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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嫂嫂、小妹，你们多多保重，陈先

生在里面，别忘了去看看，送些烟进去，

我这位大哥离不开烟的。”

他一直称父亲“陈先生”，称母亲

“嫂夫人”，还是第一次改口叫“大哥”

和“嫂嫂”，想不到也是最后一次。母亲

哽咽了，我没有纠正他第二次叫我和弥尔

“小妹”。也许，他心里惦念着女儿小

妹，惦念着远在上海的兄嫂，就把我们当

成了他的亲人。他拒绝了我们的挽留，在

1968年冬日的暮色中离开了我们家。我们

和母亲望着他高大的背影越来越远。谁想

得到，那竟是我们与程应铨叔叔的永诀。

从那以后，很久很久听不到他的消

息。两个多月以后，我们从大哥清华一位

同学的口中得知，程应铨于1968年12月13

日，在已经结冰的清华游泳池中自尽。一

个水性那么好的人，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

己的生命，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必死的决

心。临死前，他身上穿着去东欧访问时的

崭新西装。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他也

让自己衣冠整洁，保留人生中一份最后

的自尊。

原载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北

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

“我的晶体光学就是池际尚教授讲

的，她不是仅仅讲一堂课，而是整整给我

们讲了半年。至今，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

她的音容笑貌，她讲得是那么清楚、那

么深刻，甚至费氏台的操作她都自己进

行……”这是2005年9月9日，温家宝总理

在接见全国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获奖代表，提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时，对恩师池际尚的回忆。温总理通篇讲

话754个字,其中有250个字是在表达对恩

师池际尚先生的崇敬和思念之情。

不久，温家宝总理致信中国地质大学

原校长赵鹏大院士：“赵鹏大校长，送上

我的一篇讲话。我以这篇文章献给我敬爱

的老师池际尚教授。我常怀念她。”

池际尚，这位让总理难以忘怀的岩石

学家、地质学家，虽然已经辞世16年，但

对当今教育界的垂范作用依然巨大：在许

多大学，掀起了教师群体学习她高尚师德

的热潮；在她的家乡湖北省武汉市，光谷

甘为基石的地质人生
——追忆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地质学家池际尚

〇赵湘华

20世纪80年代末，池际尚在办公室备课

人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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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竖起一尊她的雕像，经常有市民或

游人在雕像下赞叹她的人生；在中国地质

大学的舞台上，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话剧

赢来学生阵阵掌声；在许多教师讲述的励

志故事中，都有着她坚毅的身影，触动着

学生心灵深处那份崇高的人生向往与精神

追求……

池际尚，女，1917年生于湖北安陆；

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转入西南

联合大学地质系；1946年赴美留学；1949

年，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归国后，历任

清华大学副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武

汉地质学院教授及副院长；1980年被选为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1

月1日逝世，享年77岁。生前曾任第六届

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

员，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1994年3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

国科协、全国妇联和地质矿产部联合召开

了一千多位首都各界人士参加的池际尚院

士事迹报告会。31日，国家四部委联合发

出通知，号召全国科技界、教育界、妇女

界、地矿界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开展向

池际尚学习的活动。

情系地质 献身祖国

“妈妈常年野外作业。临出发时，东

西一装，穿上大衣，背上地质包，高高兴

兴地上了越野车，招招手，车门一关，就

走了。很多时候队伍里就她一个女的。”

池际尚的儿子李池回忆起母亲时，总是难

忘这样的画面。在他看来，此情此景的背

后，是母亲为了地质事业“有功不居、不

图富贵”的爱国情操和人生追求。

池际尚与地质结缘于1938年。那一

年，原本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的她，到

昆明上西南联合大学，改学地质专业。

地质专业虽然艰苦，却符合她吃苦耐

劳的坚韧性格。野外实习时，在锡矿一尺

多高的矿洞里匍匐前进，泥水沾湿了衣

襟，脚上是一道道血口，她不叫一声痛。

大学三年级时，父亲失业，母亲、哥哥、

姐姐先后去世，家里没有条件供她继续读

书，但她喜欢上了地质学，不肯半途而

废，最终在老师和同学的资助下完成了学

业。毕业时，她因毕业论文出色，获得了

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的第一届

“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

1946年，池际尚经清华

大学地质系主任袁复礼教

授推荐，获得了美国宾夕

法尼亚布伦茂大学研究生奖

学金。新婚后仅20多天，她

就只身远涉重洋赴美深造。

1949年，她获得博士学位。

因博士论文得到美国著名岩

石学家特涅尔的好评，她被

推荐到著名的伯克利加州大
1940年，西南联大地质气象学系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右起

为宋叔和、袁复礼、张席禔、苏良赫，后排右1为池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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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质系当了特涅尔教授的科研助理，不

