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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 9 月 6 日，父亲韩德馨出生于

苏北小城如皋一户清贫的小手工业者家庭。

在他出生仅 14 个月大时，祖母陈氏早逝。

父亲因年幼体弱，加之啼哭不止，泪水淌

进两耳，致中耳炎造成鼓膜穿孔，右耳完

全失聪，左耳仅剩部分听力，留下终身残疾。

因为身体孱弱和家境贫寒，父亲求学

之路上备尝艰辛。由于体弱，他比同龄学

童晚了一年，在 1924 年七岁时才开始上小

学读书。

父亲初小就读家乡安定小学，高小就

读县立实验小学。初中时，起先就读如皋

中学，家中曾一度准备让父亲辍学进店当

学徒。后来，因改读学费相对便宜的如皋

师范，他才得以完成初中学业。从小学到

初中毕业，9 年的学时中曾两度被迫中断，

前后断断续续用了 11 年时间。

1935 年父亲初中毕业时，二伯已学徒

期满改当店员，开始补贴家用。大伯在师

长和亲友帮助下，成绩出色，也从国立中

央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父亲在伯伯们的

帮助下，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

中班就读。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就读高三的

父亲跟随中大实校，离开日寇步步近逼的

南京，避屯溪、过洞庭、走南昌，最后落

脚于湖南长沙。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父

亲和同学们边上课读书、边走上街头作抗

日宣传。到了 1938 年暑假，父亲高中毕业。

此时，满怀爱国激情的他本想报考军校或

参军，却因双耳残疾未能如愿。在老师和

伯伯的劝导下，他决定走读书救国之路。

暑假中，父亲来到陪都重庆，参加因战时

环境而推出的全国第一次大学联合招考。

在填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

学和国立浙江大学三所大学中，被第一志

愿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

录取，学习地质。父亲从此踏入了地质之门。

虽职业甘苦自知，但为了探寻地下宝藏，

开发祖国资源，他甘愿去做国家各项建设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纪念韩德馨院士诞辰 100 周年

○韩　震

1939 年，韩德馨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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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起步的“粮草官”。

父亲曾讲过：地下资源是国家发展需

要的能源和原料，是工业建设必不可少的

基础，对于当时民族工业发展还很落后的

中国，只有起步于地学知识，充分了解和

掌握地下资源分布，有米下锅，才有后续

开发和利用的可能。

大学四年，父亲借助学校提供的微薄

贷金，以及在学校内外勤工俭学的补贴来

维持读书生活，同时还要克服耳疾带来的

学习障碍，上课总是争取坐在前排，功课

总是尽早完成。虽然西南联大师生在战火

纷飞中颠沛流离，过着穷困潦倒、饥寒交

迫的“九儒十丐”的生活，但仍然做到弦

歌不辍，在“谈笑自如、思想自由、超然

自在”的心境中，给了父亲最好的教育。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父亲圆满完成四年

大学学业。

大学毕业后，父亲一边在当地中学兼

职教书，一边在西南联大继续攻读研究生。

1945 年底的昆明“一二·一”学生民主运

动，大中学校师生走上街头反内战、争民

主，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和迫害，父亲

因带领学生参加示威活动，引起当局注意，

他工作的学校有特务前来打听行踪，父亲

处于被抓捕、受迫害的危险之中。在同事

的劝说和西南联大研究生导师的支持下，

父亲离开了熟悉的学校。不久，他加入中

国航空公司，先后前往湖南和广西工作，

并于 1946 年暑假考取留学。1948 年夏，

前往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生院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号召海外留

学人员回国参加建设，祖国一穷二白，人

民政府情深意切，发展蓝图令人鼓舞，在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振奋。父亲和他那

一代大多数国人一样，有被外敌入侵的耻

辱，有对旧中国腐败的痛恨，对于饱经创

伤的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父亲响应新中

国的召唤，于 1950 年毅然中断学业，首批

从美国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回到祖国，父亲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年 9 月，为发展当

时还十分薄弱的燃料工业，急国家所急，

父亲自愿来到条件相对落后的河南焦作，

在焦作工学院执教，培养燃料工业技术人

才。从此，父亲献身于为中国能源工业的

开拓与发展的事业中。

1951 年 1 月，按照国家对燃料工业高

等院校的布局，父亲来到天津，参与创建

我国第一所矿业学院——中国矿业学院，

并直接领导和参与创建我国高校第一个煤

田地质学系。在学校有意聘请他担任地质

系主任的情况下，考虑到自己双耳残疾的

身体不利因素，父亲不计个人得失，以学

校工作大局为重，只肯就任地质教研室主

任，而向学校推荐自己一位尚在美国的联

大同班同学邓海泉先生，并且积极联系和

动员其来校就任地质系主任，推动系里工

作走上正轨。

1952 年底，学校迁往北京，更名为“北

京矿业学院”。当时办学条件极其困难，

一切从头开始。父亲带领师生奔赴野外，

上山下井采集矿岩标本，在较短的时间里

建立起我国最早而又较为完整的煤田地质

实验室和陈列室。

1970 年 5 月，按照中央 1 号命令的精

神，我们全家随学校去了大西南的四川山

沟，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备战、备荒，

为人民”去了。那时，五十开外的父亲和

年轻农民工一起抬石头、扛水泥、盖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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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建校工作。工地上，上有军宣队、工

