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恩师陈先霖先生
Graceful Mentoring
——In Memory ofMy Academic Mentor，Professor CHEN Xianlin

供稿I胡G 4口I／HU Bao·gang

陈先霖院士(1928．9—2009．1)是我国著名机械学家和工程教育家。他从教五十余栽，在教育
和科研园地上辛勤耕耘，培育人才，硕果累累。文章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本文作者成为陈先霖

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之后的一些经历。作者回忆了先生给予的具体指导，无论是从敢为人先的科研

选题与学术创新、还是亲历亲为的现场实践与计算机编程分析等事例，都真实地反映了先生在治

学、育人等方面的学者本色和师者风范。

人生的成长过程中，除了父

母之外，老师是最为重要的领路

人。我曾十分幸运地得到许多优

秀老师的教诲和指导。其中对我

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就有恩师陈

先霖先生(1928．9—2009．1)。在我

心目中陈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

楷模。这个榜样的力量，一直激

励我要做一名称职的教师与科学

工作者，扎扎实实地实现人生的

真正价值。

我是1980年考入北京钢铁

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

程系，有幸成为陈先霖先生的第

三批硕士研究生之一。入学后我

才知道，我的学兄们学习与科研

方面都相当优秀。例如徐金梧学

兄在研究生入学前就已自学并翻

译了国际著名的工程力学大师铁

木辛柯(Stephen P．Timoshenko)的

英文原著“Vibration Problems in

Engineering”。那一届全校录取

的硕士研究生五十一人，同学们

的基础参差不齐，其中有十几名

文化大革命之前或期间毕业的老

大学生，但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

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有时我们

自嘲为最后一批“工农兵研究

生”。同学们中学历最低的可能

要数从“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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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名学生，分别为徐春光、蒋

思源和我，初中毕业加十年工厂

经历后我们都考入了机械工程

系。陈先生作为学校知名教授，

没有嫌弃我的“工人大学”毕业

背景而录用为其学生，现在回想

起来，依然让我十分感动。

入学后，陈先霖先生除了

对我课程学习关注并予以鼓励之

外，最为关键的指导之一就是让

我尽快进入研究课题中去。记得

是入学半年后(1981年初)导师就

为我初步拟定了研究课题方向：

“带钢凸度变化与板形生成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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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及其有限元方法应用”。

现在回想起来，陈先生在研究选

题方面不但积极面向工程应用中

的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而且其

研究思路与新方法应用也是开创

性的。所谓板形问题即指带钢在

平坦度方面出现的质量问题，典

型的板形缺陷包括带钢中出现

“局部波浪”或者“整体瓢曲”

