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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丰峻 防护工程专家 。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８
日出生于山东省黄县 。 １９６２ 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 。 洛阳水利工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 长期从
事防护工程领域的研究工作 ，对于爆炸效应试
验 、核爆炸理论计算以及抗冲击效应模拟和岩
土防护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对
防护工程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主持开
展了防护工程发展目标研究和防护工程技术专

著编著工作 ，为防护工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
促进了常规武器爆炸效应的模拟理论研究 。 获
全国科技大会奖 ２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三等
奖各 １ 项 ，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 项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的成长历程

我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 ，童年一直在艰苦
的生活环境中成长 。 这使我有机会亲近大自
然 ，春天的时候可以爬到 ２０ 米高的树上采集榆
钱 ，夏季到了就去山林中采集蘑菇 ，而秋季那是
丰收的季节 ，可以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中收集散
落在地上的麦穗 、圆白菜根和土豆 。 记得一次
春节之前 ，到远方芦苇地的冰面上去割柴草 ，以
备春节期间取暖做饭用 。 不料 ，随风而至的噼
啪作响的声音吸引了我 ，抬头看 ，在不远的地
方 ，已经是一片火光 。 母亲说 ：“柴草和推车不
要了 ，走人要紧 。”我说我跑去看一下再说 ，挣脱

了阻拦 ，我发现火势不是跳跃的 ，而是连续推
进 。 我告诉母亲 ，我们跑得比火快得多 ，马上走
来得及 。 这次童年的观察和判断使我保住家里
一件重要的财产 ，过了个快乐的春节 。

童年时代也有苦难的记忆 。 １９４５ 年初 ，我
开始上小学 ，那时的东北还处在日本铁蹄之下 。
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学校 ，清早全校列队 ，面向
东南方向 ，对着日本国旗狗哈腰一麻斯（敬礼） 。
我不能理解 ，中国人为什么必须一定要这么做 。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终于迎来了东北光复的一天 ，我
和邻里的同学小朋友欢快不已 ，到我们没去过
的地方游玩 ，也到了日本军营和日本人原来聚
居区去观看 。 我们发现了许多小东西很好玩 ，
小瓶子 、小罐子 、小铁盒子 。 母亲责骂我 ，让把
日本人东西全部扔掉 ，我照办了 。 第二天就听
到了惊人的消息 ，邻居同学曹静波在打开小铁
盒的时候 ，一团火突然蹿到天棚 ，奇怪是火扑不
灭 ，用扫把扫 ，扫把也燃烧 ，直到把大半个天棚
剪裁下来 ，埋到地里 ，火还在烧 。 远处的同学更
惨 ，把手炸掉了 。 还有同学对河水浅滩中看到
发亮光的东西很好奇 ，去踢了一脚 ，这发亮光的
一团东西就粘在他的脚上 ，继续在燃烧 ，灼热感
使他疼得大叫起来 ，后来整个脚面落下了永远
的大伤疤 。我不明白 ，日本人回自己国家去之
前 ，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幼稚单纯的孩子 。

５０年代上中学 ，几何学中的西摩松线 ，物
理学的回环运动 ，三角测高和化学测真空度实
验 ，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求知的渴望使我用节省
下来的伙食费又去买了枟在汽车驾驶员旁边枠那
么一本书 ，爱不释手 ，居然上课时还在回味和联
想 。 突然 ，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 。 我茫然不
知所措 ，根本不知道代数老师提了什么问题 。
老师说送你一只“小鸭子“ ，记了个 ２ 分 。 课外
书也看不成了 ，课程还是要学好 ，听老师的话毕
竟是对的 。 ２６ 年后 ，终于有了开车机会 ，司机
班长看我开得挺稳当 ，问在什么驾校学的 ，我告
诉他是在书本上学的 。 有兴趣 ，用心学书 ，什么
都能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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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学习生活和中学有很大的不同 ，主
要是靠自身的领悟 ，细致的反刍和自主的进取 。
我有喜欢思考的习惯 ，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的学
习要求 。 清华大学倡导学习和工程实践相结
合 ，我们在 １９５９ 年来到三门峡水电站实习 ，喧
腾的工地 ，巨大的缆索吊机 ，使我开阔了视野 。
但是事情远非那么一帆风顺 ，主电站厂房的两
半分立的水轮发电机迟迟不能安装 ，原因是苏
联专家已经撤走 ，没有人会进行大面积接触焊
接 ，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 这对我触动很
大 ，中国受制于人不行 ，国家必须自立自强 ，没
有关键技术作为支撑 ，不把发展科学技术的本
领学到手 ，理想永远不能成为现实 。奋发努力自
强不息必须成为一代青年的座右铭 ，不断激励自
己前进 ，才会成为对于国家建设发展有用的人 。

６０ 年代初 ，我开始投入到防护工程研究中
来 ，三峡工程的安全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
刚出校门投入到这么重大的工作中 ，实在是分
不清东南西北 ，所幸的是有前辈力学家的指导
和本系统专家和老师的带领 。 郭永怀先生对于
洪水波和冲击波的启蒙讲座 ，郑哲敏先生对于
冲击波特性受制于环境影响的精辟阐述 ，采用
抓住介质主要力学特性 ，果断解决应力波传播
机理的理论方法使我大受教益 。本系统的老师
们也各有特点 ，或是力学造诣很深 ，或是工程结

构知识渊博 ，或是将机电力学综合运用于量测
技术之中 ，以获取前人从未测试到的数据 。 王
承树老师的严谨治学方法 ，王如芝老师的忘我
事业心 ，修学纯老师的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 ，使
我不但从他们那学到专业知识和理论方法 ，也
学习了他们的品质和为人 。

受到大家深深爱戴的王如芝教授 ，一生热
爱科技事业 ，把科学研究当成自己的第一需要 。
我跟随她工作 ３５ 年 ，看到的是她终年不停奔波
于山区试验室和大漠工地 ，指导一批又一批的
年青干部成为科技骨干 。 为了节省科研费用 ，
她经常不买卧铺票 ，却买了科技影印书送给我
们这些青年人看 。 为了全程跟踪试验研究 ，她
宁愿天天和周围同志在一起 ，她一家分居三地
竟达 ４０ 年 。 有一次 ，机关派车送她回自己家
去 ，家就在北京槐树岭 ，院内正在修路 ，她居然
找不到自己家的位置 ，送行同志问了别人才把
她送到自己家中 。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后深受感
动 ，王教授育人的爱心无人能及 ，为了科技事业
所达到的忘我境界 ，是传授给我们的最大精神
财富 。

建设要发展 ，民族要挺立 ，国家要强大 ，我
们只有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科技事业 ，才
不会辜负前辈科学家和专家 、老师们的殷切
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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