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第 划

芷 月

湖 泊 科 学
引闪

,

二

杰 出 的 贡 献 育 人 的 典 范
一一 深切怀念施成熙教授 一

梁瑞驹 王洪道
河海大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

我国湖泊科学研究的开拓

者
、

中国湖泊水文学灼奠基人
、

河海大学教授施成熙先生 因

积劳成疾医治无效
,

于 年 月 日离开了我们
,

终年八

十岁
。

我们为失去一位 良师而悲痛
,

追忆往事
,

深为先生事

迹所感动
。

在他度过的八十个春秋里
,

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
。

他一生勤奋治学
、

一丝不苟 呕心沥血
、

献身

科学 情心育人
、

悔人不倦
,

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

施成熙先生字 敬
,

江苏省海门县 人
,

年 月 日

出主于 一个农 民家庭
,

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南通中学
,

后入

抗州之江大学土木系就学
。

毕业后任国立 同济高级工业职业

学 校
一

段员
、

江苏省建设厅助理工程师
, 了 年赴美留学

,

获

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

并在衣阿华大学 研 究 院 进

修
,

回国后历任叙昆铁路工程局
、

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
,

行

政院水利委员会技正
、

水利部视察工程师
,

台湾省水利局顾

问兼总工程师
,

国立浙江大学土木系教授
,

复旦大学土木系教授兼主任
,

乡村教育学院水利

系教授
,

之江大学土木系教授
。

解放后
,

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水文资料整理委员会副主

任
、

主任
、

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测验处副处长
,

华东水利学院教授
,

陆地水文教研组及海

洋水文教研组主任
,

中国科学院兼任研究员
,

南京地理所湖泊室主任
,

国务院围湖围海小组

成员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
,

江苏省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
,

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等职
。

施成熙先生还担任过河海大学工会主席
、

江苏省第三届科协委员
,

江苏省

第三
、

四
、

五届政协委员
。

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特约研究员和学术委员
。

此外
,

他还是《 中国

大百科全书水文科学卷 》编委会主任
,

地表水水文学组主编
, 《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 》

编委
、

水文及水资源组主编
, 《 海洋湖沼科学理论丛书 》编委会副主编

、 《 海洋与湖沼 》编

委
, 《 地理科学 》编委

, 《 地理学辞典 》编委及 《 长江志 》
、

《 湖泊科学 》编委会顾问
。

施

成熙先生晚年还担任江苏省海洋湖沼学会名誉理事长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顾问
。

施成熙先生

虽然离开了我们
,

但他在教育战线上的突出贡献
,

科研工作中的杰出建树
,

待人处事的道德

风范
,

均堪称师表
,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一
、

教育书人 潜心著述

施成熙先生长期从事水利
、

水文和湖泊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工作
,

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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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实践经验
、

