这条铁路，16 个多小
时，人在车上，心在路上。结合已经了解掌
握的资料，用心去体验、体察、体味曹建猷
当年的工作环境、艰苦条件，感受创业的不
容易。一个留洋的博士、大教授，为了国家
的建设事业，来到这大山沟。这使得我们进
一步搜集、整理、撰写这部分的研究资料，
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更有了底气。虽然比起
现在众多的电气化铁路来，这条线已算不
得是最先进的，但它当年的示范作用将永
载史册。在这条起伏不平、山林密布、从零
开始的电气化铁路上，集中地体现了曹建
猷的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精神，向世界先进
科技看齐、结合中国现实实际的接地气的
科学精神，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爱国
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执着精神，这
些都是在今天新时代复兴民族大业的进程
中，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校史馆）

我是第一次主持采集工作，承担的是殷国
茂学术成长资料采集项目。同众多“采迷”一
样，伴随着探寻老科学家的学术人生，自己也
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心路历程。若归结为一句
话，那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两年多来，
在采集工作过程中，我们因此而感动深深，收
获多多，幸福满满。

一、感动深深

采集工作不仅仅是对科学家学术史料的
挖掘、整理和研究，更是对科学家人生和价值
的体验、凝练和升华。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采集
工作不仅要有广度、深度和精度，还要有态度、
温度和热度；它既是一丝不苟的考证活动，更
是感人至深的情绪体验。

一是感动于科学家独特的学术经历、思想
和人格。记得 2015 年 4 月 14 日四川省科协三
位领导与我们一起拜见殷国茂院士，初次见面
就为他谦逊、和蔼、平易近人的品质所感叹。随
着与院士交往、访谈的深入，我们一次又一次
为院士的故事而感怀。小时候，他和小伙伴在
麦田拾穗，没料到偶遇八路军伏击日本兵，子
弹在头顶呼啸，生活在敌后的他自小便燃起强
烈的爱国激情；早在 1953 年 9 月他撰写的

《140 机组调研报告》，让我们领略到刚毕业的
大学生所做的调研工作是那么地系统、深入和
细致！即使在最艰难的十年岁月，他仍然不忘
初心，他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依然静
心地搞研究；如今纵然已逾 85 岁高龄，业已办
理离休手续，他“仍要再工作两年，然后再安享
晚年！”如此爱国、豁达、乐观、敬业的科学家，
如何不令人崇敬！

二是感动于社会各界对采集工作的无私
帮助。在采集过程中，无论是在成都，还是北
京、鞍山、大连、龙口，所到之处无不得到相关
人士的热情接待和无私的帮助。譬如，东北大
学王国栋院士在紧张的会议间隙，专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年逾
80 岁高龄的大连理工大学卢杰持教授、姚楠珣教授，分别在自己家中接待
我们的采访；年逾古稀的北京钢研院前副院长刘怀文先生接到电话，欣然
应允采访；殷恒和先生往返驱车两百余公里，亲自到烟台莱山机场接送，
安排在殷院士家乡的考察，并接受采访等等。在此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
到社会各界人士对于老科学家人格的景仰和对科学精神的高度崇敬。

三是感动于采集管理方高度敬业的精神。在采集项目进行中，无论是
中国科协的专家学者，还是四川省科协的领导和专家，还是馆藏基地的老
师，都给予了项目细致的指导和热情的帮助。尤其是馆藏基地的陶萍老师
和李志东老师，与我们小组一起进行实物资料整理、编目和验收工作，在四
天半之内工作时间竟长达 58 小时！他们高度敬业、忘我投入和极端负责的
精神确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小组的每一位！因此，即使长时间疲劳作战，大
家也非常用心、舒心和开心！如果没有这些专家学者和领导的督促、指导与
和参与，难以想象项目能够如期完成。

