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伴你是福：蔡凤英日记摘选／蔡凤英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66-0836-4

Ⅰ.①伴⋯ Ⅱ.①蔡⋯ Ⅲ.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1636号

伴你是福：蔡凤英日记摘选

作  者：蔡凤英

出  版  人：张百新          策  划：姚昆仑

责任编辑：刘燕玲          封面设计：伍民力

特约编辑：石 玉  张广全 杨 标 王秀娟 首 越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钟铉工作室

印  刷：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4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836-4 

定  价：3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1970年作者与丈夫涂光炽结婚登记后在花溪合影留念

1999年作者与丈夫、儿子、孙子、孙女在美国奥斯汀涂勘家中合影

伴你是福彩页.indd   1 2014.1.13   3:19:10 PM



1987年作者陪同丈夫在山东招远考察    2002年作者陪同丈夫在广东高要河台金矿考
察时与同事合影

1993年夫妇俩在张家界休假时留影         

2006年作者与丈夫在北京舒心地散步
             

2002年11月莫斯科大学校长(左四)来家中拜
访时合影(左一为作者)     

2004年作者陪同丈夫参加光炽小学落成典礼
时与学生们合影  

1994年作者(左三)陪同丈夫(左四)在云南西双
版纳白牛场金矿考察身穿民族服装留影   

2012年作者(右二)在中科院院士团拜会上与
部分院士夫人合影

     

伴你是福彩页.indd   2 2014.1.13   3:19:19 PM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序
X

U

>>> 1 <<<

序

蔡凤英老师与我的导师涂光炽先生相识于风雨如晦的“文

革”年代。一对苦命的夫妻，一对深情的伉俪。从“文革”到改

革开放以后这段波澜起伏的岁月中，他俩一路风雨，一路艰辛，

一路探索，一路阳光。蔡凤英老师将陪伴在涂光炽院士身边那些

难忘的日日夜夜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一有空闲便记录下来，形成

了一篇篇朴实而又动人的心篇。字里行间，记录了涂先生野外考

察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涂光炽先生的智慧和忘我的探索

精神，充满了蔡凤英对涂先生的爱。

2007年7月，涂光炽先生溘然长世，蔡凤英老师陷入了深深

的悲痛之中。她经常翻阅过去的日记，回忆与涂先生在一起的难

忘岁月，常常夜不能寐。她没有停笔，把思念凝注于笔端，又写

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文字。我有幸作为一位读者，阅读了这些文

字，从这些文字中，我看到了蔡凤英老师几十年的真情流露，阅

览了时代的变迁，欣赏到了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

涂光炽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第

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青少年时代曾就读南开中学、抗日军政大

学、西南联合大学，后留学美国和前苏联，分别获得了博士和副

博士学位。涂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动员留美爱国学生回国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野外考察或研究中

紧张度过。他每到一处，总是白天跑野外，晚上作报告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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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涂先生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说：“跟涂先生出差，休想游山

玩水。”在近70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涂先生的足迹遍及国内

外大大小小的400余个矿山点，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贵州省最高科学技术奖等20余项重大奖励。

我是涂光炽先生的学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都深深感

受了先生作为我国乃至世界著名地球化学家的大师风范、为人师

表、做人楷模。细读蔡凤英老师的日记，不但使我从更多方面进

一步感受到先生做事、做学问和做人的楷模力量，也同时感受到

蔡凤英老师对先生的爱、对自然和社会的爱、对先生事业的无私

奉献，两位老师都是我们学生永远学习的榜样。

本书根据蔡风英老师多年写下的日记，从中精选了部分内

容，分为考察篇、情感篇、生活篇三个部分。书中比较详细地记

录涂先生和蔡凤英老师多年来工作、生活经历。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缘分，涂光炽先生与蔡凤英老师一