到一年时间就与特涅尔合作发表了多篇具

开拓性的科研论文。

正当池际尚的事业蒸蒸日上时，新中

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美国。她按捺不住内

心的喜悦和激动，立即给袁复礼教授写

信，表达自己希望回国工作的急切愿望。

她很快收到了“祖国很需要人”的回信，

立即准备动身回国。池际尚将要回国的消

息一经传开，她在美国的同事、朋友都感

到难以理解。特涅尔教授十分赏识她的才

华，以自己是新西兰人为例，说明“科学

是没有国界的”，劝她留居美国，要同她

签订7年合同，并答应给她增加工资。但

池际尚认为国外条件再好，在那里也只是

当客人，祖国解放了，要回去为自己的祖

国服务。

1950年8月，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上，

从美国开出的一艘客轮，载着几十名爱国

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驶向中国，其中就有

33岁的女地质博士池际尚。经过一个月航

行，池际尚同华罗庚、邓稼先等人一道回

归祖国，成为新中国首批留美归国人员。

“为了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

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

去。”这是他们的心声。

1950年9月，池际尚归国后，

受聘于清华大学地学系，任副教

授。她将在国外研究取得的最新

成果引入教学内容，使地学系增

加了无限生机。

几十年后，中国踏入改革开

放的社会进程，在池际尚教授的

推荐下，她的多名学生多次到美

国进修、访问。1981年，她的学生莫宣学

被推荐到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池

际尚委托学生去看望与自己分别了30多年

的老师特涅尔教授。莫宣学教授回忆道：

“特涅尔教授很快从书柜里最显眼的位置

上拿出池先生当年绘制的图件和手稿给我

看。他说池先生非常出色，可惜她回国

后，她当年研究的课题就没有人继续研究

下去了。”

锐意开拓 引领学术

为了祖国的需要，池际尚回国后全身

心投入到了地质研究中。她一生按照自己

主张的“重视地质体”、“重视矿产资

源”、“重视前沿研究”，言传身教地从

事地质学、岩石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

建了岩石学国家重点学科点，成为我国岩

石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池

际尚被调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并担任地

质矿产专修科主任。她主编了中国第一本

岩浆岩岩石学教材，在前言与绪论中指

出了新中国岩石学应当遵循的正确学术方

80年代，池际尚和年轻教师及研究生在八达岭花岗
岩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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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她高屋建瓴地

分析并指出了岩浆岩岩石学的发展方向，

以及发展岩浆岩岩石学尚待开展的工作，

对我国岩石学学科发展有重大的推进意

义。在实践中，她领导大家创建了岩石学

教学与研究系统，她率先走在第一线，完

成一件工作后留给年轻人继续做，她又创

建新的工作。

1958年，池际尚担任大队长兼总技术

负责率领北京地质学院200多名师生参加

了山东中、西部1∶20万区域地质测量和

普查找矿工作。经过三年奋战，他们向国

家提交了14幅地质图（面积89600平方公

里）及图幅报告，均由国家正式出版。这

为山东沂沐断裂以西的找矿勘探工作打下

了基础。特别是在中国东部首次认识到沂

沐大断裂带（即现称的郯庐断裂带）的存

在，这对指导山东找矿和大地构造研究方

面都有重要意义。

在山东找矿期间，池际尚心中一直惦

念着中国北方缺乏磷矿资源的现实，为

了查明山东磷矿的分布情

况，她专门请来专家教会

师生如何配制和使用钼酸

铵化学试剂以确定岩石中

磷的含量，并要求对每条

路线进行地质测量时必须

进行岩石含磷量测定，从

而查明了区域含磷分布特

征。“文革”后期，她随

教改小分队去河北宽城劳

动时，首次发现了中国华

北的偏碱性超镁铁岩中的

岩浆岩型磷灰石矿床。这

一发现，为在北方寻找同

类型矿床、扭转中国南磷北调局面开辟了

新的前景。她随后向地质部建议开展北方

岩浆岩型磷矿的找矿工作，以解北方缺磷

之急。这一建议使北方岩浆岩型磷矿找矿

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1960年初，池际尚领导专题科研队，

开展对北京西山八达岭一带燕山期花岗岩

的研究。经过艰苦研究，1962年，她提出

了两个重要概念，即同源岩浆系列与深部

和就地岩浆分异同化作用，从理论高度解

释了本区侵入岩多样性的原因，并讨论了

花岗岩的成矿专属性。她提出关于侵入岩

标准序列的新概念和研究新思路，比后来

英国著名地质学家w.s.pitcher教授提出划

分花岗岩体的单元和超单元概念，整整早

了10年。

1965年，为指导全国金刚石找矿工

作，地质部宋应副部长亲自委任池际尚

任技术负责人，去山东蒙阴组织并主持

“613科研队”，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总结找矿标志与规律。同时举办培训班指

1990年校庆，池际尚（右2）返校庆祝毕业50周年与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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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20多个省市寻找金刚石。为此，池际尚

