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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读书

研究成了他唯一的乐趣，他从不唱歌，

唯一会唱的就是清华大学的校歌：“西

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

央……”

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文革”

已接近尾声，此时他的身体逐渐衰弱，我

陪他去了一次杭州后就再也不出门了。此

后阿尔茨海默症日益严重，但每天仍然坚

持要去系图书馆“看书”，此时的他已经

看不懂书上内容。他在图书馆偶尔会一边

看书一边轻哼清华校歌“自强！自强！”

老先生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光学、光

谱学、气体放电、真空电子学、原子

能、等离子体以及物质结构等研究作出重

要成就的专家，于1989年在上海逝世，享

年82岁。

他逝世后，他的学生十分怀念他，告

诉我们许多他生前不为人知的轶闻往事。

前面谈到的一些事，有的是我亲身经历和

目睹，有的是同事和学生追忆所述。概括

来说，他的一生是治学严谨锐意进取、埋

头科研不断创新、历经风雨坎坷曲折、为

人低调实事求是的一生。岳父的这些优秀

品质一直影响着我们。我们深切地怀

念他。

缅怀一代名师陈仲颐先生

——纪念陈仲颐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李树勤（1970 届水利）

陈仲颐，1923年8月20日出生于福
州，祖籍台湾省台北市。1945年毕业于上
海圣约翰大学，1950年获美国佐治亚理工
学院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在燕京大学
任教，1952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2019
年10月7日逝世，享年96岁。
陈仲颐先生长期从事土力学及岩土工

程科研工作，曾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
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第二届和第三届理事
会副理事长。1952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
盟，1980年6月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先后任台盟中央常委、副主席、名誉副主
席和台盟北京市主委。1988—1998年任北
京市政协副主席。

2023年10月18日，陈仲颐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座谈会在土水学院举行。陈仲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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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吴肖茗教授和女儿陈乃望女士，来自台
盟北京市委，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土水
学院、统战部、团委、校友总会的四十余
位嘉宾参会。以下是水利系党委原书记李
树勤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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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清华，名师荟萃，陈仲颐先生当

