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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尧和，我国凝固科学与技术的开拓

者与奠基人,国际著名的物理冶金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因

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30日在上海逝

世，享年91岁。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尧和致力于中国

冶金、铸造事业的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

作为中国冶金锻造领域德高望重的科学大

家、桃李满天下的教学名师，周尧和院士

在科学研究、教育管理、教书育人方面的

卓越贡献让后辈学人深感“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

一、代表中国铸造走上国际舞台，   
研究成果被收入我国和苏联教科书

1950年，周尧和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

业，三年后被公派到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

冶金系深造。从机械工程转读冶金，开始

周尧和院士

追记中国铸造领域的育人大家周尧和院士

俄语又不过关，但他凭着每天学习16小时

以上的毅力，半年时间就自修完了冶金专

业本科的所有课程，并在学业上崭露头

角。留苏期间，他发明的铸型表面高温强

度测试方法和装置获苏联创造发明专利；

关于造型材料退让性的博士学位论文，因

见解独到，被收入苏联的高等院校教材

中。1957年获得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

位，圆满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学成归国后，周尧和被分配到西北工

业大学，领导组建铸造专业。靠着满腔

热忱，他和同事们白手起家，经过5年努

力，硬是在西北工业大学建起了当时国内

最为先进的铸造实验室，西北工业大学铸

造专业也因此跻身国内领先水平。此后一

个时期，围绕液态金属停止流动的机理进

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充型能力的计算方

法，利用绝热涂料解决了航空大型薄壁铸

件的欠铸问题，研究成果被收入我国高校

铸造专业的教科书。

上世纪70年代，周尧和提出用效能系

数估算保温冒口效益的新方法，并研制

出新型保温材料，使铸钢件实收率提高

20%，冒口耗用金属减少40%，在全国推

广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79年

9、10月间，第46届国际铸造会议在西班

牙马德里召开，这是恢复中国在国际铸造

学会席位后的第一次世界铸造会议，周尧

和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被特意安排在10月

1日那天进行第一个大会学术报告。当他

用朗朗之声将作为中国官方论文的《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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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口研究》宣读完毕时，全场掌声雷动，