路搀扶走出了不同凡响的人生。日记中，有不少撩人心扉，感人

肺腑的内容。正如有人所说，有了蔡凤英的精心照顾，涂光炽才

能战胜前进中艰难困苦，病魔疼痛；才能在考察中精力充沛，火

眼金睛；才会在后来的科研中涌现更多的丰硕成果。

斯人已去，音容宛在；玉质高风，精神永存。蔡凤英日记不

仅是她本人对涂先生怀念之情的展现，也是涂光炽先生的同事、

学生对他永久怀念的记录。愿涂光炽先生的博学智慧、宽仁随

和、大爱无疆和奋斗贡献的精神永存天地之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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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光炽永在我心中

我和我的先生涂光炽虽是半路夫妻，但38年相濡以沫的恩爱

生活，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自从1985年他心脏大手术后，身体

很虚弱，又感染上丙肝和亚甲减，因此，我就申请提前退休了。

我本身是个医生，就想尽一切办法为他调理生活、搭配营养和保

健护理。他外出时我也同行，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在他身旁。老

涂是我特别敬佩的人，他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一直激励着

我。从1987年到现在，我写了十几本约20万字的日记，记录了老

涂在野外工作的艰辛，对地球化学事业的敬业精神，对祖国的热

爱，对同志的关心等。现选择部分日记，综合整理成文，以表深

切怀念。

记得40年前，我与老涂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心就被他的

遭遇和诚实深深打动。1970年的一天，他突然到花溪医院来对我

说，老蔡我们办手续吧。我楞了，随即说双方的亲人才走不到三

年，不行。他说，周总理通过中科院打电话通知所里，要他马上

到北京。没说什么事，但当时还在“文革”中，不知内情，他担

心若回不来，两个孩子没人扶养。他想办手续后，就可交给我代

他抚养。我最终同意了，并马上与他到花溪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

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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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涂安全从北京回来后，干劲十足，积极筹划学术活动，

当时我还为他担心。1972年底，老涂在贵阳成功组织召开了

“文革”中第一个全国性稀土学术会议（即有名的“12·5”会

议）。

“文革”结束后，老涂说，可以丢掉包袱大干一场了！于是

他更加拼命地工作，决心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1973年，他带领地球化学所20多位科研人员，奔赴华南各省

考察花岗岩，在野外胃大出血，幸亏及时送到广州做了胃切除手

术。1974年，他组织地球化学所200多人，并亲自带队指挥参加

了全国富铁矿大会战。这一年，他带病到广西大厂考察，因链

霉素使用过量而致使右耳失聪。又有一次，在野外被荆棘穿刺鼻

梁，引起感染、化脓。至于小伤小病的，老涂从来都没放在心

上，照常该考察考察，该搞科研搞科研。

1978年，地球化学所有多项成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老

涂坐到了大会主席台，我为他感到光荣。

进入80年代，老涂承担了好几个大的重点课题，特别是矿床

地球化学，他费尽了心血。他还想进西藏考察。可是，经医生检

查，他的心脏功能衰竭特别厉害，随时都有骤停的危险，平时就

靠吃强心药或打强心针维持，西藏肯定是去不了了。但对于一个

研究矿床的人来说，不亲身接触大自然怎么可以。

1982年，他不听劝告，坚持要去新疆考察石油矿产。所里只

好派办公室副主任李加田专程陪护。考察结果颇丰。1984年10月

1日，在地球化学所召开的国庆35周年大会上，他雄心勃勃地提

出，要把地球化学所建成一流的研究所。

1985年，他的心脏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他毅然决定手术治

疗。老实说，他体质很差，一身多病，我很担心他经不住如此大

的手术折腾，在手术台上发生意外，所以在内心不太赞成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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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涂却反过来安慰我说：“做了手术可以延长我的生命，哪怕再

能为党工作两年也好。”