等形式。当时，这个问题在国内

外冷轧带钢生产中十分突出，板

形技术的应用在国际上也是刚刚

起步，相关研究内容极具挑战

性，需要长期而系统性的研究工

作。陈先生在为研究生选题方面

高层次要求且有研究深度的胆识

和视野让我在后来的学术成长与

科研工作中深深受益。

1981年9月末，陈先霖先生

带领相关老师和我们六名研究生到

武钢1700 mrn冷连轧机现场开展

调研与实测工作。有关调研工作不

但包括板形方面相关问题，而且还

有实N$L辊热凸度及其温度场测量

等内容。这些El子里，陈先生以他

重视现场并全面细致思考问题的工

作方式启发并引导我们从事研究工

作。让我们获得近距离学习他如何

研究现场问题的珍贵机会。陈先生

从带钢的入口及出口数据、轧机操

作工艺、轧辊情况等因素尽可能全

面地予以考察，并引导我们去思考

如何建模并应用有限元方法解决具

体问题。我从陈先生调研工作的设

计安排中明白了研究难点问题应该

图1陈先霖先生于计算机数据处理图示前

简化而分解进行，在解决方案上则

要综合而系统性思考。当时武钢从

德国进口的1700mm冷连轧机虽

然包括应用弯辊调整板形的机械装

置，但是根本就没有提供用于板形

调整的工艺方法，而采用了将弯辊

力全部打满的操作方式。陈先生敏

锐地发现了该操作的不合理陛，并

向厂方指出该问题还会加速轧辊的

疲劳破坏。不要小看这个发现和其

中的建议，它可以挽回很大的经济

损失。

1981年“十一”国庆假El那

天，我们同武钢的技术员以及工人

们仍然在进行现场测试调研工作。

恰好武钢领导走访各个车间，对陈

先生和我们的工作予以鼎力协助。

我后来更加体会到，安排学校科研

团队到现场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

作。特别是像武钢1700mm冷连

轧机这样国家级大型设备的现场测

试项目，从联系成功到具体设计安

排更是难上加难。许多细节工作都

要予以考虑。其中前后测试准备

与数据处理工作就可能要以年度

来记。就我所知，这样的现场测

试调研陈先生曾组织过多次，包

括20世纪80年代在武钢、90年代

在宝钢等大型企业内实施川、贴削。

调研测试时间要根据企业要求和

实际情况来安排。我还记得邹家

祥老师曾感慨地对我们年青老师

说过他与陈先生后来一次(可能是

1985年)武钢现场调研时隋形。大

体意思是那一次现场测试调研恰值

武汉(为中国著名的“火炉”城市

之一)最酷热的季节。陈先生正赶

上患牙病，吃饭都很困难，他依然

与同学们同住招待所并同下现场测

试调研。写到此，陈先生为教育与

科技事业呕心沥血，亲历亲为的情

景不能不让我现在都感慨万分!

记得我研究生入学不久就

开始到计算机房应用穿孔纸带输

入式国产计算机算题，从登记本

中看到陈先生也经常排队上机计

【小贴士】陈先霖先生1995年在“全国冶金科技大会经验交流材料”发言《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科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均有介绍带领研究生参与武

钢、宝钢的长期合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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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1981年学校购买了穿孔卡

片输入式日本M150计算机中心

后，会更多次遇到陈先生骑自行

车来中心递交算题或领取计算结

果。那时计算机容量不大，对于

有限元分析经常会出现计算空间

容量溢出问题。我还记得陈先生

发展的针对武钢四辊冷连轧机建

立的轧制力学模型方法很有创

意。他首先发展了将四个轧辊与

轧件合并一起建立有限元模型方

法。由此可以同时考察支撑辊、

工作辊、轧件三者之间的力学作

用关系。这对传统轧制力学建模

中采取独立部件变形分析研究是

在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是

该问题应用三维模型在M150计

算机上也是不可行的。为此，陈

先生巧妙地将问题转化为二维模

型，其中对轧辊有限单元离散时

是采用了等弯曲刚度的原理来

确定轧辊单元的厚度。这样的简

化模型方法，即使在今天也很有

生命力。它不仅提出了同类问题

的二维模型简化思想和方法，而

且也是三维模型计算分析互补验

证的另一个重要手段。由此，我

看到陈先生不仅仅是指导学生课

题研究，而且是独立动手编程并

且上机计算来提出并完善模型方

法。我是1983年6月获得硕士学

位并留校进入新成立的机械工程

测试教研室工作的，并于1987年

底出国到加拿大MeMaster留学攻

读博士学位。我按当时情况推算

陈先生至少在他六十岁时还是一

直在亲自动手编程算题。而他指

导研究生工作结束已经近八十岁

了。很可惜我没有照片记录20世

纪80年代陈先生带领我们学生学

习的情景，而只有陈先生于90年

代的两张珍贵照片【，J、贴士】。画面中

反映出陈先生对于现场获得的数

据都有个人编程直接参与处理和

分析工作。我很喜欢陈先生在研

究工作结果前的学者风采。

《礼记》道：“师也者，教

之以事而喻诸德也”。陈先生在

教育学生方面留有许多令人难忘

的精神力量。他主要是通过日常

教学与科研工作细节，以言传身

教的方式引导我们培养严谨学风

图2陈先霖先生指导研究生工作

【小贴士】感谢陈先霖先牛的女儿陈迎教授提供的两幅珍贵照片

与敬业精神。对于我本人而言，

陈先生不仅教导和指引我在学术

生涯中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更

为难忘的还包括陈先生是以他的

人品、学识和身教一直在潜移默

化地影响我的人生发展。导师风

范、历历如昨、不断激励我要以

陈先生为学习榜样。其中一条就

有研究工作中要坚持自己动手。

我现在也有20年的国内教学经

历了，并更加理解老师的言行可

能会对学生产生一生影响力的作

用。更多细节我已无法忆及。但

是如同我所认识的陈先生培养的

学生一样，无不认为陈先生在为

人的价值观、道德情操与精神品

位方面的教育感召力是最为深刻

的。陈先生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在我们心中他始终是

一名淡泊名利、追求学术的真正

学者。陈先生55年的教学生涯，

为我国钢铁工业培育了许多人

才。陈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

他的崇高师德和为人品质永生!

永远怀念我的恩师陈先霖

先生。

f胡包钢2011年8月敬文初

稿，2102年11月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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