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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祖国海洋科学
事业上的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2022 年 3 月 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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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文圣常在青岛逝世，享
年 101 岁。
  海浪理论的开拓者，心系学生的引路
人，为人师表的大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海
洋学家、教育家，海浪研究的开拓者和物理
海洋学的奠基人之一，文圣常为我国物理海
洋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圣常以科学家的睿智，音乐家的灵
感，谱写出一首又一首优美高亢的大海交响
曲，奏响一曲又一曲恢宏雄壮的风浪乐章。

不断在物理海洋学领域“掀起波澜”

  “有大风的时候，站在海边，我们会看
到高高低低的海浪，表面上杂乱无章，非常
繁杂，几乎没有什么章法，其实，海浪有自
己的运行规律，有其内在的章法。如果我们
掌握了海浪运行规律，对我们人类是有很大
帮助的。”文圣常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我眼中，海浪就是我的老师。”
  文圣常一生与海浪结缘，他曾说，自己
由研究航空工程改为研究海浪，有点儿阴差
阳错。
  时间回到1946 年，他赴美国航空机械学
校进修深造。正是这次进修，使他结缘大
海，与海浪相识、相知，直至相许。
  那年 1 月，文圣常乘海轮途经太平洋赴
美，上万吨的轮船竟像纸船似的随浪颠簸，
他为排山倒海的波涛而惊叹。　
　　他的脑际里，灵感的火花不断闪烁：海
浪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既然能使航行于大洋
的巨轮颠簸，当然也可以给一切海上和沿岸
的设施与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这是把海浪
看成一种灾害；但海浪又何尝不是一种资
源呢？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萌生了献身海浪
研究的想法。　
  他决心设计一种利用海浪能量的动力装
置，去叩开海洋世界的大门。回国后，经过
精心研究，他成功设计出一种装置模型，可
以利用海浪的垂直运动压缩空气透平，从而
获得电力输出，作为一种灯标，可以不断在
波浪中闪烁、导航。他研发的装置模型几经
改进，先后在嘉陵江畔、北戴河海边、青岛
汇泉湾进行试验，这是我国学者最早进行海
浪能量利用的试验。　
　　立志科研，报效祖国。为了寻得探究海
洋的理想场所，文圣常开始打听国内的海洋
科研机构，向青岛观象台去函表述了自己从
事海浪研究的意愿。
  1953 年，山东大学海洋学系建系伊始，
首任系主任、中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赫崇本
教授求贤若渴，力邀文圣常到校执教，聘请
他主持海浪课的教学。
  从此，文圣常在海洋世界遨游，不断地
在物理海洋学领域“掀起波澜”。 
  有风就有浪，这是个看似简单的自然现
象，却是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如何准确地描
述和计算海浪呈现的多姿多态的外表及其复
杂的内部结构，一直是个世纪性难题。而海
浪谱是海洋学基础理论及工程、运输、国防
等诸多海洋环境评估计算应用中的核心问
题，是近几十年来国际上一直极为活跃的研
究领域。　
　　 20 世纪 60 年代初，文圣常经过潜心研
究，在《中国科学》（英文版）上发表了
“普遍风浪谱及其应用”等著名论文，开创
了将谱概念与能量平衡相结合的新的研究方
法，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被誉为“文氏
风浪谱”。　
　　1962 年，他的专著《海浪原理》出版，
这是国内外出版的第一部海浪理论专著。 20
世纪80 年代末，文圣常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
解析形式的海浪谱形，此次研究不同于已有
频谱的经验性，避免了国外盛行的纯经验方
法，而采用解析的方法导出风浪频谱和方向
谱。此项研究当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进一
步发展了海浪理论，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所得愧嫌厚，所献未从心

  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国家需
求，惠泽百姓民生，是文圣常一生的奋斗
目标。
  20 世纪70 年代，伴随着沿海港口、海岸
工程建设的加快，急需出台适合我国海域特
点的港口工程技术规范。
  文圣常带领团队集智攻关，提出的工程
设计和管理技术标准被纳入交通部《港口工
程技术规范》，打破了我国建设港口的有关
规范长期依赖苏联和美国的局面。
  海洋数值预报，是海洋环境预报业务走
向现代化、提高准确率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
向。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1986 年，我
国启动了“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76
项）“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文圣常承担了
该项目的重中之重——— “海浪数值预报方法
研究”。
  5 年后，文圣常带领团队研发的“新型混