在中科院和卢嘉锡院长的大力支持、领导下，在北京安贞医

院吴英凯院长、中科院地学部办公室孟辉主任和地球化学所陈毓

蔚副所长的精心安排、周密组织实施下，老涂的心脏换膜手术非

常成功。

术后，医生要求全年休息。可是老涂对医嘱根本不在乎，出

院不到半年，他立即去新疆组织国家305项目的攻关课题。1987

年七八月间，我陪他考察阿尔泰及天山南北。在没有修好的坑道

中看岩体、看矿脉。一次，在烈日下穿行戈壁滩，我们两人的鞋

都被沙子烫坏了。午饭找不到地方吃只好啃西瓜。有一次到云南

北牛场看一个废弃矿，他为感谢守矿人，还把一支从美国带回的

钢笔送给他留作纪念，并说此矿今后能养活人。

上世纪90年代初，老涂连续几年多次到山东招远、牟平考察

金矿。特别是下到那些被认为已经采完黄金的废矿山、矿井去做

仔细考察、研究。作为废弃矿井，通风、照明、排水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最艰苦、最危险的事情。但他仍然坚持下到井下，对每

一个矿井都认真、细致地观察、分析。随后他认为，矿井打的深

度不够，富矿层还在下面，提出要“攻深找盲”。按照老涂的指

导方向，确实发现了大型金矿，救活了废弃矿山。这就是现今我

国的现代化金都——招远。

2001年，他已81岁高龄，还带领科研人员赴云南个旧，深入

矿井考察锡—多金属超大型矿床。

多年来，老涂一直非常重视野外地质考察，从不在办公室冥

想。每年他都要到野外考察、研究好几次，有时还利用开会途中

或会议间歇，安排就近考察。我提着标本袋一路紧跟，发现他只

要看到矿石，就忘记了自己的病痛。而且总是那样认真，对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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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点，只要认为有价值，不管山高地滑，多么崎岖难行，一定

要去，即便走得汗流浃背也要到达目的地。他观察地貌和矿石的

时候尤其细心，有时还掏出本子来做详细的记录或画图。

2004年11月，华东理工大学邀请老涂去开会，22日下午他向

大会做了有关地幔柱与找矿的学术报告。余达淦教授在餐桌上谈

到老涂的找矿方法思想超前时，说：“1963年我们请涂先生来看

铀矿，涂先生对铀的地球化学性质，总结为：‘生性活泼，易聚

易散。深源浅成，后来居上。’我们一直以这种方法来找铀矿很

见成效。我们学院能发展到今天，和涂先生的找矿思想分不开。

在矿产资源方面，涂先生有很多超前思想。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受益匪浅。”

这些年，跟随老涂野外考察，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我才

真正体会到地质工作是多么的辛苦，而且存在着许多预料不到的

危险，不但要随时做好面对各种困难的准备，饿肚子也是常有的

事。但地质工作又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崇高。作为一个外行家

属，我边写日记边琢磨，就老涂来说，他这把年纪，身体不好，

工资不低，名气不小，却这样不顾一切、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跑，

到底图个啥？为了啥？看到他所到之处，人家那样欢迎他、崇敬

他，连我都受到尊重，大家都想听他的学术报告；那些公司、矿

山，根据他的指导见了成果，获得效益，我才慢慢地悟出其中的

道理：他为的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一个共产党员宗旨的追求，一

个地质工作者职责的追求，一位老科学家对一种观点、一种学

说、一种理论的追求，总起来说是为祖国富强而执著的追求。

在做人、做事方面，老涂与世无争，能团结同行，也能包

容他人。哪怕是学术观点不一致时，也是民主讨论，平等相待，

从不把个人的意见强加于人。有人在他面前评论什么人或事，他

从不附和。有时我爱发表看法，他会根据当时的环境气氛立即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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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扯扯我的衣服，或简单说一句“老蔡你不用管”。他知道