提出了“对比思想”，专门成立研究组进

行国内外金伯利岩与金刚石对比工作，总

结出以金刚石伴生矿物的组合和特征作为

最重要的找矿标志，提出了中国金伯利岩

的分类命名、填图单位及岩石特征，该分

类命名方案一直延用至今。池际尚还指导

完成了中国第一批山东含矿金伯利岩的研

究成果。这项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上荣获集体奖。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开展第二轮

金刚石找矿工作时，池际尚又提出研究深

部岩石圈的新思路以指导找矿。这是当今

地球科学的前沿之一，也是金刚石及其母

岩成因的关键科学问题。她亲临现场进行

考察指导，为第二轮寻找金刚石的工作提

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她所提出的地幔及

其与寻找金刚石的关系，在当时的中国地

质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1年，池际尚领导30名师生，瞄准

国际前沿学科，承担了地矿部重点课题

“中国东部新生代火山作用、深源包体及

其成矿作用和矿源的关系”的研究。经过

艰苦努力，她主持完成了《中国东部新

生代玄武岩及上地幔研究(附金伯利

岩)》的科研工作并出版了专著。该

成果获得1989年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

奖。

精心育人 师恩长存

在攀登学术高峰途中，池际尚的

精神与意志也深深影响了她的学生。

在人称“望山跑马”的祁连山，

池际尚在1956年、1957年两年间参加

了中苏联合组成的祁连山综合地质考

察队。她先后两次横穿祁连山，进行了地

质构造和矿产调查。那时，祁连山地区工

作条件特别艰苦：饮食困难，只能带些干

菜充饥；夏天阴晴不定，时而在路上遇到

狂风暴雨，迷路是常有的事；跑线路随时

可能遇到狼、豹子、熊等野兽；早晨9点

出工，晚上要到10点才能回到帐篷。

刘宝珺当时是池际尚的助手，在时而

风餐露宿，时而忍饥挨饿的两年中，池际

尚指导刘宝珺完成了青海茶卡地区地形构

造岩相图。这幅图后来被高等学校采用，

编入《岩浆岩岩石学教程》。1991年，刘

宝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给母校

的信中写道：“池际尚老师对我的教育是

全面的，她是我的楷模，对我的成长具有

深刻的影响。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如何做一

个合格的地质学家、如何对待工作、如何

为祖国作出更大贡献。”

李池如今仍记得母亲醉心于教学工作

的情景。他回忆说：“有一次从梦中醒

来，看到床边的母亲，依然在台灯下神情

专注地写着什么。原来，她是在连夜编写

讲义。由于当时国内没有教材，她只好将

原著翻译过来，用手工刻成蜡版，再油印

人物剪影

武汉光谷广场，学生在观看池际尚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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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讲义。母亲自己讲过，当时‘开夜车’

的情况十分平常，在通宵达旦工作之后，

第二天还要亲自上台讲课。”

十年动乱给池际尚的家庭带来了巨大

灾难。她爱人李璞先生是我国著名岩石学

家与同位素地质学家，为新中国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却在“文革”中遭迫害致

死；独生子李池不到16岁便被下放到陕北

插队，一走就是8年。但是，巨大的不幸

与磨难并没有动摇她为祖国地质学研究和

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决心。

1975年，武汉地质学院成立，池际尚

先后担任地质系副主任、主任和武汉地质

学院常务副院长。她主持了与湖北省地矿

局合办的“七二一大学”。她平静地对

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把对事业之爱和工作

的激情给予了那些需要知识的学员们。为

使学员学好功课，她专门为学员编写讲义

并耐心辅导，经常忙得吃不到热饭，晚上

还经常点着油灯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清早

又跟学员一起跑步出操。李池说：“母亲

平时话语不多,可是每当她谈论工作的时

候,总是神采奕奕,似乎有永远也说不完的

话。她对待学员关心备至，常用自己的工

资给他们买盒饭。母亲的精力几乎都用在

外面了，回家之后话就很少了。我真庆幸

她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倘若多了，就更顾

不上了。”