国际同行无不为演讲者精湛的演讲技艺和

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所折服，所宣读的论文

也被评为大会优秀论文。代表团回国以

后，《铸造》《光明日报》等媒体对之作

了广泛的宣传报道。从此，周尧和先生为

国际铸造界同行刮目相看。以后周尧和又

分别于1983年（开罗）和1985年（墨尔

本）参加了国际铸造会议，成果也获得了

1986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周

尧和被推选为全国铸造学会理事长，同年

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铸造会议上，被选为

国际铸造学会的执行委员，开始正式介入

了国际铸造界领导层的活动和工作。从

1989年到1992年，周尧和出任历次国际铸

造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1992年任国际铸

造学会副主席，1993年升任主席，为争取

1995年第61届国际铸造会议在中国召开做

了大量的工作。1995年，第61届国际铸造

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以周尧和为代表，

中国铸造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世

界舞台。

二、中国铸造专业的第一位院士，
开辟生态材料新方向

上世纪80年代，周尧和主持了国家重

点攻关项目“大型铸件凝固组织控制”，

采用计算机模拟和物理模拟相结合的方

法，在优化浇注系统和外冷铁设计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其宏观偏析形成机理与控制

研究被鉴定委员会认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由此成功解决了葛洲坝大型水轮机叶片铸

造成形及30万千瓦发电机组高压外缸铸件

的凝固质量问题，克服了因补焊而产生的

叶片气蚀现象，叶片寿命提高20%。成果

获得了1986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7年，因应铸件轻量化发展需求，周尧

和主持发明了“调压成型精铸法”，实现

了轻合金薄壁异型构件的高精度成型，该

技术在精密机械、航空航天、电子和通讯

领域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法国国际

展览会上赢得赞誉的同时，获得了1990年

国家发明三等奖。

这一时期，由于认识到金属凝固理论

是铸造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周尧和积

极倡导在国内开展金属凝固理论的研究，

开始了个人历史上的第二次创业。在借来

的房子中，他带领课题组的老师和研究

生加班加点，向新的科学高峰攀登。随着

透明模型合金凝固与晶体生长实时观测实

验室、快速凝固实验室、定向凝固实验

室、计算机模拟实验室等实验基地的陆续

建成，一批批成果也相继问世了，大型铸

件凝固控制、强制性凝固组织形成原理、

大型铸件凝固过程宏观偏析形成、大体积

液态金属深过冷与快速凝固、凝固前沿动

力学与形态选择等，每一项成果的发表，

无不吸引着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88年，

在原西北工业大学铸造实验室的基础上，

“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准建设，

周尧和的凝固理论研究团队在国际上也声

名鹤起，国外学者纷沓而至，希望开展合

作研究。周尧和也因其对中国科学与技术

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于1991年被选为全

国铸造专业的第一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同期获得了5项省部级科学技

术奖。

还是在任国际铸造学会副主席期间，

周尧和负责主持主题为“铸造和环保”的

技术论坛。他发现，世界上很多矿产资源

正在趋近枯竭，如果不开源节流，有效地

循环利用，一些矿产将在几十年中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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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用尽。为此，周尧和1996年应聘来到上

海交通大学，建立了生态材料学梯队，开

始了自己的第三次创业。他一方面开发先

进的金属材料回收技术，以提高循环利用

率；另一方面研究提高金属材料性能方

法，以节省材料的使用。经过十余年时间

的拼搏，他领导的梯队在金属熔体纯净化

和高性能材料合成方面获得了数十项国家

发明专利，并开始向社会提供成套的生产

设备和技术。与此同时，相关基础研究也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快速凝固理论、块

体金属玻璃的成分设计理论、块体金属玻

璃的塑性变形、电磁场作用下金属熔体中

夹杂物的运动规律等方面产生了一大批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获省部级科学技术

一等奖4项。

三、“从严、重导、求新”，立足
国内培养高水平研究人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教育

战线辛勤耕耘的数十年里，周尧和始终把

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无论工作

和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课堂上的

他总是精神饱满，侃侃而谈。周尧和在文

革前即已是教学楷模，所教“铸造原理”

被树立为国防科工委高等院校的样板示范

课。其深入浅出的讲述，准确清晰的概

念，丝丝入扣的推理，整洁美观的板书，

发人深思的问题，以及从无赘言和从不出

错的精确，构成一个感染力极强的科学系

统。学生从中学到的不仅是扎实准确的知

识，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科学方法，更

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被美轮美奂的精

妙学问激发的探索热情。

1981年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后，周尧

和先生已是享誉神州的学者，众多学子慕

名来到他的门下求学，培养研究生成了他

另一重要任务。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体

会，周尧和先生总结出了一套“从严、重

导、求新”的教学方法，1989年获得了国

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从严”，就是要求做事一丝不苟，

学术上要有“一流水平”。他的学生从来

没有见过周尧和发脾气，他也极少责备

人。但在他面前，学生们总是有种敬畏

感，甚至有些战战兢兢，生怕自己做得不

够。这种严，不仅体现在研究计划的制

定、实施和数据结果的分析上，乃至对论

文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求弄得很准

确。他的学生常讲，周先生修改过的文

章，可以说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变得不

完美。

“重导”，就是要求学生要有悟性。

他对学生信任并“放手”，让学生自己去

探，用悟性去体会，而不是越俎代庖地告

诉你怎么做。周尧和认为，只有逼着学生

去动脑筋、想办法，学生的能力才能得到

培养，潜能才能得到发挥。

“求新”，就是要求学生做研究起点

一定要高，一定要搞新的东西，一定要做

世界科学的前沿。周尧和对学生的评价，

不是简单看你写了多少篇文章，更重要的

是要求能说清楚学术上有哪一点的贡献是

你的。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博士生数量越

来越多，并日渐成为高校科研工作的主力

军。如何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成为

了重要的课题。总结过去几年培养研究生

的经验，借鉴发达国家培养博士生的方

法，周尧和认为，培养博士生，首先要激

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学位论文题目要有挑

战性，甚至带有比较大的风险，不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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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学生自己设计，甚至连实验装置都

