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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蔚榛（1923 年 11 月 22 日 ~2012 年 7 月 14 日）

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今唐山市丰南区）宣庄镇张思庄村，1945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新中国首批赴苏联留学的研究生，1955
年 8 月获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水利经济研究所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武汉大
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杰出的教育家，国内外知名的农田水利学家
和渗流理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农田水利实验室，主导创
建了我国农田水利教学体系，在地下水及灌溉排水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
引领了 20 世纪 50～90 年代农田水利科学研究的新方向。

张蔚榛德才兼备，具备强大的人格魅力，以至于他所领导的地下水科研组成为一个紧密的组织，所有成
员都兢兢业业，各司其职，共同努力，铸造了我国农田水利学界、渗流理论学界的辉煌。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128

2014 年 5 月 29 日上午，笔者采访了张蔚
榛的学生兼同事雷声隆教授。雷教授对张蔚
榛的数学天赋赞不绝口，对张蔚榛利用数学
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的水平达不到他的要求，他的数学境
界太高。记得 1960 年，我在海南岛蹲点搞橡
胶灌溉的时候，他作为农田水利教研室的主
任，和农田水利系的党总支书记许志方一
起，到海南岛去过一次，目的是关心我们的
生活，同时，检查我们的工作情况。橡胶割胶
的时候，是在树干上斜线式地割开，每天割
开一小条，流出来的液体最终都汇聚到垂直
割开的小槽里，并全部汇流到挂在树干上的
小碗里。他看到这种割胶方法后，就向我提
出：“小雷，这一刀割下去，口子就打开了，里
面的胶液是怎样流出来的？你能不能用数学
式表达一下，并想象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
的结果呢？”我想了很久，没有弄出来，很难
弄的。这关乎生物学的问题，胶液是靠树压
把浆液压出来的，胶流出来的时候还有蒸
发，割胶的时候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开始
割，这个时候有浓浓的雾，浆液流出来的时
候就不会固结，也不会蒸发，外面有雾，里面
流出来的浆液，可以接到一杯，如果到了中
午，浆液就凝固了流不出来了。从里面的压
力，到外面的凝固能力，温度、湿度的影响等
因素，弄一个公式出来……要是现在弄，肯
定弄得出来，当时我没弄出来，那时候刚刚
大学本科毕业……他习惯把世界的某些事

情，构思成数学的某种模型，他经常思考这
类问题，如果他觉得可能会成功，马上就会
着手去搞。但真正从这个数学模型到应用的
生产实践，还需要做很多室内试验和室外的
一些调查研究。如果割胶的计算公式解决
了，会有很大的代表性。因为橡胶流胶液与
人体流血液是一样的道理，可以概括很多问
题。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看问题，往往能站在
一个很高的高度，他提的问题，一般人不会
理解，如果能够理解的话，会觉得恍然大悟。

张蔚榛遗嘱

张蔚榛为人低调，病重之时，为不给单
位、组织和个人添麻烦，2012 年 3 月 28 日，他
留下遗嘱：

自去年 7 月出院后，身体不断好转，我对
自己的健康能够逐渐恢复，充满信心。但考虑
到常言说“人活 70 古来稀”，我今年已经 89
岁，生命能再继续延长多久，难以预料，因此
在我身体尚好的情况下，留下对我走后办理
丧事的意见。

为了减少给亲朋好友和家属带来麻烦，
要求丧事从简，在家中和校内等均不设灵堂，
谢绝吊唁，不收礼，不送花圈，骨灰保存在市
内的公墓，或撒在我生前到过的任一江河湖
海，而不必埋葬在专门的墓地。

延伸阅读隗
雷声隆教授访谈录

张蔚榛：国内外渗流理论大家
姻王学

良好的教育背景

由于家境贫寒，张蔚榛父亲未能接受教育，
但他凭借自己的数学天赋和勤奋努力，掌握了

“一种独特的算数计算方法，学会了珠算，水准
测量，绘制房屋建筑、一些工厂和桥梁的图纸”，
收入颇丰。养家糊口之余，父亲便逐渐买了些
地，最多时达到 200 多亩，由张蔚榛的外祖父帮
助经营，父亲则仍然在外做工赚钱，家庭经济状
况得以根本扭转。父亲的经历表明，知识改变命
运，便让张蔚榛四兄弟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和高等教育，其中，张蔚榛是四兄弟中学位最高
的，而且是唯一留过学的。不过，父亲重男轻女，
张蔚榛的三个姐姐“都未能上学，只在家里自学
了一些文化”。

