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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诗铸（1932—2023），清华大学机
械工程系教授，摩擦学专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
业。1981年后，先后担任摩擦学研究室主
任、摩擦学研究所副所长、摩擦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和名誉主任。

2002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
步奖，2009年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
最高成就奖，荣获2013年度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科技成就奖，荣获2015年度国际摩擦学
领域最高学术荣誉——国际摩擦学金奖。

11月3日，温诗铸院士在北京逝世，
享年91岁。

乱世中求学的青少年时代

温诗铸，江西丰城人，1932年11月生

于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姐妹8人，排行第

七。1936年秋冬之交，母亲带着他和妹妹

投奔在湖北宜昌打工的父亲。温诗铸的小

学是在跟随家人不断转移的过程中断断续

续读完的，他的启蒙教育是在宜昌同乡开

办的私塾开始的。

1939年，他随母亲在重庆市奉节县避

难，完成了正规的小学教育并考入奉节县

立中学。在奉节县立中学求学一年半期

间，温诗铸目睹过火灾、沉船惨状，寒暑

假独自往返于长江三峡，不止一次见到随

波漂浮的死尸。生逢乱世，亲身经历的悲

惨景象在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心里烙下了深

刻的印记，也促使他开始思考社会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节前温诗

温诗铸：开拓中国摩擦学，铸就“诗意”人生
○刘  超  冯立昇

铸离开奉节回到宜昌的父母身边。之后，

他考入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学校华英中学，

入读时为初二下学期。初三时，两位刚从

武汉大学毕业进入华英中学任教的青年教

师给温诗铸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学习

动力由最初的谋求生活、求知欲和光宗耀

祖的个人奋斗过渡到向往科学民主、追求

人生价值。1947年夏，温诗铸在华英中学

初中毕业。

高中去哪儿读？在同时考取重庆南开

中学和重庆公立市一中后，他选择学费低

的市一中。后因这所学校校风及学校周边

环境都很糟，温诗铸极度失望，决心转学

去南开。1948年春，温诗铸正式进入南开

读高中一年级下学期。南开教学要求高，

第一次月考，温诗铸擅长的作文也只得了

丙，数学、英语则不及格。他专注于学

业，刻苦努力，经过一学期，成绩逐渐步

入班级前列。

1950年夏，温诗铸高中毕业，他坚持

要上大学，并以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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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事情为目标，理想是进入清华大学机