要自己搭建，唯有这样，才可能引领世

界。再就是要放眼世界，掌握领域内各个

团队的研究进展，同行间经常交流的同

时，利用好国内外的研究条件。周尧和从

不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即便是“奇谈怪

论”，也主要是提出学生逻辑上存在的问

题。博士生课程教学，他也一改传统讲课

模式，给学生一个大纲，让学生自己去

学，导师不定期检查，课程小组定期听学

生汇报。这套“立足国内培养高水平博士

研究生的途径”，获得了1993年国家级优

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博士生开始

主要由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构成，他们

在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集体观念

有所淡薄，周尧和又不失时机地以生态

材料学的英文单词Ecological materialogy 

开头三个字母“ECO”作为课题组师生

的座右铭：“Excellent、Cooperative、

Original”，即“卓越、合作、原创”，

要求要有出色的成果、合作的气氛和创新

的思维。周尧和对课题组成员和博士生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有志气。教师要有志

气成为组内最优秀的成员，学生要有志气

成为课题组内最优秀的研究生。但这还不

够，学生要有志气赶超自己的老师，超过

世界上的名家，没有这种成为杰出人才的

志气，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二是要讲团

结。竞争意识是要有的，但不是组内的明

争暗斗，而是和国内外同类研究小组的较

量。要想在这种较量中取胜，课题组必须

是真诚合作的集体。三是肯拼搏。不能只

有愿望而不付诸行为，要赶超别人，就要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就要创新，要比

别人付出更多的劳动。后来，面对日益加

剧的国际竞争环境，他又进一步提出，课

题组的教师和同学要“心怀祖国，志存高

远，自强不息”，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

有用的人。

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的数十年里，周

尧和院士先后培养博士50余名，硕士30余

名。其中，1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7人

获国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8人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30余人在

国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授。他先后发

表各类学术论文500余篇，出版专著1部，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国家发明奖1项，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13项，1991年获国防

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1979年，被国务院

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同年被航空工业部命

名为“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优秀教师。

1987年，作为航空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受

表彰的20位专家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1989年，被全国教育工会

授予“为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

献的教育工作者”称号，并获“尊师重

教、为人师表”奖，是全国10位受表彰的

优秀教育工作者之一。1991年，获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科技

成就奖”，成为该学会成立55年来有重大

贡献的10名科学家之一。1991年，获得新

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颁发的航空工业个人最

高荣誉奖——“航空金奖”，成为获此殊

荣的10名专家之一。1997年，当选亚太地

区材料科学院院士。2011年，获上海交通

大学“杰出校友卓越成就奖”。

获得“航空金奖”不久的1992年12月

21日，周尧和收到了来自诺贝尔奖获得者

李政道先生的贺信，信中表示“得知您荣

获中国航空工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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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金奖，这相当于中国航空工业的‘诺

贝尔奖’。我作为中国第一个世界诺贝尔

奖获得者，对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

高的敬意。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

胜利前进。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下一世

纪初，华人科学家必将领导人类科学新潮

流。祝愿您在航空工业发展上做出新的贡

献，祝愿您在新的科研领域里取得新的成

就。”周尧和院士在其职业生涯中，忠于

职守，成果卓著。2012年，周尧和获得了

首届“中国铸造终身成就奖”。

（转自科学网，2018年7月30日，作者黄辛）

7月8日，父亲张彦离开了我们，到另

一个世界与母亲重聚。悲痛之余我追思与

他相处那一幕幕往事，越发感到西南联大

在他的一生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联大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在民族危

亡的抗战时期走上了革命道路。联大的自

由、民主、科学和不畏强暴的精神奠定了

他一生信仰的基础。在联大他结交了一批

终身好友。在联大他认识了美国飞虎队

员，引出一段中美人民70多年友谊的诗

篇。联大使他结识了我的母亲，这段姻缘

造就了我们一家。

反右运动中，文革风暴里，在父亲挨

整、受屈而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正是母

亲和联大挚友们的信任和精神上的支持帮

助他度过难关。只要父亲谈到联大和校

友，他总是那样深情、激动和自豪。每次

联大校友到我家聚会，欢声笑语的热烈气

氛就会深深地感染我。真羡慕他们这种战

火中结成的真挚友谊。我们一家都为父母

是联大校友而感到无上光荣。

联大不仅培育了我父母一代，也直接

影响了我的人生。
张彦老学长参加校友活动与好友们在一

起。左起：李晓、李储文、张彦、段镇坤

联大精神   代代相传
○张小彦

1969年我15岁那年，父母带弟妹一起

下乡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这在文革

时代是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都经历过

的事。我一个人留在北京上中学，1970年

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朝阳区一家副食

品商店当售货员。这期间父母除了每月给

我寄生活费外，还时常写信要求我自学文

化课。在那“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时代，

自学文化是受到别人鄙视和嘲笑的。在

父母的鼓励下，我顶住压力坚持业余时间

自学。在碰到问题需要帮助时，爸爸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