我的性格，顾及我的自尊，随后单独给我讲道理，批评我。对于

他的诚恳指教，他的处理方式，我非常信服。结婚38年来，我们

一直是互敬互爱，没有拌过嘴，没有说过一句伤感情的话。

我们这个家，人多且特殊，后妈和继父都很难当。但在老涂

的统领下，男女老少四代，却相处得十分亲密、和谐。就连保姆

和司机，老涂也以家庭成员相待，一起用餐，有空就帮助收、倒

垃圾，晾晒、收叠衣物等。他还叫我拿钱送小保姆读夜校，后来

帮助保姆成家立业。我的朋友、同学来访，他总是放下书，给他

们倒茶，并亲切地聊上几句。

老涂与他的学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不管远近，不论是电

话还是亲自登门求教，他总是热情地讲解。2007年3月25日，就

是他重病住院前一天，他的学生周怀阳带海事局两位同志来找他

请教有关问题，老涂坚持给他们讲了两个多小时，这也是他最后

一次关心、支持他学生的成长。他培养的第一个博士丁抗出国18

年，一直坚持深海研究，是老涂生前特别关注和期望的。丁抗撰

写了一部《深海18年》的纪实专著在美国畅销，老涂看了此书，

很是满意，并给予鼓励。

2006年6月，地球化学所举行建所40周年庆祝活动，地球化

学所特向其创始人涂光炽颁发了“丰碑奖”。老涂在6月16日的

颁奖大会上说：“我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活了86年，但

是过去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尽管我做

了点工作，成绩不大。但还是得到了我们所同志的认可，而且授

予了我一个丰碑奖。这个奖在我们科学院的研究所还没有过，那

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代表意义比较长期的工作丰碑。他不是说某

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期所做出的成绩，而是应该代表一个人在很

长的时间甚至于大半辈子所做出来的工作的认可。这个奖对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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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更新的鼓励因素，我相信我今后还要更好地

工作，要更好地做出一批成果，和我们所同志在一起共同创造地

球化学所更加美好的未来。”

老涂虽离开我两年多了，但他的言行举止和音容笑貌，常常

浮现在我的眼前。本书主要是我伴随光炽多年写下的日记摘录。

现选择部分日记，综合整理成文，以表深切怀念。

感谢姚昆仑先生、刘燕玲编辑等人对本书的策划、文字润

色，把我那些零零碎碎、尘封的日记束集成书，使之成为我对光

炽的一种最好的思念。

作者



  1987年，为支持光炽的事业，关照他的饮食起居，我

提前退休，伴随在光炽左右。在陪同他进行地质考察和参

加学术会议中，坚持手记笔录，记下了那些日子中所了解

到的工作情况，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趣事。

考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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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5日 小雨 乌鲁木齐

昨天与老涂及他的同事到了乌鲁木齐，因

路途遥远，比较疲倦，我们就早早休息了。新

疆的时差比北京晚两个小时，今晨7点我习惯性

地起了床到外面走了走，此时大部分当地人仍

在睡眠中，一般习惯在9点左右吃早点。

这是老涂担任国家“305”项目首席科学家

后第二次来新疆考察。“305”项目是国家科技

攻关项目，它是一项“加速查明新疆矿产资源

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综合研究”（简

称“305”项目）。这次来新疆考察前，涂光

炽刚做完“心脏手术”病愈不久。为了照看好

他，我作为他的保健医生也随同前来。

晚上，仟辉及野外队同志来访，从他们的

言谈话语中得知干得很好，他们已获得了当地

不少的考察资料。

1987年7月16日

今天上午我们由乌鲁木齐出发前往和布克

赛尔自治县。

沿路车太多，因路不熟，两辆车互相找，

中午到达奎屯，下午2点才找到一家饭馆。草草

吃了午饭，下午5点到达克拉玛依。因要赶路，

仅在这个举世闻名的油田走马观花地看了一

眼。这里的气候条件很差，气温在三十八九摄

氏度左右，吹来的风都是热的，可以想象石油

工人的工作环境有多艰苦。好在这里的福利待

遇较高，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保障。出克

拉玛依市后沿途都是大沙漠，沙漠中有不少抽

注：国家“305”项目，

因1985年3月，国家计委、国

家科委以计、科（1985）305

号的文件批复而得名。该科

技攻关项目旨在加速查明新

疆矿产资源的地质、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综合研究。是

我国固体矿产研究领域持续

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投入

资金最多、研究成果最为突

出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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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机在工作，好像没有工作人员控制一样，每