械工程系学习。在他的坚持下，父母由希

望他工作转变为要他就近报考，他只好选

择报考重庆大学并被录取。内心的渴望让

温诗铸不能安心读书，1951年他退学前往

武汉重新高考，并如愿考入清华大学机械

工程系。

三个层次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他常去机械工

程学系图书室查阅资料，当时就关注到摩

擦磨损与润滑的相关研究文献。1955年

7月，温诗铸大学毕业，获得优秀毕业生

金质奖章，之后留校任教。

温诗铸的科研起步阶段承担了一些工

程设计的任务，如三家店水渠起吊闸门的

装置设计、人民大会堂舞台装置设计等。他

认为这些常规参数的工程设计对于锻炼能

力、练好基本功有益，是对已有知识的运用。

他对做科研有清晰的认识，即做研究

要不断提高层次。他的研究是从工程设计

开始的，然后上升到开展研制型的研究工

作，再发展为以研究型为主。他认为有价

值的研究是要开拓新领域，并将科学、技

术与工程结合起来，使所做的研究既回答

了科学问题，又解决了关键技术问题，还

可应用于工程实际中推动技术进步。

所以，想提高学术水平，就要承担一

些更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项目。起步阶段

之后，温诗铸及团队大力开展研制型的研

究项目，如粉末冶金的高速轴承、空气轴

承、高速离心机等，承担高难度、高科技

含量的研制任务。这让温诗铸意识到，需

要不断加强基础理论和知识的学习。他学

习了多门外语，英、俄、日、德4种语言

都达到了可以阅读专业文献的水平，他有

针对性地听了很多课程，包括场论、传热

学、流体力学、弹塑性力学、物理化学、

金属物理、电子技术、数学物理方程等，

他还写阅读笔记、收集资料并做了近千张

文献卡片，等等。

2009年，温诗铸在一次讲座中说：

“如果我满足于以前阶段，日子比较好

过，那个时候搞机械设计，我也不用看多

少书，拿过来我就能给你画图。满足研制

型研究的技术要求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上也

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人总不能自我满足，

所以我们就得提高层次，就得搞科学技术

含量高的创新研究，最后要逐渐争取把工

程、技术、科学这三者统一起来。从工程

实际背景出发，解决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问题，最终推动工程技术进步。”不满足

于研制型研究的温诗铸和他的团队渐渐进

入到以研究型为主的阶段。

1979年6月至1981年6月，温诗铸被公

派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润滑学研究室进

修，他不仅出色完成了导师布置的任务，

还安排了大量自修课程，回国时带回诸多

研究设想和“半成品”，并坚定地要在中

国创建和开拓摩擦学学科。

当温诗铸进入摩擦学领域时，外国学

者早已建立了流体润滑理论和边界润滑理

论。弹流润滑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

来的尚不成熟的润滑理论，于是他和团队

持续深耕弹流润滑这一方向。

为进行薄膜润滑研究，他于1991年11

月专程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调研3个月。

在此期间，他在预判薄膜润滑将是润滑理

论发展新方向时表示：“流体润滑理论是

1886年建立的，那时候我们没赶上；而后

边界润滑理论建立在1936年，我们也没赶

上；弹流润滑是60年代发展起来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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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抓住机会突破薄膜润滑，这可

能是润滑理论发展的新的里程碑，要由中

国人来完成。”温诗铸提出并坚定开展了

薄膜润滑的系列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随

着研究的深入，他和他的团队在国内首次

提出并开展纳米摩擦学系列研究，最早阐

述了纳米摩擦学的概念。

薄膜润滑实际上是研究当润滑膜厚度

达到纳米量级时呈现出的新润滑现象与规

律，温诗铸提出这一方向时，却遭到国内

外同行的质疑，但是他坚信自己的判断，

顶住各方面压力，果断地带领团队开展薄

膜润滑的研究。

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评审专

家开始认为这个国外尚无学者研究的新方

向是做不出成果的，但在看到温诗铸团队

已经成功测试了纳米级的薄膜膜厚时，最

终批准了他们的申请。温诗铸安排他的博

士生雒建斌以“薄膜润滑”为博士论文选

题，正是这一开拓性选题，让雒建斌有了

很高的学术起点，2011年50岁时雒建斌就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次“创业”

温诗铸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有过三次

1987年至 1988年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三位

学术带头人，左起：刘家浚、温诗铸、郑林庆

“创业”。第一次是作为主要负责人从事

高端机械零件试制研究，第二次是从英国

进修回国后创建中国的摩擦学学科，第三

次则是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每次都几乎

是“从零开始”。

20世纪60年代，摩擦学被当作一门学

科提出，学者们开始对其进行系统的研

究。温诗铸留校工作后讲授的有关“摩擦

磨损与润滑”的课程讲义，几经修改，从

60年代的油印讲义到80年代编写的三册

油印版《摩擦学原理》（流体润滑、弹流

润滑与边界润滑、摩擦与磨损），最终于

1990年正式出版。

在这部学术专著《摩擦学原理》的

“前言”中，他战略性地提出了摩擦学发

展的四大方向，“由宏观进入微观、由定

性进入定量、由静态进入动态，以及由单

一学科的分析进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简短的四句话涵盖了他推动摩擦学学科不

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1981年，温诗铸从英国进修结束回国

后，建立了“非等温、非牛顿、非稳态、

非光滑”的“四非模型”，即工程模型的

弹流润滑理论。他注意到理想的弹流润滑

理论是不能直接应用于工程实际的。“四

非模型”弹流润滑理论的建立与成功应

用，使中国的摩擦学研究在短短几年内从

“一穷二白”进入到国际前沿，赢得广泛

赞誉。

1992年，学术专著《弹性流体动力润

滑》正式出版，这是他与指导的研究生在

弹流润滑研究方面工作的总结。“前言”

中介绍此书“注意将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

结合、数值分析与实验研究结合，同时

力求全面阐述弹流润滑研究的各个主要专

题。对于每一个专题，包括模型建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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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程组及其解算方法、润滑膜特征与参

数关系、实验技术以及工程应用等也作了

系统分析”。此专著1995年荣获第七届全

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被日本摩擦学

会会刊推荐为摩擦学必读书籍。

20世纪80年代，温诗铸极具前瞻性地

提出筹建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1988年

实验室成功通过国家验收，温诗铸担任首

任实验室主任，为摩擦学学科的发展创建

了一流的平台。

1994年初，他应《前沿百科全书》

“机械学科”编委会主任路甬祥院士邀

请，为该书撰写了“弹性流体动力润滑”

和“纳米摩擦学”两个词条。他给出的纳

米摩擦学定义是：“纳米摩擦学（或称微

观摩擦学）（Nanotribology），90年代兴

起的摩擦学分支学科，旨在从原子分子尺

度研究摩擦磨损与润滑。”他明确指出，

现代超精密机械和高科技设备的发展以及

新材料和表面涂层的应用使得宏观摩擦学

已不适应现实要求，而须建立以界面上原

子分子为分析对象的微观摩擦学，其理论

基础与宏观摩擦学不同，涉及分子动力

学、统计力学、微观材料和纳米技术。在

开展一系列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完

成了学术专著《纳米摩擦学》，该书于

1998年出版。

进入21世纪，他又推动了摩擦学研究

领域发展，将摩擦学的外延拓展到机械的

表面与界面科学。他的学生田煜在2011年

庆贺他八十寿辰时感怀：“我和我的研究生

最近关于界面和多物理场的研究工作都还

处在温先生最近指出的摩擦学研究发展的

框架内。”2011年、2013年，温诗铸组织

编写的相关学术专著《界面科学与技术》

和《界面力学》相继出版。

温诗铸对科研充满热情，他思想深

邃，总能高瞻远瞩地提出摩擦学学科发展

方向，走在学科前沿，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他在2009年曾这样回忆道：“清华大学摩

