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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爷爷一生清俭、淡泊名利。我
总能回想起他伏案写作的背影，还有他
对我的教导。他说，研究牙科和研究海
浪一样，都要勇往直前，精益求精。”
惊闻文圣常院士逝世的消息，青岛市立
医院医生刘砚祖在朋友圈悲伤地留言，

“从今以后，每临海浪惊涛，如闻先生
教诲！”

文先生是海浪研究的开拓者。
1921年11月1日，文圣常出生于

河南省光山县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
儿时生活动荡，求学于战乱之年，先后
就读于河南潢川初级中学、湖北宜昌中
学高中部和湖北联合中学恩施高中分
校、武汉大学机械系。

1946年，文圣常赴美国航空机械
学校短期进修。当轮船离开码头后，他
在甲板上感受到万吨大船像玩具一样被
海浪在水面上抛掷，他被大海潜藏的巨
大能量深深吸引，萌生了一个大胆而冒
险的念头：“我要对海浪能量利用问题
进行探索！”从此，他和海洋有了不解
之缘。在美期间，他查阅了大量关于海
浪的文献资料，详细了解前人做过的种
种利用海浪动力的尝试。

1947年，文圣常回国后在重庆工
业专科学校任职，工作之余，千方百计
抽时间分析资料、制定试验方案，成功
设计出一种利用海浪的简单动力模型，
抓住任何机会做试验。因实验模型外形
奇特，有时甚至被警卫人员盘查，每一
次试验如同一次探险，但这些困难都没
能阻止他，嘉陵江畔、北戴河海边、青
岛汇泉湾留下了他一次次执着的身影，
这是我国学者最早进行海浪能量利用的
试验。

1953年，文圣常发表的《利用海
洋动力的一个建议》，成为我国学者最
早探讨海浪能量利用的学术文章。同
年，在海洋学家赫崇本的帮助下，文圣
常来到山东大学海洋学系工作，他全心
投入海浪研究，几十余载，反复求索，
在海浪频谱、海浪方向谱、海浪预报方
法研究和海浪数值模式研究等领域硕果
累累。他导出了随风时和风区成长的“普
遍风浪谱”，被誉为“文氏风浪谱”；撰写
的《海浪原理》和《海浪理论与计算原理》
成为指导国内外海浪理论研究的重要专
著，赢得了“世界五大海浪专著，中国有

其二”的美誉。他开创了我国海浪数值预
报模式研究，提出的新型混合型海浪数
值模式投入业务化应用。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终身奉献海洋”纪念奖章……文
圣常功勋卓著、荣誉等身。

文先生是严谨治学的教育家。
文圣常不仅是著名的物理海洋学

家，同时也是海洋教育家，他投身海洋科
教事业6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
层次海洋科研人才。我国自主培养的第
一位海洋学博士孙孚教授，卡尔·古斯
塔夫·罗斯贝奖章获得者、世界著名气
象学家王斌教授等皆出自他门下。他潜
心治学，著书立说，为中国的海洋教育
事业编著了 《海浪学》《液体波动原
理》《图解与近似计算》《海洋近岸工
程》等大量教材，在我国最早开设了高
水平的海浪理论课程，填补了我国海洋
学高等教育中一门主要课程的空白。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山东海
洋学院物理海洋学成为我国首批博士
点、硕士点之一，文圣常当选博士生导
师。他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时时处处
注意帮助学生在科研实践中树立科学的
态度。他的授课方式独具匠心，经常请

“学生教老师”，“逼迫”学生查阅文献
资料，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
力。他对每一名学生都严格要求，达到
了精益求精的地步，他亲力亲为，精心
修改每一篇论文；甚至在面试环节，除
了对学生的问题解答进行点评外，还耐
心地纠正学生的英文发音。他关爱每一
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
当学生科研遇到困扰时，他总是耐心嘱
咐，“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外国，
要用观测数据说话，不断提高预测精准
度”。

矢志不渝，默默躬耕，“蜡炬成灰
泪始干”是文圣常的真实写照。即使退
居二线不再直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他也每天伏案工作10余个小时，只有
春节期间休息几天。“退二线后文老负
责《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的
主编工作，即便已是耄耋老人，也不惜
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和提升英语水
平，甚至做起研究生的英文试卷。每天
兢兢业业，潜心伏案修改稿件，小到一