隔50米就有一台。到丘尔河才见到一点绿洲，

为数不多的羊群及骆驼在悠闲地吃草。骆驼在

内地很少，而在这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交通工

具，而且性情也温和。

下午7点左右到了魔鬼城。我不禁想为什么

叫魔鬼城？过去真有魔鬼？这个魔鬼城中的魔

鬼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吧！

此城有1公里左右长，内有许多奇形怪状的

似人非人，似物非物，又似城堡，又似高楼，

还似大树的土石混合的小山。山上没有草，要

不是时间关系，真想下车去照几张照片，毕竟

这些景在城市是见不到的。晚上8点到达和布克

赛尔自治县，我们在县办水泥厂招待所吃手抓

羊肉，每人一大碗，过瘾。不用手是吃不到鲜

美的羊肉的，入乡随俗吧。在这样的条件下，

也没有办法讲卫生，也谈不上怕传染肝炎。

1987年7月17日

早上我们吃了些从北京带来的干面，每人

吃了一点常用药，喝了一点水，就从和布塞克

尔出发了。一路上见不到一个人影，公路两旁

都是大沙漠，偶见一小块绿洲。

中午路过一个小镇，在小镇上的一家饭馆

午餐。哈巴河从这里流过，河水很深。用河水

养的鱼没有污染，鱼肉洁白鲜美。我们中午吃

饭时居然吃到了武昌鱼。

饭馆周边有一两家商店，橱窗里面摆的大

部分是上海货，连水果糖也是上海的，也有北

京的羊羹，四川的天麻等。可见现在开发中的

涂光炽在莫斯科大学

学习的第一年夏天，就积极

投身到野外工作，考察了中

乌拉尔的卡拉巴什和南库茨

奇哈含铜黄铁矿床。1952

年12月涂光炽向教研室汇报

了野外考察成果，获得“优

秀”评价。1953年他再次赴

野外考察，其成果同样向教

研室作了汇报。涂光炽仔细

整理并深入分析收集到的野

外资料，获得了珍贵的地质

学、岩石学和矿物学材料和

样品，据此得出了极其重要

的科学结论。涂光炽于1954

年底在教研室进行了毕业论

文预答辩，1955年初，在系

教学委员会上极其出色地通

过了“南库茨 奇哈和卡拉

巴什的含铜黄铁矿床”的论

文答辩。

尤·斯·鲍罗达耶夫

弗·依·斯塔罗斯金（莫斯

科大学地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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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以前大不一样。

饭后没休息就上车赶路，平时有午睡习惯

的光炽，因想争取多观察地貌，几天来都没有

午睡。我们下午3点左右到达额尔齐斯河支流，

此河是由中国起源流入北冰洋的一条河流，过

了河就可到达哈巴河上游的地质考察4大队。但

因河水上涨，不敢贸然过河，想找浅一点的地

方过河。我们走了约一个小时，见到一人家，

就停车上前问路。主人说，这里就算比较浅的

地方了，大车可以通过，小车不行。说话间，

一只凶狗，绕车叫个不停。也许它也在告诉我

们过不了河吧。我们又回到小河边，王师傅开

车试了一下水深，刚开了没多远，车头就下了

水，岸上人员怕车熄火，忙叫退后。正在举足

叹息之时，看到对面一辆大解放车由远而近到

了河边，大家都集中眼神看它是怎样过河的。

只见司机不慌不忙地加大油门开进河中，走一

条直角形路线，稳稳当当地就到了这边。

询问才得知，大车就是四大队的，车上

装的都是些重晶石。老涂和考察人员很高兴，

说，如果最后过不了河，到不了4大队，能得到

4大队矿山的石头做标本，了解一些情况也是好

的，也不枉跑了几百公里的冤枉路。于是跟司

机说明来意，到车上找了一些标本，并向司机

表示感谢。正当我们的车准备回头时，4大队的

书记来了，他告知我们以Z字型（三角形）过

河，果然顺利地到了对岸，真是“踏破铁鞋无

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过河后约再走20公

里就到4大队打井的地方了，书记看到我和老涂

年龄较大，他们便执意派一北京吉普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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