张蔚榛先后就读过地主家的私塾、稻地镇小
学、唐山市丰滦中学（今唐山市一中）、北京大学
和苏联科学院，先从乡村到小镇，到中等城市，再
到大都市，尽管在原来的学校学习成绩拔尖，但
到了新学校，和城里的同学比起来，成绩就差了
一大截儿，务必经过数年努力，学习成绩才能追
赶上城里的同学。他曾总结说，他一生都在努力
地追赶，最早的追赶就是从地主家私塾转入稻地
镇小学开始。在苏联留学时，张蔚榛师从苏联科
学院院士、土壤改良之父考斯加可夫学习土壤改
良（即农田水利），研究生不开设数学课程，尽管
他数学功底较好，可他所从事的渗流理论研究需
要保角变换、运算微积等数学基础，他“只有克服
困难自学”。经过努力追赶，张蔚榛的副博士论文

《灌区地下水动态》获得前苏联业界高度认可，尤
其是赢得了导师考斯加可夫院士和数学家柯钦
娜院士的高度评价，当时，苏联渗流理论方面的
研究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创办我国第一个农田水利实验室

1955 年 8 月，张蔚榛从苏联学成回国，9 月，
到刚成立一年多的武汉水利学院（现合并为武汉

大学工学部）任教。根据规划，武汉水利学院必须
创建一个农田水利实验室，张蔚榛报到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筹建农田水利实验室。

同月，武汉水利学院成立了卡尔波夫、张蔚
榛、沈荣开和吕庆浩四人小组，专门创建农田水
利实验室。当时，武汉水利学院只有苏联莫斯科
水利工程学院原系主任卡尔波夫和张蔚榛见过
农田水利实验室，并做过室内试验。然而，卡尔波
夫事务繁忙，加之中苏关系恶化，1956 年 7 月便
回到苏联，农田水利实验室基本上是在张蔚榛的
主持下创建起来的。他亲自设计并指导、监督了
实验设备器材的建造，其中，重要的稀有设备，张
蔚榛亲自到水利部讨要指标和经费。该实验室
1956 年底草创，1957 年正式开始进行教学实验，
1958 年完全成型，标志我国第一个农田水利室
内实验室正式诞生。

农田水利实验室建成后，迅速成为农田水利
学界、水文地质学界、石油学界的高等院校和科
研机构效仿的蓝本，纷纷来实验室参观学习，首
批来参观学习的是张蔚榛留学苏联的同学、北京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瞿兴业率领的团队。瞿兴
业以该实验室为蓝本，创办了自己的实验室。有
的单位参观学习之后，在张蔚榛提供设计图纸或
其他帮助的情况下，也创办了自己的实验室。另
外，张蔚榛还帮助越南河内水利学院设计了农田
水利实验装备图纸。

随着水利学科的发展，张蔚榛拓展了研究领
域。为适应新研究领域的需要，20 世纪 80 年代
初，张蔚榛设计并指导建造了土柱、二维 4m 水
盐运移实验槽等实验设备器材。该实验室从创办
之后，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处于全国同类
实验室的领先地位。

20 世纪 80 年代，张蔚榛率领同事，面向全国
范围内相关专业开办了室内实验技术培训班，培
养了一大批农田水利和水文地质实验技术人员。
正如叶自桐教授（张蔚榛生前的学生兼同事）所
说的那样：“当年，我们实验室的名气可真大……
在国内同学科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学校

的影响。”该实验室现已成为水资源与水电工程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部分，当年张蔚榛设计
的那些设备器材，有相当一部分，如：4m 沟管渗
流槽、8m 沟管渗流槽、土柱等，至今仍然在发挥
着教学和科研作用。

采取多项措施 教学科研相长

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张蔚榛担任农田水
利教研室主任期间（“文革”期间教研室撤销），教
学科研相长，为日后农田水利工程系和水利水电
学院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采取的措施如下：

首先，开设毕业设计课程。1956 年，当时国
内同行尚未听说过“毕业设计”这个词汇，张蔚榛
与 1955 年 12 月从苏联学成归国的师弟许志方
一道，从 1956 届挑选了 8 个本科毕业生，开设毕
业设计课程。毕业设计促使学生将专业知识串联
起来，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做工程设计以及撰写
学术论文，便于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魏
永曜有幸成为这 8 个学生中的一员。他说：“尽管
只有很少很少的 8 个学生，但这件事情的意义却
不能低估，在我们学校，在全国同行业中，都具有
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情，对提高教学质量很有帮助。”此后，毕业设计
成为农田水利工程系本科生的必修课。