解放前
,

先后讲授 过 “ 河工 学 ” 、 “水文 学 ” 、 “灌溉 工程 ” 、 “ 水力发

电
、 ” 、 “ 海港工程 ” 、 “ 水工设计 ” 等课程

。

解放后讲授 “ 陆地水文学 ” 、 “ 水利调查 ” 、

“ 湖沼学 ” 等课程
。

在多年水文学的教学过程中
,

他提出混和与平衡是水文学的主要基本理

论
,

并据此讲授
,

概念清楚
,

效果 良好
。

施先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

多次组织青年教师和科

研人员及学生进行河流的水利调查
,

湖泊的综合调查研究
,

锻炼和培养了一支湖泊科学研究

的骨干力量
。

他平时对 同学要求严格
,

常勉励同学认真学习
,

善于思考
,

勇于实践 细心观

察
,

发现问题
,

解决间题
。

他还主持建设了校内实验场地
,

内设蒸发场与径流场
,

校外实验

基地 —宜兴茗岭径流实验站
,

供师生进行科研与实习
。

他先后赴长春地理研究所
,

东北师

范大学及合肥工业大学讲学
,

讲授沼泽水文学及冰情研究问题
,

为开展中国沼泽研究及提高
冰情研究水平作出了贡献

。

他的著作 《 台湾省之农 田水利 》 ,

详尽论述了台湾省农田水利发展过程
,

灌溉面积及

其分布情况
,

是一部农田水利方面重要文献资料
。

解放后所著的《 陆地水文学 》及与他人合

编的《 陆地水文学原理 》两书
,

将水文学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

阐明了不同水体的水

文现象与运动规律
。

根据他的水文学应为农业丰产服务的夙 愿
,

以他 为主 编的《 农 业水文

学 》 ,

阐述了水分一土壤一植物系统中与农业有关的水文条件对植物生长
、

发育等的影响
,

是中国第一部农业水文专著
,

为科学种田
、

合理用水
,

提供了科学依据
。

此外
,

他还编写了

《 水利调查 》 、 《 水文物理 》 、 《 湖泊水库水文学 》及《 沼泽水文学 》等讲义
。

施先生在主编两部百科全书的水文学时
,

制订框架
,

细心研究 撰写条 目
,

数易其稿 ,

审改条稿
,

认真推敲
。

虽在炎夏
,

工作不辍
,

使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

二
、

呕心沥血 献身科学

施成熙先生早年撰写 了航空摄影测量
、

土地整理
、

农田水利
、

港务管理等论文
,

分别发

表在当时的有关学报上
。

解放后
,

他从事中国河流分类研究
,

根据河流的水源与径流的年内

分配
,

将中国河流分为三类十五型
,

在全苏第三届水文会议上宣读
,

并刊登在该次会议论文

集上
。

此后
,

他对水面蒸发的观测
、

实验与计算 方法的研 究
,

致力颇 多
。

他建议改进 。。 ,

蒸发器的安装方法
,

以提高观测精度 指导玻璃钢蒸发器的研制
,

以改善仪器性能 提供图

纸
、

资料
,

指导外单位建设蒸发实验站 亲 自进行抑制蒸发实验
,

探索节水途径 搜集全国

蒸发实验站资料
,

制定蒸发器折算系数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确定水面蒸发模型 制成上海

经济区 自然水面蒸发等值线图
,

以便估算蒸发量
。

他先后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多篇
,

其中《 确

定水面蒸发模型 》及《 水面蒸发器折算系数研究 》二文
,

获得水电部科学技术进步奖
。

施成熙先生热心中国湖泊研究事业
,

是我国湖泊学研究的开拓者
。

年受中国科学院

委托
,

负责开展湖泊研究工作
,

创建中国第一个湖泊综合研究机构 —南京地理研究所湖泊

室
。

该室内设水文气象
、

地质地貌
、

水化学
、

水生物四组
,

后发展为今天的南京地理与湖泊

研究所
。

他首先邀请专家并亲 自带领学生不辞劳苦
,

先后去都阳湖与太湖之滨勘测
,

选定湖

泊实验站站址
,

并建成宜兴湖泊实验站
,

开展湖泊水量平衡研究工作
,

同时进行挑湖试点调

查
。

年以湖泊室为主
,

组织有关高等院校和生产部门对苏南湖泊进行了 自然条件与自然

资源的综合调查
。

在调查过程中
,

他发现温带浅水湖泊的多循环现象
,

改变了传统的双循环

概念
。

此后陆续组织了巢湖
、

洪泽湖
、

鄙阳湖和华阳河流域湖群等调查研究
。

在此期间
,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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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他 同事和学生合作的《 江苏南部湖泊综合调查研究 》 , 《 洪泽湖水文特征 》 , 《 郑阳湖