个标点、一个单词都反复推敲。在他和
同事们的努力下，2012年学报英文版
进入了SCI。”中国海洋大学老师郭铖
表示，“你无法想象一位近百岁老人倚
在病榻上逐字逐句修改稿子的场景，每
遇不同研究领域专家投稿他还会亲笔写
信征求意见，信尾总是谦虚地表示，如
果改得不对请改回来。”他的敬业精
神、刻苦钻研精神、活到老学到老的精
神给了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正如2014年文圣常获得中国网·
中国教育家年会“烛光奖”后，他的学
生管长龙接受采访时说：一名好的老师
就要传授知识，真正的知识是有启发意
义的，所以老师可谓“业师”。老师不
仅传授了知识，而且使学生进步到事业
的高度，可为“经师”。老师还能引导

教育学生怎么做人，这就是“人师”。
文圣常先生身上体现出了“业师、经
师、人师”的统一。

文先生是“不给大家添麻烦”的九
三学社人。

尽管在海浪理论研究上具有很深的
造诣，在物理海洋学界具有很高的威
望，然而文圣常始终认为自己的工作微
不足道，甚至为“自己年事已高，不能
为学校作贡献了，感到不安”，他的口
头禅是“不给大家添麻烦”。

在九三学社社员、时任海洋系系主
任赫崇本教授的带动和影响下，文圣常
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从此“爱国、
民主、科学”精神成为他人生追求和信
仰。他生活极其简朴，已是院士的他，
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夹克衫，拿着

一只似乎已成为他的标志的手提袋，穿
梭于校园中。他公私分明光明磊落，每
每老家来人，都是自己掏钱请客人吃
饭；身边人评职称，他刻意回避不担任
评委；年龄大了听力下降，学校多次提
出给他配备秘书，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文圣常淡泊名利，情系教育。
2000年，他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
与技术进步奖”，把20万港元的奖金一
半捐给自己的家乡学校，另一半则捐给
海大，设立“文苑奖学金”奖励品学兼
优的学生。2006 年、2009 年、2018
年、2021年，文圣常又先后4次从自
己的工资或所获得的奖励金中拿出70
万元补充到“文苑奖学金”中。2011
年，他与自己的学生们举行了一场师生
座谈会，他说：“许多人问我取得成功
的经验有哪些，我并无什么经验可谈，
唯独信仰爱国主义和追求科学精神，牢
牢树立健康正确的价值观。爱国主义和
追求科学精神以及健康正确的价值观，
是我毕生献身于祖国海洋事业的力量源
泉，这也是我想给同学们说的心里话！”

2014年，中国海洋大学建校90周
年，文圣常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没
有出席校庆，但是他时刻关心关注学校
发展，特别撰写了寄语勉励师生奋发图
强科研报国，“鱼浮崂山学脉延，师严
生勤奋致远，九十年阔搏击勇，更爱海
深洋无边。”

浩瀚的大海，时而汹涌澎湃，时而
风平浪静，永不停息的海浪声，如同文
圣常院士身上折射出的科学家精神薪火
相传、源远流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
华儿女潜心科研，耕海踏浪，奋力谱写
为祖国向海图强的华章。

每临海浪惊涛 如闻先生教诲
——追忆文圣常院士

本报记者 陈小艳 通讯员 姜玉兰

有幸在文圣常先生的关怀、培
养和影响下，与先生共事近一个甲
子了。

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个年头，
我和我大学三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
配到山东海洋学院工作。校方安排我
们到海洋水文气象系、先生作为主任
的动力海洋学教研室从教。

当时，先生已在《中国科学》上
发表了那两篇著名的普遍风浪谱和涌
浪谱的经典论文，蜚声中外，并出版
了世界上第一部海浪专著 《海浪原
理》。从而，先生已开始赢得了中国
海浪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美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先生的成就，对于一个刚刚步入

大学作为助教的我来说，在衷心钦佩
和仰慕之余，更是倾心学习的一个生
动榜样。

大学，归根结底，毕竟要以培养
人才为己任。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些年轻助教的
培养，先生更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先
生为我们教研室年轻教师制订了一整
套学习进修计划。为了加紧而有效地
实行这一计划，先生亲自并邀请教研
室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在亲临
教学第一线为学生主讲专业和专业基
础课程之外，还由王景明先生、景振
华先生，分别为我们年轻教师主讲复
变函数论、数理方程；尤其先生准备
亲自主讲计算数学和高级英语等基础
课程，并于期末像学生一样考试打分
而严加考核，好为我们进一步打下牢
固的数理基础，真是煞费苦心了！我
相信，当时要是先生的这一培养计划
能够完整实现的话，我校的物理海洋
学的发展，或许会提前10到15年与