属其中佼佼者之一。在他100周年诞辰之

际，理所当然地受到莘莘学子的缅怀，我

便是其中的一员。

古人云：得遇良师，三生有幸。在我

的人生中，遇到陈仲颐先生这样的良师，

深感荣幸。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水利系当时的

农水专业调到土力学教研组，同时在职读

岩土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粉碎“四人

帮”后出现的改革开放新形势，对全体教

师的教学科研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外

语水平的欠缺，成为绝大多数教师的“短

板”，于是，在全校教师中出现了“恶

补”英语的热潮。当时的土力学教研组，

除了黄文熙、陈梁生、陈仲颐三位先生

外，绝大多数教师英语都不过关。陈仲颐

先生主动承担了为教研组教师辅导英语的

任务。他用美国吴天行教授著的英文版

《土力学》作为教材，带领教研组教师边

读边讲。他深厚的英语功底和认真耐心的

教学态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20世纪

80年代初，土力学教研组从日本进口了一

台多功能三轴试验仪。日本厂家专门派了

一位叫金子的年轻工程师来华负责安装调

试和讲解操作注意事项。已近花甲之年的

陈仲颐先生又担负起日语翻译工作。他一

口流利的专业日语，令这位日本人感到吃

惊。他在1981年访问日本期间，既能用流

畅的英语作学术报告，又能用地道的日语

与日本同行聊天，令日本同行自愧弗如。

不久，在我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我的导

师黄文熙先生邀请陈仲颐先生作答辩委员

会主席，我感到荣幸之至。

土力学教研组在培养青年教师过教学

关工作中，要求非常严格。一般要通过几

道关口：先跟着讲大课教师随堂听课并批

改作业，再承担小班习题讨论课。这个阶

段一般要经过两到三遍；然后在试讲通

过后，只讲授大课的部分章节；在得到主

讲教师认可后，才能承担整个大课讲授任

务，并随时接受检查。令我感到幸运的

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

大师的言传身教。

从1983年开始，教研组安排我跟着正

在给土木系本科生主讲“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的陈仲颐先生随班听课并负责小班习

题讨论课。我和学生们一起领略了教学大

师的风采。每当身材挺拔、穿着得体、风

度翩翩的陈先生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教室

时，百人课堂马上静了下来，学生们带着

敬畏的目光向这位大师行注目礼。他走上

讲台，彬彬有礼地环视了同学们之后，操

着特有的、浑厚的男中音开始讲课。慢条

斯理，言简意赅，重点突出，概念清晰，

娓娓道来。既深入浅出，又不乏幽默。学

生们听得聚精会神，兴趣盎然。他的板书

很自然地把黑板分成三部分，书写流畅，

字体优美，十分养眼。学生中对陈先生的

课流传着各种说法。他们说，陈先生“是

大师，又是君子”；他的课“既赏心，又

悦目”“是一种享受”。不但从未有人逃

课，而且总是抢坐前排，争睹先生风采。

陈先生的授课风格在全校传为佳话。对我

承担的习题讨论课，陈先生严格要求、精

心指导。他精准地预见到学生听课中存在

的问题，告诉我如何通过习题和讨论，使

学生弄清概念、理清思路、掌握方法。陈

先生的耳提面命，首先使我本人得到训

练和提高，避免了“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1985年，学校为鼓励教师的教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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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全校设立了“教学工作优秀奖”。

陈先生获得了清华大学首届“教学工作优

秀一等奖”。随即，被授予“北京市优秀

教师”荣誉称号；1989年又被评为“全

国优秀教师”。在教材建设上，陈先生同

样作出了很大贡献。1990年，他与叶书麟

合著的《基础工程学》被评为全国优秀科

技图书。随后由他牵头翻译的由弗雷德隆

德与拉哈尔佐合著的《非饱和土力学》在

国内岩土工程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陈

先生等老一辈先生的带动和影响下，土力

学教研组形成了重视教学的好传统。继陈

先生获教学奖之后，王洪瑾教授任课程负

责人的“土力学”课程，1991年被授予清

华大学一类课，并于1994年、1997年两次

复审通过。根据李广信教授的统计，进入

21世纪近20年间，清华大学土力学教研组

（后称岩土工程研究所）累计获得学校级

至国家级的各类教学奖项多达50余项，几

乎每一位教职工都获过奖。至今，清华大学

岩土所的教学工作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作为岩土工程学界的名师，陈仲颐先

生在科学研究上同样卓有建树。他主持的

近海工程海上平台实验研究，曾在1986年

集体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研究

了区域性土工程问题、中国湿陷性黄土

的工程性质及其地基设计原理，并开展了

对中国古代基础工程的研究工作；他还主

持了中国、加拿大膨胀土工程性质合作研

究。结合上述研究工作培养了多名研究生。

陈仲颐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

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

发扬陈先生的精神品格，把岩土工程的教

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滕藤先生是一位宽厚、豁达、富有人

格魅力的老师，他对年轻一代成长的关心

和爱护，令我终生难忘。

1961年我刚入清华不久的国庆之夜，

滕藤先生：我心中的楷模
○曲德林（1967 届工化）

我和清华的同学们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远处

围起了大圈，占据了狂欢和观看礼花的最

好位置。时任工化系党总支书记的滕藤先

生和我聊天，问起我来清华的感受和对学

校的印象。我有些拘谨，正好这时天安门

广场上烟花在天空中绽放，发出五颜六色

灿烂的光芒，非常漂亮。他问我这五颜六

色的烟花是怎么形成的？我一下愣住了。

接下来他认真地给我讲：“烟花含有混杂

的盐类，爆炸后在高温下与氧气发生化学

反应，便会产生五颜六色的火花。”滕先

生的睿智和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使我这个

刚入学的新生对化学的兴趣油然而生。

我是改革开放后滕先生的第一批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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