合型海浪数值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当时
我国计算机运行水平较低的困难，而且使我
国的海浪预报模式从传统的经验预报，迈向
了数值预报，很快便在国家和地区性海洋预
报中心投入业务化应用。验收专家组评价：
成果达到国际水平，部分内容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并被国家科委列为重大科技成果。
　 20 世纪最后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出了“国际减灾十年”的号召，这与文圣常
一直以来倡导的从中国海洋事业的实情出
发，研究海洋灾害、造福人类的想法不谋而
合。这期间，他主持承担了“灾害性海浪客
观分析、四维同化和数值预报产品的研制”
专题工作，相关产品现已在国家海洋环境预
报中心应用于风浪预报，并进入当时中央电
视台灾害海浪预报，在我国防灾减灾工作中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一系列科研成果，都是在他坚持从中国
海洋事业的实情出发，研究海洋灾害，助力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指引下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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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话语展露出文圣常坚定
的信念、真挚的情感。
  多年来，他心怀“国之大者”，潜心蔚
蓝，浩海求索，为国家海洋科技事业的发展
进步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每当别人对他取
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表示敬佩和祝贺时，
他总是说，我没做多少工作，国家给予我的
太多，我做得还不够好。
  “所得愧嫌厚，所献未从心”是他用以
自勉的诗句，正是怀着这种感恩的心，即使
80 岁高龄，退居二线以后，他依然如春蚕、
如蜡烛一般奉献着余热。   

学生讲课老师听

  学生讲课老师听？对，没错，这是文圣
常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名誉院长
管长龙，1989 年跟随导师文圣常攻读博士研
究生。他回忆：“我是学物理出身，考上博
士研究生后，跟随文先生从事海浪方面的学
习和研究，存在一个从理论物理向物理海洋
转换的过程。”
  当时博士研究生的专业课程是《海浪理
论与计算》，所用的教材就是由文圣常和余
宙文联合编著的《海浪理论与计算原理》。
了解到管长龙之前担任过教师，文圣常就采
取了一个新颖的教学方式——— 师生换位，让
学生给老师讲课。
  “给导师上课开始了。地点就在文苑楼
文先生的办公室，课程每周一次，在星期六
下午。听众中还有物理海洋研究所海浪室其
他老师。”管长龙回忆，“刚开始还算顺
利，课程内容是比较系统和严密的液体波
动，有流体力学基础的我还不难理解与掌
握，文先生也总是给予鼓励与肯定。随着课
程内容的深入，自己真正感受到了是在爬隔
行的那座山。”
  在这种师生换位的讲述中，为了在讨论
时不被导师问倒，管长龙在课下查阅了大量

的文献，了解前人是如何研究的，消化吸收
之后，再变成自己的知识储备。一年下来，
他也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业内人。
  时至今日，谈起导师文圣常的良苦用
心，管长龙说，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方
式——— 他讲我听，可能彼此都很轻松，但自
己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收获。
  为人师者有三种类别，即业师、经师和
人师。在文圣常的从教生涯中，三者是浑然
天成、密不可分的。他既向学生传授海洋科
学研究的专业知识，又引导他们触类旁通，
广泛涉猎，树立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
  他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言
行举止感化、引导学生，既要脚踏实地，又
要志存高远，养成淡泊名利、高洁优雅的君
子之风。  
  管长龙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可能
文先生对海洋技术的掌握不再是最先进的，
对科技进展的了解也不是最前沿的，但他却
一直是我们做人的导师。“可能现在他更多
是做‘人师’，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不
是说他怎么来教导你，而是说他怎么做，被
你看到了，默默地影响你。” 
  正如培养管长龙这样，文圣常坚信，中
国要搞海洋研究，首先要培养海洋科技人
才，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因而，
在科研上硕果累累的文先生最看重的还是教
书育人。　
　　他桃李满天下，亲手培养了众多高水平
海洋人才。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海洋学博
士孙孚、荣获“卡尔·古斯塔夫·罗斯贝
奖”这一国际大气科学界最高荣誉的王斌教
授等海洋领域的许多领军人才和骨干力量皆
出自他门下。
  2014 年 12 月 12 日，钓鱼台国宾馆，中国
教育家年会把2014 年中国教育“烛光奖”授
予文圣常，表彰他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方
面的卓越贡献。