宣队的督导，下有小队、班组的检查。夏天，

白天冒着可达 40 度以上的高温，在烈日下

挥汗如雨，从事重体力劳动；晚上在蚊虫、

小咬的侵袭下，歇息在席棚搭建的集体宿

舍过夜。夏季过后，很快又是阴雨绵绵的

雨季，上坡下坡，湿滑泥泞，举步维艰，

阴雨天中同样还要战天斗地。父亲虽是“臭

老九”，但秉性难改，多年养成的工作习

惯，即使是劳动，仍是一板一眼，一丝不

苟。那时，他身上破皮、伤痛几乎从未断

过，加上腰腿的风湿酸痛和双耳的痼疾，

经历的艰辛难以想象。可是在四周群众的

注视下，只要双脚还可挪动，就得上火线。

他认真接受改造，倒是赢得了周围同事、

工友的肯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表扬。

即使在“文革”的艰难岁月里，父亲

依然不屈不挠，对社会坚持良知，正直做

事，在一穷二白的山沟里战天斗地近十年，

折腾到“文革”结束，最后回到曾经熟悉

的北京校园。这时，父亲已是六十开外，

最好的时光已然逝去，但他抓紧时间，利

用改善的工作环境，去弥补失去的时光，

努力为国家做工作，直到九旬高龄。

五十多年来，父亲热爱祖国，兢兢业业，

教书育人，耕耘在高等地质教育领域。除

了本科生，作为我国高校煤田地质学科中

第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他桃李满

天下。他先后培养了五十余位博士研究生

和十余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学生遍布全国

各地，大多成为煤炭工业领域的各级领导，

或卓有成就的工程师、教授、院士等骨干

技术人才。他为推动我国能源工业高层次

技术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2006

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他全

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父亲还积极承担

科研课题，参与国家重要煤田的验证。在

解放后超过半个世纪的地质教学和科研工

作生涯中，父亲对中国的聚煤规律、成煤

模式演变、煤岩特征及煤的地球化学等领

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率先应用多学科手

段进行资源评价，建立了中国聚煤作用迁

移富集规律理论，并指导资源勘探工程及

重大项目决策。他提出煤中微量元素成因

类型及迁移规律、特殊煤种成煤模式和煤

矿瓦斯生成多阶段性等新观点，为我国煤

炭工业发展及煤炭资源开发和利用做出了

杰出贡献。

在我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父亲担任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评论员，参

与了全国许多大型煤矿（区）的开发设计

论证及重要煤田地质报告的评议审查。他

针对我国各聚煤期特点，提出在构造因素

控制下，聚煤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盛衰演

化和空间上的迁移富集规律，从战略上指

明了找煤方向。在他以后组织和参与的煤

炭资源调查中，这一观点作为主要的理论

依据，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在早期，父1970 年，韩德馨在四川华蓥山参加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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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组织和参与全国第一、第二次煤田预测，

获预测储量 4 万余亿吨，为国家经济建设

提供了急需的能源支持。上世纪 70—80 年

代，他在重重困难的条件下，组织、指导

并积极参与了南方九省煤田预测，划出远

景区 76 个，预测煤炭储量 13 亿吨，为缓

解华南地区能源紧缺及煤炭工业发展做出

突出成绩，因此获得煤炭部科技一等奖。

在担任煤炭部技术委员会委员期间，父亲

参与许多工程项目论证，为煤炭工业发展

和合理布局提出许多远见卓识的建议。他

先后主持九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获

五次部级以上奖励。他还单独或与同事合

作，或带领学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130

余篇，他主编的《中国煤田地质学》和《中

国煤岩学》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各聚煤时代

的聚煤规律及煤岩变化和特征。其中，《中

国煤田地质学》获得全国优秀图书奖、煤

炭部一等奖和国家教委特等奖，《中国煤

岩学》获国家煤炭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长期以来，父亲积极投身于推动能源

矿产事业的发展，历任国家发明奖励委员

会地矿专业评审委员、煤炭部工程技术干

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地质组副组长、煤田地

质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泥炭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地质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地质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

科评议组成员、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地

质委员会委员、中国岩矿地球化学学会常

务理事等职。此外，他还担任《中国煤炭

大百科全书》地质编委会顾问、《大地构

造与成矿学》《地质学报》《煤炭学报》

及《岩相古地理》编委等许多专业职务，

以及多所大学的特聘教授，在专业技术领

域尽心尽力。

父亲多年辛勤工作得到了国家和人民

的肯定，他先后被评为煤炭部先进工作者，

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回国专家”

荣誉，获得代表中国地质学界最高荣誉的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并于 1995 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父亲的一生是不断努力克服困难的一

生。除了社会环境的战乱和动荡所带来的

坎坷，耳疾、失聪也伴随一生。每当劳累

或生病，耳疾就会发作，流脓、头痛，而

且身体残障所造成的讥讽如影随形，更是

正常人所难以想象和体会。但他凭着

自己的毅力和努力，以“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自勉，有自尊、有自信。

2009 年 10 月 17 日父亲过世后，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委托办公

室打来慰问电话。在告别仪式上，五

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敬送了花

圈，对我们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对

父亲一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

的肯定。

2004 年，西南联大同学友人合影。左起：韩德馨、
何兆武、丁于廉、江爱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