第二，主持编写《农田水利学》教材。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尚无自己的《农田水利学》教材，使
用张蔚榛的副博士导师考斯加可夫的《土壤改良
原理》，实际案例都是前苏联的，不符合我国农田
水利实情。张蔚榛和许志方组织同事，编写了符
合我国国情的《农田水利学》教材，经全国同行专
家共同商讨、试用、修改，1961 年 7 月，由中国工
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奠定了《农田水
利学》的理论框架和范式，成为迄今为止历版《农
田水利学》教材的蓝本。

第三，将教研室分成四个科研小组，以科研
成果充实教学内容。20 世纪 70 年代，张蔚榛倡
议，与其他领导共同研究决定，将教研室分成地
下水、喷灌、优化设计、水利计算四个科研小组，
全面整合了师资力量，明确了各小组的研究方
向，每位教师都必须在每月召开的科研报告会上
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各个科研小组和所有科研
人员，都努力做大做强自己的研究，形成了各科
研小组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良性竞争态势，同
时，也促进和加强了各科研小组之间的相互协
作，以及各学科之间的渗透与融合。“每个教师除
完成教学任务外，都有自己的科研任务，都要对
某一方面进行更深入研究，以使成果迅速反应到
教材中，使教学内容不断丰富和更新，教育质量
不断提高。（摘自张瑜芳：《张蔚榛》）”魏永曜回忆
说：“任何一个科研组的任何一个老师，只要出
去，都能被人家认可。”多年来本科生只有《农田
水利学》一门课程的局面由此结束，截至 1999
年，农田水利工程系已能开出 20 多门专业课程，

“对推动我国农田水利学科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
重大作用。（摘自张瑜芳：《张蔚榛》）”截至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在张蔚榛的主导下，农田水利工程
系建立了“包括地下水动力学、土壤水动力学、溶
质运移理论等完整的研究生课程体系（摘自刘
国纬：《纪念张蔚榛院士》）”。

第四，亲自培训教师。“文革”前，渗流理论在
当时国际国内属于前沿学科，为了提高农田水利
教研室师资水平，张蔚榛曾专门为同事开设渗流

理论和数学课程。
经过张蔚榛和全体教师的努力，1956 年，武

汉水利学院成为全国同行业兄弟院校中首批招
收研究生的高校，张蔚榛成为全国农田水利专业
的第一个研究生导师；1960 年，武汉水利电力学
院农田水利教研室被评为全国文教群英会的先
进集体，张蔚榛作为代表“出席了这一盛会”（摘
自张瑜芳：《张蔚榛》）；1981 年，武汉水利电力学
院农田水利系成为我国第一个农田水利专业博
士点，张蔚榛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招收并
培养了我国农田水利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

开创农田水利量化研究先河

张蔚榛一生都在从事渗流理论研究，其研究
方法是，首先设定边界条件，然后列出方程，最后
求解，即推导出物理意义明确、计算方法简便的
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公式，同时，为了便于生产
单位使用，往往将其计算的理论结果制成图表。
然而，人为设定的边界条件，往往与大自然的复
杂情况不尽一致，参数的测定至关重要，一旦参
数差之毫厘，所推导出的理论计算公式便谬之千
里。为此，有些同事还开玩笑说，按照张蔚榛的理
论计算公式，“从北京到武汉，只用开一条排水沟
就行了”（雷声隆访谈整理）。

“文革”之前，地下水动力学派从事的渗流理
论研究，在国内外都属于前沿学科，高深晦涩，不
被业界理解，尤其不被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学派所
认可，张蔚榛被批理论脱离实际，被迫站在实验
室 16m 风洞沟管渗流槽旁做检讨。由此可见，当
年，张蔚榛的这种量化研究方法推行，除了需要
克服大自然条件异常复杂的困难外，还要克服人
为的阻力，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艰难。

为了克服渗流理论研究的缺陷，张蔚榛十分
注重室内实验的验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即始
终坚持其理论研究成果必须经过野外观测试验
的检验，这也是他重视农田水利实验室建设和长
期蹲点野外做观测实验的原因所在。沈荣开教授
说：“他提出一个理论，我就做室内实验帮他搞验
证。”“我们的室内实验只是张先生做理论研究的
一小部分，更多地是在野外做试验观测。”（沈荣
开访谈整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坚持室内实验和野外观
测试验做理论验证之外，张蔚榛考虑的边界条件
和影响地下水非稳定流的因素越来越接近大自
然，从地下水动态理论到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和
地下水资源评价，再到饱和—非饱和土壤水运动
规律，再到溶质运移规律的研究，即从单纯研究
饱和水运动规律到研究饱和—非饱和土壤水运
动规律，从单纯研究地下水非稳定流运动规律到
研究水盐等运移规律，从不考虑蒸发条件到考虑
蒸发条件，最后到 SPAC（Soil-Plant-Atmosphere
Continuum）系统的研究，他考虑的问题越来越复
杂，研究思路越来越开阔，研究趋势越来越符合
科学发展规律，研究的成果越来越科学。张蔚榛
的这种通过宏观描述进行定量研究的方法，将中
国数千年来传统的经验性农田水利学变成了真
正的量化学科，最终的发展趋势就是土壤水分预
报，使农业灌溉和排水从数量到质量上达到可
控，就像当今的美国，在田间埋设传感器、呼氧器
等，通过这些感应器材，便可知道田间水分干湿
状况，喷灌器便自动启闭，或进行田间喷灌，或适
时关闭。总之，张蔚榛开创了我国农田水利量化

