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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油雕院著名雕塑家唐世储，依据陶先生

的两位亲属陶中源和胡康健提供的照片，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美再现了陶先生在

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1995 年校庆前夕，王纲怀学友护送陶

先生塑像来到北京，那是他第一次乘坐火

车软卧，为的是要让陶先生一路舒适。学

友王保华定制的将军红泰山花岗岩基座，

象征陶先生坚韧笃实的人生。校庆日举行

落成典礼，到校的 1964 届校友和环境系领

导在塑像前行三鞠躬礼，表达对陶先生的

思念、爱戴和崇敬。参加典礼的师生一致

认为，塑像再现了陶先生平易近人、亲切

和蔼的长者风范，无不感到欣慰。

塑像建立已经 20 多年了，他老人家一

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当他

看到环境学院日新月异的发展、看到他的弟

子中人才辈出、看到他所关注的环境保护事

业取得长足进步时，他老人家微笑了。

陶先生，您放心吧，您的弟子们一定

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把您开创的事业发扬

光大。

2016 年 4 月 24 日，1964 届校友出席纪念
陶葆楷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右 1 为程声通学
长

今年是我们土木系和给排水专业原主

任陶葆楷教授诞辰 110 周年，想起陶先生

对我的教诲和关怀，决定献上这篇文章，

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我原籍重庆，出生在湖北宜昌，四五

岁时就两经三峡，知道了在这里可以兴建

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孙中山先生在《建

国大纲》里已经提出了规划。这对重庆人

和宜昌人来说是极大的骄傲和自豪。

1953 年我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毕业，

有幸以第一志愿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系，

就是想要学习水利工程专业好去建设三峡

电站。那年10月中旬入学填报专业志愿时，

要求填报两个专业。第一志愿我填了水工

结构，第二志愿看见给水排水工程还和水

有关系，就填了它，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

个专业是干什么的。

陶先生先给我们做了专业介绍，后来

又给我们上了“建筑技术概论”这门课，

才让我明白了给水排水工程和我们的日常

生活以及工农业生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而且需要涉及和具备数学、物理、化学、

测量、制图、力学、热学、电工、机械，

甚至是一般工程专业不会涉及的生物学等

基础知识和相关的技术理论知识。因此，

是一门既很重要、很实用又很有学问，需

要非常认真努力才能学好的专业。

陶先生不但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怀念恩师

○童阳春（1959 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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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领导、好长辈。

1954 年春节，陶先生请教研室全体老师

和当时所有的给 5、给 7、给专 41、给专

42、给 81、给 82 这六个班，各派两个同

学作为学生代表到他家里过年吃饺子，开

联欢会。要求学生代表能够表演节目为大

家助兴。我还记得认识的同学中有徐鼎文、

唐锦涛、廖慈安、刘鸿亮、夏冰、吴利泉、

张秀荣等。

陶师母把面团和饺子馅儿都准备好了，

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准备了节目的同学

就给大家表演助兴。廖慈安用手风琴演奏

了一段乐曲，我唱了一段京剧《捉放曹》，

刘鸿亮唱了一首歌。还有谁表演了什么节

目现在记不清楚了。然后大家互相拜年，

吃饺子。最后大家感谢陶先生的热情款待，

高高兴兴地告别回去了。

陶先生教我们“排水工程”，我参加

的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科学研究、毕业

设计都是和排水工程有关的管道施工、污

水处理、污泥利用、太原市河西工业区排

水规划和初步设计。1959 年 5—10 月，我

们这个毕业设计组到太原市设计院，在他

们的工程师指导下从事毕业设计，题目是

《太原市河西工业区排水工程规划和初步

设计》。我负责到河西各个大学、工厂、

影剧院等排水量大的单位调查统计他们的

排水量，用来确定管、渠设计流量。根据

当时当地人口密度、交通流量还不大，以

及经济发展水平和建设投资能力还有限的

实际情况，经过设计组集体讨论和设计院

领导批准，决定先采用污水雨水合流明渠，

到后期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人车辆密度提高

了以后，再设置一条污水截流干管，接纳

全部污水支管的来水，送到下游的污水处

理厂，处理达标以后再就近排入雨水明渠。

原来的合流明渠先用作雨水明渠，有了必

要和可能时还可以把它改成雨水暗沟。我

和王炳恕同学负责合流明渠的水力计算。

这个设计受到了太原市设计院领导的肯定

和赞许，也得到了陶先生等老师的好评。

在毕业设计答辩时，陶先生微笑着肯定了

我们的设计，问了我一个问题：“生化需

氧量是多少？”我回答“对不起，这个数

字我不记得，但是可以在设计规范和设计

手册上面查到。”陶先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看来是觉得我学习比较灵活，不是死记硬

背的。

1958年2月，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受到留校察看处分。1959 年 12 月，毕业

分配到湖南省衡阳地区基本建设局，1970

年 10 月下放到衡阳地区农科所劳动。1979

年 4 月由清华大学党委复查改正，决定补

发毕业证书。为此我给陶先生写信请求补

发此证。陶先生这时已经七十多岁高龄，

更兼教务工作繁忙，但他在百忙中亲笔给

童阳春学长珍藏的陶葆楷先生给他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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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逊（1915—1969），山东莱阳人，

中国著名美术史、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

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33

年入清华大学，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

学系。1939 年在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

中国哲学研究生。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

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兼任《美术》《美术研究》执行编委。建

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撰写的讲

义《中国美术史》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

学术专著，也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

的重要文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

革”中受迫害致死。

本文是作者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美术史》所作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标题为编者所加。

有些事随着时间的变化会逐渐模糊 ,

但有的人和事隔几十年后仍清晰不忘，成

为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我的老师、著名中

国美术史论家王逊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2015 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他撰述的《中

国美术史》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再度整理

出版，我作为他当年的学生和助教，藉此

机会写下一点印象，以志纪念。

生动而富有学术意味的美术史课堂

最初接触王逊先生是在 1953 年的课堂

怀念新中国美术史界拓荒者王逊

○薄松年

我回信（见上页图），并且请顾夏生、王

占生先生和胡纪萃同学帮我办好了补发的

毕业证书。这样亲切的关怀让我没齿难忘。

1980 年 4 月，我从衡阳农校调到刚刚

恢复给排水专业急需教师的衡阳铁路工程

学校，担任“排水工程”和“室内给排水工程”

两门课的教学任务。陶先生教我们“排水

工程”，我有幸继承了他的事业，遗憾的

是在铁路系统它不是主要工作，因此在我

教过的一千多学生中，只有三人从事这方

面的工作，好在他们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愿这能够聊慰陶先生在天之灵。

1986 年，母校 75 周年校庆时，恰逢

土木系为陶先生举办 80 大寿和从事给排水

教育 55 周年庆祝活动。陶先生致词时，艾

知生、叶如棠两位部长位列左右，为老师

热烈鼓掌，致以衷心的祝贺。我们好几百

位各届学生挤满了会场，一起尽情鼓掌，

欢呼雀跃，向陶先生致以热烈祝贺。

2006 年校庆 95 周年时，恰逢陶先生

百岁冥诞。学校领导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纪

念活动，可惜当时没能回校，错过了这次

意义重大的活动。在今年陶先生 110 周岁

冥诞的日子，谨以此文表达我对陶先生深

深的感激和怀念。.最后敬献七律一首以寄

感念之情：

百十冥诞念恩师，  难忘清华受教时。

教诲六年恩似海，  关怀一世义如丝。

梦中喜讯从天降，  毕业证书寄到时。

关爱情深何以报？  唯将感念寄文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