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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蔡玲玲

穿过清华大学校园浓密的林荫道，记者
来到了蔡乾煌教授所在的宿舍楼区。在这所
国家一流的高校里，这位来自瑞安的长者，在
半个多世纪前，自瑞安中学毕业考上清华大
学机械系之后，留校任教、做科研、出论文、写
材料直至退休。蔡老将他一生的青春年华与
报国情怀，全都奉献给了清华大学。

个人名片：
蔡乾煌，1938 年出生于瑞安，

1956 至 1959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机

械系，1959至1962年在清华大学力

学师资班进修，毕业后留校任教。

先后出版了《工程力学》等 6 种教

材。80 年代初，任清华大学破坏理

论研究室副主任；先后参加了 6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成

35篇论文，获得1992年度清华大学

基础性研究成果奖、1993 年度国家

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 年度清

华大学基础性研究成果奖、1997 年

度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 年

度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在科研追求中释放爱国情怀
——访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蔡乾煌

战争家破人亡
立志科技报国

考上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重燃教学热情，勇推教改试点

勇攀学科前沿，科研成果丰硕

1938 年，蔡乾煌出生在瑞安城关一

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排行老幺。“家里四

个 兄 弟 ，先 后 都 考 入 全 国 著 名 大 学 深

造。”现年 74 岁的蔡老摘下眼镜，翻着旧

照片，坐在他居住了几十年的清华宿舍

楼里，回忆起在故乡的点点滴滴，眼神中

流露出无限感慨，自豪中带着几分伤感。

“父亲的商途很顺利，直到 1941 年，

我们家遭遇了日本敌机的轰炸。”蔡乾煌

回忆道，当时家里的店堂、宅房被燃烧弹

全部烧光，一家人最后逃难到了平阳乡

下的外婆家。然而，其祖父为携回一床

被子，半路返途，被日本人枪杀。厄运远

未结束，立志强国兴邦的大哥求学心切，

在战火烧遍大半个中国的战乱中，长途

奔波了一个多月到达遵义浙大本部。此

后，日军封锁，消息阻塞。一天，蔡家突

然收到电报，称大哥已客死他乡。抗日

胜 利 后 ，劫 后 余 生 的 蔡 家 人 回 到 了 瑞

安。原本富足祥和的一个家，只剩下一

片废墟。于是，他们在废墟上临时盖了

住房，开起小店维持生计。但蔡源记从

此再也无法振兴了。

瑞 安 解 放 第 二 年 ，蔡 乾 煌 小 学 毕

业。考虑到经济越发困难，家里商量不

再供他继续读书，要他去当学徒学做生

意。然而，这个“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的

优秀学生，早已报名瑞中初中部。几经

波折，蔡乾煌如愿考上了初中。在春季

班念了两年半，他又以第七名的成绩考

上瑞中高中部。

1956 年，在“向科学进军”、“攀登科

学高峰”的口号声中，蔡乾煌从瑞中考入

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当时的理想是

做个总工程师，好为建设工业化强国作

贡献，实现一代人的强国梦。”