二、收获多多

从显性层面，采集工作的成果不仅包括实物资料和数字化资料的挖掘、
整理与归档，还包括对资料的解读和研究、研究报告的构思与撰写等。但是，
真正的收获远不止于此。除了上述显性价值以外，采集工作还具有更多的隐
性价值与未来意义。甚至可以说，采集工作所完成的是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
责、对科技事业负责的一件大事。

一是为科学精神的弘扬与传承提供史料史实。采集工作的对象，绝大
多数均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奠基者和功臣。他们的巨大贡献和科学精神，
可谓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宝贵财
富。在采集过程中，老科学家报国为民的理想追求、不懈创新的科学精神、
淡泊名利的品德风范，无不深深感染每一位“采迷”。通过采集工作，研究
宣传老科学家的典型事迹和崇高精神，营造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氛
围，可以进一步激发新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和热情。

二是为“四个自信”的树立提供实践素材。采集工程所遴选的老科学
家无不亲身经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整个过程。他们
为中国之所以“富起来”和“强起来”作出了重要贡献。众所周知，“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科学家更是创新的火车头。以殷国茂院士为例，
他亲身经历我国钢管科技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整个历程，是我国钢管工
艺和设备由引进、改进到自主创新的领导者与实践者。换句话讲，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如何走出来的？科技创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何？老科学家
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为此提供了众多生动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案例，这
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的树立和
笃定，提供了现实素材和实践支持。

三是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传播提供鲜活案例。习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那么，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如何走科技自主创新之路，进而为走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显然，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之路，实际上从侧面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之路、以创新促发展之路。这些正是典型的中
国故事和中国智慧，对于后发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因
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采集工程可谓是功在中国，惠及世界。

三、幸福满满

“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真实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时，才能体会到。”相
信只要是真正的“采迷”，就一定能同穆尼尔·纳素夫之间产生共鸣。因为
在采集工作过程中，“采迷”无一不能从老科学家身上，深切体会到什么是
人生的价值和真谛，什么才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

一是对道德品质的熏陶。在采集过程中，“采迷”不仅可以同老科学家
近距离对话，还可以同老科学家身边的同学、同事、家人、朋友等广泛接
触，可以近距离目睹学术大师的风采，聆听学术大师的声音，走进学术大
师的工作和生活。对于“采迷”来说，这无疑是一段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
不仅可以拓宽眼界，进行跨界学习，还会增加人生阅历，陶冶道德情操；不
仅可以增强科研能力，还可以锻炼科学思维，养成科研习惯。

二是对人生价值的洞察。虽然采集活动首先偏重于实物、音视频等资
料挖掘和整理，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采迷”们就会逐渐体察到老科学家
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学术成长特征。譬如，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殷国
茂院士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从未改变；对科学真理的执
着追求，对科学研究的爱好，与日俱增；对钢管工艺与设备的关注，对行业
和区域经济的思考，持之以恒……对于爱国、敬业、创新、大爱、奉献、无私
等科学家精神的体察和理解，可谓“采迷”们最大的幸福。

三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每一个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经历和学术思
想都是独特的，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于科学真理的执着追
求。数十年如一日，持续在学术前沿探索、突破、创造。殷国茂院士自 1953
年大学毕业到鞍钢参加 140 机组建设，到今天一直都活跃在我国钢管学
术前沿，从轧管机组的引进，到改进，到自主创新；从第一根无缝钢管的
轧制，到发展为世界钢管生产大国，殷院士在钢管工艺与设备的学术前沿
耕耘了 65 年之久。纵然现已 85 岁高龄，却仍然奋斗不止，志在千里。这种
对科学真理的笃定、热爱和不懈追求的精神，是他留给新时代的一笔重要
财富。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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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彩林扑面来 化作铁路守护神
———曹建猷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重走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凤段

■韩琴英

①项目组成员在宝鸡站
（右二为组长谢瑜）。

②列车穿行在山岭间。
③布满电缆的电气化铁

路站场。
④宝凤段青石崖站，前面

的隧道撒有曹院士的骨灰。
⑤漫山遍野的彩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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