研究的先河，“开创我国农田水利科学发展研究
的新时代”，这是他“在学术上最主要的贡献”。

（叶自桐整理的同事和学生语录）
张蔚榛的渗流理论研究成果，被广泛地应用

于防治华北平原盐碱地、地下水资源的开采利用
（包括地下微咸水的开发利用）、黄淮海平原的中
低产田改造、黄淮海平原的水盐监测和预报、长
江中下游平原涝渍区的中低产田改造、减少农业
化肥尤其是氮素造成的环境污染等生产实践中，
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增长乃至粮食安
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并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水
利部、国务院等机构颁发的多项奖励。1997 年 11
月，张蔚榛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成功的秘诀

张蔚榛秉承了父亲的数学天赋，擅长用数学
思维和数学方法解决问题，为他从事渗流理论研
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蔚榛还颇具语言天赋，
他有一套独特的语言学习方法，加上丰富的人生
经历，精通英语、俄语，粗通日语，这成为他捕捉
国际渗流理论研究信息、稳站国际渗流理论学术
研究前沿、引领国内渗流理论研究新方向、被世
界银行聘请为中国区专家等，提供了优越条件。
天赋只有与勤奋结合，才能绽放出美丽人生。张
蔚榛极其勤奋，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已成为专
家时期，他始终勤奋努力，给家人、同学、同事、业
界朋友等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蔚榛性格温和，处变不惊。当他被打成反
动学术权威，被迫站在 16m 风洞沟管渗流槽旁
边做检讨时，突然通知他到北京的表彰大会上接
受表彰时，不见他喜形于色；他谦虚低调，从不张
扬，更不会以专家或院士的资格自居，始终如一
地平易近人。

他诲人不倦，有问必答，无论是学生还是同
事、同行，他都一视同仁，也从不将重要的学术
资料据为己有；他正直无私，从不送礼，也不收
礼，20 世纪 40 年代及此前出生的同事们，至今
仍保持张蔚榛的这一遗风；他生活十分俭朴，饮
食极其简单，衣着朴素，家里装潢和摆设普通，
可对有困难的同事和学生却万分慷慨，有求必
应，甚至主动伸出援手，周济确有困难的同事；
他治学严谨，坚守学术道德底线，从不随波逐
流，宁可得罪合作单位和合作伙伴，也不愿违背
事实，给出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或国
内先进的评语，或者干脆不出席或少出席学术
评价活动；他淡泊名利，从不占用学生的研究成
果，唯一一次和他的博士生左强合作公开发表
的英文论文，左强说，也只是采用了他的一点儿
实验资料而已。

张蔚榛所获得的奖项，多为同事或单位主动
帮助他申请的，2006 年 10 月，美国的排水协会
在全球调查在排水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专家
学者，以颁发排水杰出奖，负责人 Larry C.Brown
认为张蔚榛的条件足够获得该项奖励，然而，张
蔚榛在网上搜索了曾经获得过该项奖励的世界
级专家学者后，表示自己尚不够资格，拒绝申请，
以至于 Larry C.Brown 为此深表遗憾！总之，张蔚
榛德才兼备，具备强大的人格魅力，以至于他所
领导的地下水科研组成为一个紧密的组织，所有
成员都兢兢业业，各司其职，共同努力，铸造了我
国农田水利学界、渗流理论学界的辉煌。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①1982 年 5 月 22 日～6 月 20 日，张
蔚榛（左）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灌溉研究
院讲学后，应邀到家住爱丁堡的丰滦中学

（今唐山市一中）英语老师、牧师 M.W.
Earl（右）家拜访时，与老师的合影。

②1957 年 8 月，张蔚榛（中）与苏联专
家齐恰索夫（左三）在山东打渔张灌区调
查研究盐碱地的防治问题时的合影。

③ 1992 年，张蔚榛（前排中）在塔里
木河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评审会议上。

④1952 年暑假，张蔚榛（左）在前苏
联土库曼斯坦测量渠道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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