从南方小城来到首都北京，迈进了全

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蔡乾煌发现

周 围 的 同 学 个 个 优 秀 出 众 ，他 们 大 多 来

自大城市的知名中学。历来名列前茅的

蔡 乾 煌 内 心 感 受 到 了 压 力 ，不 禁 暗 自 发

愤 图 强 。 从 第 二 学 期 开 始 ，他 就 适 应 了

大学学习生活，成绩显著上升，从而树立

了 自 信 心 ：小 城 瑞 中 出 来 的 学 生 一 点 也

不逊色。

1959 年，正是蔡乾煌大三的时候，学

校要抽调 100 名学生留校当教师（同届共

有 2100 名同学）。正在瑞安度暑假的蔡乾

煌接到学校电报，让他立即回校约谈。“我

的理想不是当教师，要搞工程”。但是，在

当时一再强调和提倡“服从国家分配”的观

念指导下，蔡乾煌同意分配到清华大学力

学师资班。他调整了自己的理想与奋斗目

标，三年后留校任教。

在师资班进修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

做教学实习。“对于第一次上讲台，我仍记

忆犹新。”蔡老告诉记者，那是给老干部班

上“材料力学实验课”，“我走进课堂一看，

坐在实验室课堂里的都是年纪、资历比自

己大很多的人，心里就有点紧张。没想到

他们对‘小老师’非常尊敬，争着擦黑板、递

粉笔。”清华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大都成

了国家工业部门的“大官”。

“文革”期间，科学教育处于休眠期，直

到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才迎来

科学教育事业的又一个春天，这重新点燃

了青年教师自强不息、攀登科学高峰的热

忱与勇气。

当时，蔡乾煌在基础课材料力学教研

室任教，但他除了完成一般的教学任务，还

接受了当时呼声较高的材料、冶金类工科

专业“工程力学”教学改革试点的任务，改

革要求“工程力学”要结合材料，能体现固

体力学与材料科学相结合、相渗透的发展

方向。试点班学生来自金属、高分子、陶瓷

等材料专业，这些都是清华优秀拔尖的高

材生。

蔡教授讲大课采用的是自编教改讲义，

讲义花了他大量精力和心血，不少学生反映

学习主动了，兴趣提高了，知识面拓宽了。

一个班学生还给教研室送了感谢信（大字

报），他们认为“蔡老师如此丰富的教学经验

和孜孜不倦的老黄牛精神，是师生圆满完成

《工程力学》教学任务的重要因素。”

后来，蔡乾煌所写的教改讲义，参加国

家教委征集教材评比，被教委材力课程指

导小组特邀专家一致评为“五本（当时有五

个高校参与）应征讲义中最好的一本”，而

作为教委统编教材出版。1992 年，由蔡乾

煌撰写、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材料、冶金类教

材——《工程力学》，由教委和高教出版社

向全国工科院校推荐。

蔡教授先后出版了《材料力学解题指

导及习题集》、《力学在新材料研制中的应

用》《材料力学精要与典型例题讲解》《工程

力学精要与典型例题讲解》等 6 种教材。

80 年代初，我国迎来科学的春天，科研

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起来。清华大学工程力

学系组建了“破坏理论研究室”。蔡乾煌对

当时国际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固体力学分支

“断裂力学”萌生了兴趣，于是，就从以教学

为主的教研室，转到了新成立的以科研为

主的破坏理论研究室，并以当时处于国际

学科前沿的断裂力学与陶瓷增韧力学为研

究方向。

这对已步入不惑之年的蔡乾煌来说，

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自信。虽然学生时代

师承了一些名师，但基础理论知识毕竟已

经荒废了十几年。面对机遇与艰辛，蔡乾

煌还是下定决心去叩响这个令不少教师望

而却步的当代前沿学科之门。蔡教授担任

了研究室副主任。

回忆起 20 年的不断进取、攻坚克难的

历程，蔡教授颇为感慨：当年是从降服科研

路上的两只“拦路虎”开始。由于大学时期

学的是俄语，如今搞科研作学术交流，英语

成了第一只“拦路虎”。除了短期“恶补”之

外，他还采取了一些“不正规”的办法：针对

外国留学生，他采用美国名校的材料力学教

材，给他们每周做一次辅导。如此，这些留

学生学习起来更加方便，同时蔡教授自己也

多了学口语的机会。为写教改讲义，他阅读

了大量的中外教科书，这提高了阅读英语参

考文献的速度。在翻译英语教材的过程中，

受机械工业出版社之邀，与清华大学英语教

研室主任等人分头参加了一本科技英语缩

略语大辞典的校审。“最后应聘去日本上智

大学作客座教授，算是‘恶补’英语的一个成

果。”蔡老笑道。

“数学是第二只‘拦路虎’。”蔡老说，足足

有大半年时间，研究室的几个人抱着一本用

复变函数阐述弹性力学问题的权威著作，相

互研读讨论。后来，他发表的《复相陶瓷中颗

粒桥联与相变协同增韧作用的力学分析》等

论文，就用到了复变函数这一表达方法。

多年来，蔡老与清华大学材料科学系陶

瓷材料教研室合作，结合材料学家提出的复

相陶瓷强韧化机理，提出或改进相关的力学

模型（如国际上著名的A-B协同增韧模型），

建立起宏观增韧值与材料细观参量之间的关

系，对新型陶瓷材料设计具有重要价值。

在高要求完成基础课力学教学任务的

同 时 ，蔡 乾 煌 教 授 取 得 了 丰 硕 的 科 研 成

果。他先后参加了 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其中作为负责人，完成了力学有

关子课题《复相陶瓷增韧力学模型》和《仿

生结构陶瓷强韧化机理研究》。完成 35 篇

论文，基本上都为国内外学术会议录用，或

刊登于核心学刊。由此，共获得 5 个奖项。

1998 年蔡老退休，但他仍发挥余热，

继 续 完 成 项 目 与 带 研 究 生、写 书 。 前 几

年，他还在做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论文的

评审工作。

主办: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 承办:瑞安日报社

本文主人公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馆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