一天上三班，永远的文主编

  从教学和科研一线退居到二线那会儿，
文圣常还是想力所能及地为国家、为社会、
为学校做点什么。
  熟悉文圣常的人都知道，即使年事已
高，他仍坚持一天上三班：每天上午 9 时来
校，中午12 时30 分回家吃饭；饭后再来校，
傍晚6 时 30 分左右回家吃饭；晚饭后再一次
来校，晚上10 时回家。十几年来除春节期间
休几天假外，雷打不动。  
  2002 年4月，《青岛海洋大学学报（英文
版）》创刊号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担任主编
的文圣常高兴地说：“创刊的英文版，是我
们海大的‘新生儿’，要细心爱护他，使他
茁壮成长。”
  在文圣常看来，学报是展示学校形象和
水平的重要窗口，既可以透过它看世界，也
可以通过它展示自己。
  学报后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
文版）》。身为主编，文圣常坚持质量第
一、宁缺毋滥的原则，决不会因为没有稿子
就拼凑或者以次充好，敷衍了事。每一篇稿
件刊发之前，他都要仔细审读，除了专业创
新之外，他还对文章的遣词造句、语法规范

等进行严格审查。
  从 2005 年开始，学报改成了季刊，一年
出版四期，工作量较之前翻了一番，他的工
作压力也随之增大。即便如此，文圣常依然
坚持审读、修改每篇稿件。
  他的工作量一般保持在每周2-3篇，编辑
每周一把需要审读的稿件送过去，把他审读
过的取走。据负责每周给他送稿的编辑季德
春老师介绍：“一年365 天，没有周末，没有
节假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他都按
照自己的作息规律在审稿。”
  多年来，在审稿过程中，他从未耽误过
工作。有时因为要去济南体检或者生病住
院，他会提前和编辑部的同事们沟通好，把
需要他审读的稿子提前审完。
  2007 年，文圣常不小心烫伤脚踝，伤口
感染，需要做手术。术后，医生叮嘱他要卧
床休息。他便把腿搭在板凳上继续改稿，同
事想减少他的工作量，他却说：“工作耽误
不得，我必须抓紧时间……”
  2013 年，文圣常患上肺炎，他便把办公
场所彻底转移到家中，依旧每天工作5至6个
小时。直到2019 年，98 岁高龄的文圣常因身
体不适住院治疗，才不再坚持工作。
  在文圣常率先垂范下，历经十年的辛勤
付出与不懈努力，自2012 年起，《中国海洋
大学学报（英文版）》成功被SCI收录。当学
校领导和师生前来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时，
他谦虚地说：“总算没有给学校丢脸”。
  据统计，从2002 年创刊至2019 年，《中
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出版70 余期，
文圣常大约终审了800 余篇稿件，按每篇论文
4000个单词计算，共审读了300多万个单词。

设立文苑奖学金奖掖后进

  文圣常生活简朴，却将自己的奖金捐给
学校，设立了文苑奖学金，且不断注资。
  1999 年他获得了何梁何利奖，奖金20 万
港币，他将其中一半捐给了老家河南光山县
砖桥镇初级中学，修建海洋希望教学楼，另
外一半则捐给中国海洋大学，设立文苑奖学
金，奖励优秀大学生。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奖学金的命名问题
曾难坏了中国海洋大学校领导。按理说以文
先生的名字命名合情合理，但当学校提出这
个建议后，立即遭到文先生拒绝。校领导也
再三劝说文先生，但被他婉拒。此后尽管校
领导又先后五次上门，文先生依然不松口。
最后，校领导决定以文苑命名，既符合大学
的品位，又与文院士谐音，文先生这才高兴
地答应了。　
  文先生说，文苑两字，文就是文化，苑
就是园地，合起来就是文化的园地，海洋大
学就是一个文化的园地。　
  为让这一奖学金保持长久，2006 年 11 月
16 日，第七届文苑奖学金颁奖仪式结束后，
文圣常打开手中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
10 万元现金，这笔钱来自他的工资收入，他
希望将其补充到文苑奖学金里。
  他说，自己算了一笔账，以每
年评选 3 名获奖学生，每人