水沙平衡初步分析 》 , 《 巢湖水文特性 》等文章
,

分析了湖泊水文现象变化规律
,

提出了湖

泊资源综合利用意见
。 “ 文革 ” 之后

,

发表了《 太湖生态系统研究当议 》 , 《 湖泊闸坝水库

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价 》等文章
。

他还与湖泊室的有关同志一道
,

先后主编出版了《 江苏湖泊

志 》和《 中国湖泊概论 》两部专著
,

填补了中国湖泊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

年国家科委二局组织湖泊研究汇报会
,

施先生以古稀之年受江苏地理研究所 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的委托
,

与该所两位中年同志去北京赴会
,

向国家科委
、

中国科学院及

水利电力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 同志汇报了国内湖泊科学研究现状
、

存在的问题及与世界先进

水平的差距
,

受到领导的重视
,

·

促进在 “ 文革 ” 中被下放 的江 苏地理 所重新回归 中国科学

院
。

此后
,

施成熙先生在中国地理学会广州会议和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武汉及青岛会议上
,

多

次呼吁国家要重视湖泊科学研究
,

建立专业科研机构
。

现在
,

南京地理研究所已扩展为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他的众多论文与专著
,

对我国陆地水文学与湖泊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此外
,

对年轻的冰雪与沼泽研究工作
,

先生也关心扶持
,

给予指导
。

三
、

知识渊博 平易近人

施成熙先生一贯认真读书
、

注重调查研究
,

凡与他工作有关的文献资料
,

古今中外
,

兼

收博览
。

他珍惜民族文化遗产
,

善于从浩瀚如海的古代文献中发掘科学资料
。

他非常关注国

际科研动态
,

阅读中
、

外文科学期刊
。

在他年近八十高龄患病住院以前
,

几乎每 一 年就

要撰写一篇有关水面蒸发
、

湖泊学
、

水文学
、

环境与生态等方面的研究现状
、

研究方法和发

展趋势等内容的动态性文章
。

例如
, 《 湖泊水文科学研究现状与趋势 》 , 《 湖泊科学研究三

十年与展望 》等
。

这些文章有的发表在重要的学术期刊上
,

有的在重要的学术会议上进行交

流
,

对从事这些方面研究工作的同志
,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施成熙先生待人诚恳
、

和蔼谦逊
、

胸怀坦白
、

平易近人
,

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他

是一位关心他人
,

爱护同志和学生
、

奖掖后进
,

受人敬重的良师益友
。

他在主编《 江苏湖泊

志 》和《 中国湖泊概论 》两书时
,

正值炎热夏季
, “ 火炉 ” 似的南京

,

气温常高达 ℃以上
,

先生克服酷暑
,

始终一丝不苟
,

认真地审阅书稿
,

并提出具体修改的意见
,

保证了出版的质

量
。

施先生桃李遍全国
,

凡已毕业的学生或晚辈请教问题 或找 他审阅 书稿与评 定论文稿件

时
,

总是有求必应
,

从不 因故推托 工作再忙都要挤出时间仔细审阅
,

提出自己看法
,

亲 自

复信或约时面谈
,

非常具体地加以指导
。

先生对晚辈或青年人总是循循善诱
,

启发地提出问

题
,

平等地进行讨论
,

鼓励并尊重中
、

青年同志的正确意见
。

现在有不少中年同志在先生的

帮助和教育下
,

在教育
、

科研上均有一定的建树
,

成为教学与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

四
、

团结共事 甘为人梯

年 月施成熙先生受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的委托
,

筹建江苏省海洋湖沼学会
。

尽管他

已达七十高龄
,

但极积性不减当年
,

担负起繁重的 筹建任 务
,

与有关 专家
、

教 授频繁地磋

商 到有关部门争取支持
。

在他的努力下
,

仅仅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
,

就正式成立 了江苏省

省海洋湖沼学会
。

学会成立最初的 一 年
,

他亲 自安排 了海洋湖沼知识系列讲座
,

在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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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有关的科普宣传
,

扩大学会的影响
,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

施先生主持学会工作
,

非常注意发挥学会横向联系的智力优势
。

近几年先后为江苏省政府和有关部门主持了 “ 江苏

省大水面利用 ” 、 “ 苏南小湖群开发利用 ” 和 “ 苏北小湖群 利用 ” 等重 要的 咨询 活动
。

此

外
,

在省科协领导下
,

与其他学会对江苏省沿海滩涂资源及全省水资源利用等也进行了决策

咨询
。

在这些重大决策活动中
,

施成熙先生常常从计划抓起
,

动员学会内有关的专家学者参

加
,

并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

‘

在施老 以身作则的精神影响下
,

学会各项咨询活动都进行得

卓有成效
, 获得省科协的好评

。

施成熙先生还非常重视发挥学会的学术团体的作用
,

坚持每

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
,

交流奋战在全省海洋湖沼各条战线上同志们的科研与工作成果
, 为

发展江苏省海洋湖沼资源的优势出谋献策
。

他也非常珍惜会员们的优秀成果
,

年会 以后就抓

紧安排论文集的选稿
、

编辑和出版工作
。

学会经费紧
,

他尽量压缩学会开支
,

支持论文集的

出版
,

有时还亲 自出面筹集资金
。

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 , 论文集 已出版了三集
,

每集论文都

凝结了先生辛勤的劳动
。

最难能可贵的是
,

他于 年年底曾患病住院
,

还非常关心学会的

活动
,

了解一些重要咨询活动进展的情况
,

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

参加咨询活动的同志们都非

常感动
。

施成熙先生步入毫重之年
,

特别注意发现人才
、

培养人才和推荐人才
,

主动将一些年富

力强的同志推荐到全国学会理事会的岗位上去
。

近几年
,

他体弱多病
,

曾多次向省科协和学

会理事会表示要从学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

将那些善于团结人
、

组织能力强又有学术水平的

同志推荐到领导岗位上去
,

使学会事业后继有人
。

五
、

克勤克俭 高风亮节

施成熙先生在生活上非常俭朴
,

对 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

家中除书柜书架等摆设外
,

几乎

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家俱
,

客厅里唯一的一张长沙发
,

也几经整修
,

一直沿用至今 他平 日衣

着朴素
,

几套出客衣服还是 年代添制的 他饮食也不讲究
,

更没有烟酒等嗜好
。

可是他对

社会福利等事业却给予了最大的关怀
。

年代后期和 年代初期
,

他在南京地理所兼职时
,

叫人将他的兼职费存入银行
,

年苏北发生灾荒
,

施先生毫不犹豫地将 千多 元 兼 职 费

全部捐献给苏北救灾
。

文革后
,

他又将文革中被非法抄家的退赔款全部捐增给中国儿童福利

基金会
。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他在重病期间还关
』

合教学和科研工作
,

如审阅稿件
,

回答来访者

提出的问题等等
,

在他病危弥留之际
,

还处处为学校着想
,

表现了先生的崇高品质
。

他留下

遗言
,

感谢学校领导对他的深情厚谊
,

务请学校节约人力财力
,

从简办理他的丧事
,

并教育

子女矜持 自重
,

不要向学校提出份外的要求
。

施成熙先生和我们永别了
,

但他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激励和教育我们活着的人
,

我们要化

悲痛为力量
,

努力工作
,

完成先生未竟的事业
。

,

—

’口 ‘夕 。” ‘月夕 ‘ 夕 。 仍 ” 夕, 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