擦学学科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沿着两条

线：一条线是在研究内容方面，从流体润

滑到弹流润滑，然后从弹流润滑到薄膜润

滑。另外一条线在学科方面，就是从宏观

摩擦学到纳米摩擦学，然后从纳米摩擦学

到现在我们提出的界面科学和技术，这范

围可能大了一些，或者加个限定词为机械

工程中的界面科技。我们摩擦学实验室之

所以长盛不衰（可能是自我吹嘘），就是

因为我们始终跟随学科发展前沿走，在不

断提升科研层次的同时不断拓展学科领域，

所以我说要步步为营，跻身学科前沿。”

温诗铸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

是一位既有思想又有行动力的战略科学

家，不断为我国摩擦学学科的发展开拓新

局面。雒建斌曾这样评价老师：“从使命

感教育到科学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

究布局和人员组织等，均有自己独特的理

念、手段和执行策略。”

使命任重如山

温诗铸取得一系列成就的背后，为国

家和社会服务是根本动力。2002年接受

《新清华》采访时，他强调“搞课题是要

搞国家需要的……要投入国家发展的主航

道，为国家的发展奋力拼搏，要能扬长避

短，发挥优势”。

温诗铸喜欢用“大爱情深似海，使命

任重如山”来概括自己的坎坷历程。大

爱，包括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包括

他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深切

的关心，他将这些爱的情感化作人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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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命。

2009年在“科学研究方法和思想”系

列讲座中的最后一讲中，他着重讲了人生

观问题，并用了很长时间讲他的使命是从

何而来的。

年幼随母亲离别江西故土，外婆送别

时的嘱咐“仔啊，你远走高飞吧”，是刻

在温诗铸心里的第一个使命：生存。在

湖北宜昌，受到从5个字“人、手、足、

刀、尺”开始的启蒙教育，这是生命中接

受的第二个使命：“人，天生我材必有

用，我就要为生存奋斗下去；手，要用自

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改造世界；足，要

用脚去走遍天下；刀，人间世界是残酷

的，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上了中国的

土地，要用刀去捍卫自身的利益；尺，用

尺子去度量这个世界，所谓世态炎凉、人

情冷暖，人世间风云变幻。可以说这5个

字成为了我的座右铭，这是启蒙老师给我

的教育。”

初中时，开始离开家人独自求学，他

后来还用改写的唐诗表达了这段心路历

程：“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负笈千

里行，誓志为兴邦。”高中他进入重庆南

开中学，在这里他不仅因学习成绩突出获

得了奖学金，还开阔了眼界，思想有了进

步，认识到时代赋予的新的神圣使命——
必须奋起反抗。他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

织班级读书社“南革社”，还跟同学一起

在白公馆附近抬过牺牲烈士的尸体。毕业

时中学同学在他经济困难时帮助他，让他

上大学，学好科学更好地建设新中国。

在英国进修时，当被问及学习动力，

他想到小时候经历日本飞机轰炸的惨况、

高中在重庆街头美国兵开吉普车横冲直撞

溅他一身泥还冲他得意大笑、英国帝国理

工学院不远处的博物馆中陈列着从中国抢

来的文物，他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历史赋予

的使命——必须努力建设强大的国家。

2000年，他受聘担任南昌大学机械学

院名誉院长之际，回到生他育他的土地，

将鲜花敬献在外婆坟头。这是对年幼离乡

时“外婆的希望和给我第一个使命的回

答”。亲朋好友对他的爱与期望化作了他

的动力之源。他铭记于心，报之以无言大

爱、踏实努力的行动与成果，并将这种大爱

传递给他的学生、博士后以及青年学者。

“诗意人生业如铸，春雨温润

育英才”。2011年，温诗铸与学生

发起成立了“温诗铸奖励基金”，

并捐资设立“温诗铸枫叶奖——优

秀青年学者奖”，2 0 2 2年又增设

“温诗铸枫叶奖——国际青年学者

奖”，用于奖励在摩擦学基础理论

研究和应用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优

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

2023年11月24日，作者刘超系内蒙

古师范大学讲师、冯立昇系清华大

学教授）

2016 年 10 月，温诗铸（右 3）获 2015 年度国际

摩擦学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