国际接轨，更早地跻身于世界物理海
洋学科学之林，为物理海洋学的学科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师恩浩荡、感人至深！
抚今追昔，先生的这种治学严谨

的态度、以身教和言教对年轻人的培
养和关怀，难道不是给予学校和我们
后辈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和树立的光辉
榜样吗！

1978 年，改革开放，全国科
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
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生先后
创立了物理海洋学博士点；组建了物
理海洋研究所及其物理海洋实验室；
承担了国家“七五”“八五”“九五”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先生进一步推进
了他的海浪谱和应用研究；出版了第
二部经典专著 《海浪理论与计算原
理》，等等开创性的贡献。

有幸作为先生的助手和亲历者，
我仅简介一下“七五”国家科技攻关
中先生不可替代的作用和重大贡献。

1985年，以先生为首，山东海
洋学院参加了国家“七五”重大科
技攻关，第76项“海洋环境数值预
报的研究”。先生亲自主持并担任其
关键课题“海洋环境数值预报产品
研制”的组长，且领导和亲自参与
海浪专题组的研究工作。这是改革
开放以来，山东海洋学院首次参加
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而海洋环
境数值预报产品的研制，在我国更
是首次。这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个
挑战。

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永远是先生
从事科学研究的魂灵。先生根据当时
我国计算机运算的能力，扬弃了当时

世界上盛行的第三代海浪数值模式，而
提出了一种我国自主创新的、新型的混
合海浪数值模式。该模式与国际上同时
代者相比，是一个较精确、又简便，且
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海浪数值预报模
式。日本著名海洋学家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是“东方思想体系的结晶”。该预
报模式已经在国家和地区性海洋预报中
心投入业务化应用。结果证明，该模式
稳定性好、适用性强、精度高，易于普
及推广。这一成果获国家科技攻关奖。

先生对“七五”科技攻关的贡献，
也惠及了我们对风暴潮的研究。风暴潮
研究像海浪研究一样，归根结底要做出
数值预报并实现其业务化。我们早已建
立了风暴潮动力-数值预报模型，并做
过一些数值模拟和试验，可谓“万事俱
备，只欠东风”。感谢先生在其主持的
课题中，安排了风暴潮数值预报专题，
从而使风暴潮研究，在先生给予及时安
排的这一平台上，得以最终实现其数值
预报及其业务化。也使我们得以追随先
生，在国家“七五”科技攻关中作出应
有的贡献。

继以“八五”“九五”，使之更上层
楼。连续15年的科技攻关，使我国的
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研究水平可以和世界
接轨了。尤其是，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
同时，更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为国家
海洋预报事业积累了一批宝贵的财富。

我本人，近一个甲子以来，有幸同
先生共事，更是把先生的谦虚谨慎，求
真务实，推陈出新，精益求精，追求完
美的科学大家之精神，奉为至宝。先生
是学生终身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海
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十届
全国政协委员）

师恩浩荡 感人至深
冯士筰

青岛的早春，今年格外寒冷。新冠
肺炎疫情也忽然在我国多点散发，青岛
局部地区疫情较为严重，学校也因此实
行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在这样肃杀
的日子里，2022年3月20日，敬爱的
文圣常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得到这一
消息时，我正在宿舍楼看望慰问师生。
我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把注意力聚
焦到和师生交流上，但往事一幕幕浮现
在眼前，不尽的哀思萦绕心头，挥之不
去……

从1953年到学校工作算起，文先
生和中国海洋大学在一起的日子，迄今
已经是第 70 个年头了。漫长的日子
里，在海大园渐渐形成了“文先生”这
样一个特定的称呼。中国海洋大学的师
生员工称呼文先生，是那样的平常自
然，而如果称呼文院长、文院士、文教
授，甚至称呼文老师，都会感觉生疏，
感到“不自然”。文先生已经和中国海
洋大学融为一体了，犹如一座巍峨的丰
碑，是那样高大，令人景仰，又如不同
年龄海大人的兄长、父辈、祖父。海大
园里有文先生在，就像一个大家庭里有
一位仁慈高寿的长者，是那样温暖，那
样幸福。

文先生是一位浩海求索、勇攀高
峰、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家。他是我国海
浪学科的开创者，物理海洋学科的主要
奠基人之一。他导出了随风时或风区
成长的普遍风浪谱，被海内外同行誉
为“文氏风浪谱”；撰写的 《海浪原
理》 和 《海浪理论与计算原理》 两本
专著，赢得了“世界五大海浪专著，
中国有其二”的美誉，被海浪学界奉
为经典之作。