5000 元奖金算，之前捐的那10 万港币基本用
完了，所以他又从自己的工资里取了 10 万
元，希望学校收下，作为后续的奖学金。
  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为之动容，时任校
长吴德星说：“即使钱用完了，这项奖学金
我们也会一直评下去，不可能钱用完了，我
们就不评了，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但文
圣常执意要求学校收下这10 万元，学校最终
尊重了他的意见。
  感动于文圣常院士高尚的品格、无私的
奉献精神，当年的获奖学生之一张潇源同
学，从奖学金中拿出2000 元，在他所就读的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设立了传承奖学金，希
望把以文圣常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追求真
理、崇德守朴、爱国爱校的精神永远传递
下去。
　 2008 年，文圣常获得青岛市首个科学技
术最高奖，奖金50 万元。 2009 年，他将其中
的20 万元捐给文苑奖学金，其余30 万元捐给
海大，供学校本科生研究发展使用。他表
示：“我从社会得到很多东西，我有义务回
报社会。”
  2018 年 11 月 1 日，文圣常再次向学校捐
赠20 万元，用于发放文苑奖学金。面对他的善
举，学校领导表示，学校现在有钱，文苑奖学金
也会一直发放下去，文圣常却说：“我只是想表
达我对学校的热爱之情。”
  2021 年 11 月 1 日，文圣常百岁生日之
际，他又作出决定，从积蓄中拿出20 万元捐
赠给学校。据统计，截至目前，文圣常已累
计向教育事业捐赠120 万余元。作为中国海洋
大学学子梦寐以求的奖学金，文苑奖学金已
颁发22届，累计66人获奖。
  2014 年度“感动青岛十佳人物”颁奖典
礼上，文圣常被授予“感动青岛”十佳道德
模范称号。“感动青岛”评委会评价他：
“捐资助学，无私忘我，先生之风，山高水
长。”

文先生是我们心中的榜样

  “百年踏浪，浩海求索，文先生千
古！”
  “致敬，国士无双，先生一路走好！”
  “先生千古，风范永存！”
  “先生一路走好，后辈定不负所望！先
生千古！”
  ……
  为心爱的海洋事业操劳一生的老人，恋
恋不舍地走了，像一只春蚕，吐尽了最后一
根丝……文圣常逝世后，社会各界纷纷表达
对文先生的哀思和敬仰。
  先生已逝，精神长存。“文先生虽然离
开了，可他的精神和贡献会永远记录在海洋
史的丰碑上！”
  听到恩师去世的消息，文圣常的博士研
究生赵栋梁悲痛万分。他哽咽着说：“我最
后一次见文先生是去年夏天，由于疫情，进
不了医院病房，趁他出来在院子里转的时候
见了一次面，谈的时间还挺长，没想到竟然
是最后一次了。”
  1992 年，赵栋梁考上博士研究生，师从
文圣常。“我给他写了封信，询问考研需要
复习哪些内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没
想到我很快就收到文先生的回信，满满三页
纸，回答了我很多问题，说了很多鼓励的
话。”赵栋梁说，“特别是我来了海大之
后，进一步了解了文先生的为人，学问做得
那么好，名气那么大，关键是对人真是太好
了，太平易近人了。”
  在中国海洋大学，提起文院士、文先
生，大家都肃然起敬。在广大师生心目中，
他胸怀坦荡、崇德守朴的高尚品格，治学严
谨、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虚怀
若谷的君子之风，永远是大家学习的典范。
  “文先生是求实创新、耕海踏浪、令人
敬仰的杰出科学家；文先生是淡泊名利、立
德树人的教师，是具有仁者之心、君子之风
的海大学长；文先生是我们心中的榜样。”
第七届文苑奖学金获得者、清华大学环境学
院长聘副教授张潇源说，文先生的精神和品
格激励青年一代接过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火
炬继续奋斗，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第二十届文苑奖学金获得者曲麟昊说：
“我们要铭记文圣常先生耕海踏浪的精神与
情怀，将爱国主义精神和追求科学精神践行
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处。”
  中国海洋大学2018 级海洋科学专业学生
毕瀚文表示：“文院士一生的经历，其实是
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学生学习的过程，文院
士这种精神也会一直传承，激励我们担当起
时代赋予的重任，从文院士手中接过接力
棒，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扬帆远航。”
  文圣常犹如一座精神的灯塔，为中国海
大人照亮了前行的路，也指
引着这所特色大学进取的
方向。
  百年文圣常，一生
献 大 海 ， 海 浪 谱
华章！

为心爱的海洋事业操劳一生的老人，恋恋不舍地走了，像一只春蚕，吐尽了最后一根丝……

百年文圣常 海浪谱华章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冯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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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圣圣常常眺眺望望大大海海

文文圣圣常常在在实实验验室室

文文圣圣常常为为毕毕业业生生拨拨正正流流苏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