80年代初期,池际尚带领研究生到济

南进行野外科考，每晚她都像妈妈一样帮

他们放好蚊帐，驱赶蚊虫。有一次，一位

女研究生去大队收集资料，到了晚上还未

归来。池际尚放心不下，怕学生遭遇不

测。从日落直到满天星斗，她一直站在山

野的小路上等待，当这位女学生见到年逾

花甲的导师在夜晚的寒风中伫立凝望时，

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池际尚更多的学生还记得，她亲自指

导他们确定选题方向，指导他们研究学科

的国际前沿问题，并促进学科尽快与国际

接轨。她慧眼识才，能看到助手的潜在

能力，提前为他们创造脱颖而出的环境。

她让年轻教师独立主持科研课题，将骨干

教师介绍给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积极创

造有利条件使他们迅速成长。她认为老一

辈地质学家的力量有限，要把主要精力放

在发现和培养年轻人才上，要使学科的每

个层次后继有人。她告诫年轻教师：“上

课必须和学生有情感交流。哪怕是最幼稚

的问题，学生能问出来就好。要做一个好

教师，就要全心扑在教学上……”她指导

学生写论文，指导助手搞课题，论文和课

题很多时候都采用了她的思想和观点，但

她拒绝署自己的名字。学生们说：“池先

生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她的高尚品德

与情操潜移默化地教育熏陶了一代又一代

人。”

胸怀博大 风范永垂

几十年来，池际尚自己生活俭朴，但

对待同事和学生却十分慷慨。她了解到谁

家有困难，便主动送钱送物，她资助家庭

困难的研究生最终完成学业，她把自己家

的新沙发床送给学生结婚用，这类事情数

不胜数。上世纪60年代，为了给教研室的

老师创造锻炼身体的条件，池际尚一下拿

出两个月的工资买来乒乓球桌。

池际尚的博大胸怀以及对身边人的付

出也换来了人们对她的关怀与永久怀念。

1991年，池际尚病重住院，她的学生

人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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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赶到北京，一些人要集资为她拍摄

电视片，记录她无私奉献的一生，一些人

出钱为她买药和补品，希望她早日康复。

她曾经的学生、与她共事多年的几代留校

教师，自发组织起来，每天为她做可口的

饭菜，送到病床前一口一口地喂她，连续

数月，从不间断。

1994年1月1日，池际尚在北京与世长

辞，享年77岁。她去世时，留下的唯一像

样点的衣服是1978年出国时置办的，这套

相对体面的服装她竟穿了16年，直到生命

的终点。李池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回首往事，我常想过去的环境和条件无论

从哪方面讲，都远远不能同现在相比。作

为她的后代，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工

作。母亲就像一面旗帜，给我树立了光辉

的榜样。”如今，池际尚的孙女继承了她

早年学习的物理专业，考取了美国硕博连

读研究生，获得全额奖学金。她赴美前在

机场与家人告别时告诉爸爸：“我继续了

奶奶的路了，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

池际尚的墓地位于她曾工作过的地

方——八达岭，她的骨灰与八达岭的山谷

树木融为一体。当年，她带领30多名学生

和8名教师考察八达岭花岗岩，搭了一个

帐篷，在此工作了一个多月。莫宣学院士

说：“池教授离世16年，每逢清明去扫墓

时，车子要在长城附近停下，我们走过一

段涵洞，沿着废弃的铁路步行。每当这

时，池教授当年在这里工作的情景便历历

在目。”李池说：“默默地向着母亲安息

的那个方向走，内心就逐渐贴近她并与她

对话。”

池际尚的学生为纪念她诞辰80周

年，于1997年6月出版了《池际尚论文选

集》。文集卷首写着：“谨以此书的出版

纪念池际尚院士80诞辰，献给她无限热爱

并为之奉献了一生的祖国！”著名地质学

家王鸿祯院士为文集作序：“池先生的一

生为中国的地质科学和地质教育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她的科研活动总是急国家

所需，与矿产资源开发紧密结合。她卓越

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学术精神是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她的为学处世之所以能达到高

度的完善，是因为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

这就是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

想。”2007年6月，《现代地质》出版专

刊纪念池际尚教授90诞辰，中国地质大学

召开了纪念池先生的学术报告会。会上，

李池发言：“母亲的宽容和对待学生极端

负责的精神、对待事业精益求精的态度，

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激励后人。

今天，如果她能够看到她亲手培育的岩石

学重点学科后继有人、蓬勃发展，一定会

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如今，池际尚开创领导的岩石学学

科，已有３个梯次的人才队伍，他们继承

和发扬了池际尚开创的专业方向，也继承

了先师的优秀品格和学风。值得骄傲的

是，池际尚亲手培养出３名中国科学院院

士，他们是叶大年、刘宝珺、莫宣学。他

们将把恩师一生的学术精神与品质传承下

去，那就是——治学严谨、勇于探索、重

视实践、不图虚名。

原载《中国教育报》2010年5月22日

上期更正：

第43页图片说明，后排左5，应

为樊恭 夫人陈纲（1952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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