文先生是一位春风化雨、桃李天下
的教育家。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山
东海洋学院成为全国首批拥有博士和硕
士授予权的单位，文先生成为学校第一
位博士生导师。数十年来，他教书育
人，润物无声，桃李遍天下，我国海洋
领域的许多领军人才皆出自先生门下。
先生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把光和热
奉献给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使我们这
些后学者受益匪浅。

文先生更是一座引领和激励着海大
人不断前行的精神灯塔。2000年，先
生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后，随即将20万港元的奖金全部
捐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其中10万港
元捐给家乡河南光山县砖桥镇初级中
学，另外 10 万港元捐给海大，设立

“文苑奖学金”，用来表彰品学兼优的优
秀学生，并一再表示他只是作了一点点
微不足道的贡献，叮嘱不要用他的名字
命名。2006年、2009年、2018 年和
2021年，先生又先后4次将个人积蓄
和奖金共计 70 万元人民币捐赠补充
到“文苑奖学金”中，令人感动不已。
冯文波在《耕海踏浪谱华章——文圣常
传》一书中写道，文先生身上体现了充
满好奇的探索之心、谨言慎行的处世哲
学、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朴素真实的
爱国情怀、谦虚好学的向学之道、淡泊
名利的人生境界、清廉质朴的品德修
为、自由平等的仁爱之心、高雅乐观的
生活情趣。毫无疑问，能够取得如此巨
大的学术成就，得到学界同仁的一致赞
誉，赢得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的衷心
爱戴，无不得益于先生身上集中体现的
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文先生将是一座永远引领和激励海
大人不断前行的精神灯塔。面对成就和
荣誉，先生“功高却不自居，德高却不
自显”，他具有淡泊名利、崇德守朴的
高尚品德，秉承治学严谨、勇攀高峰的
科学精神，坚持勤恳敬业、持之以恒地
执着追求，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学
校“海纳百川，取则行远”校训精神最
好的诠释，是中国海大人“崇尚学术，
谋海济国”价值追求的生动体现。我周
围许许多多中国海大的师生和校友，都
在用心体悟先生的精神风范，从中不断
受到启发和鼓舞。我相信这一宝贵的精
神财富一定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并不
断发扬光大。

2021年10月6日，在先生即将迎
来百岁华诞之际，我和文先生的秘书郭
铖老师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并仔细消毒后，到病房看望先生。当我
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向文先
生献上鲜花，提前祝福他生日快乐时，
先生非常高兴。他紧紧握着我的双手，
向大家表示感谢。这时的文先生，精神
矍铄，思维清晰，他不时询问学校建设
发展情况，我认真地一一简要汇报，先
生很满意，还不时发表一些看法，叮嘱

一些事项。在会面的最后，先生表示
“希望疫情尽快结束，我想到黄岛校区
看看……”我们告辞时，先生举手示
意，一直到我们离开病房，关上房门。
这一次的道别，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
中，永难忘怀！

文先生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
“浩海求索，立言济世”的谆谆教诲言
犹在耳，他那“鱼浮崂山学脉延，师严
生勤奋致远”的期盼鞭策牢记在我们心
中。他的身影永远印记在我们脑海中，
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他深深热爱的海大
校园里。

文先生是一座永远的灯塔。他将引
领和激励我们不断前行，为了祖国和人
民的海洋科学与教育事业接续奋斗，永
无止境！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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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著名物理海洋学家、我国海浪研究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楷模、第四至五届山东省政协常委、原山东海洋学院院长、中国
海洋大学教授文圣常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3月20日15时37分在青岛逝世，享年101岁。

讣告发布后，多位政协委员、科学家纷纷撰文悼念。本版专门推出一期报道，从中摘选部分，以此缅怀这位物理海洋学家。

文圣常（1921—2022）：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物理
海洋学家、教育家，我国海浪研究和物理海洋学的开拓者之一。文圣常在海浪
频谱、海浪方向谱、海浪预报方法研究和海浪数值模式研究等领域成果丰硕。
他提出了“普遍风浪谱及其应用”论断。他提出的海浪计算方法被列入原交通
部《港口工程技术规范》，为推动我国物理海洋科学事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文圣常在船上眺望大海文圣常在船上眺望大海。。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文圣常文圣常 （（左二左二）） 在出海作业现场在出海作业现场
指导学生指导学生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文圣常九三学社入社申请书文圣常九三学社入社申请书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文圣常九三学社社员登记表文圣常九三学社社员登记表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