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6年 2月 28日，侯光炯
院士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那
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新
生命开始的纪念日，从今天起，
我把我的智慧、力量和生命都交
给党……”

侯光炯纪念馆里，除了这本
日记，还有一份他从1966年至
1976年交党费的记录。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他每个月交的党费
都在 200 元左右，有时竟高达
800元。10年间，他交纳的党费
共计17000多元。

作为院士、一级教授，侯光
炯的收入应该不少，原本可以很
富有。但他总是缺钱，甚至显得
有些穷，以至于有人开玩笑地
说，他是“富有的穷教授”。

这是为何？原因在于他一
生简朴，对自己的生活“抠搜”到
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在长宁县农村蹲点，侯光炯
吃的是粗茶淡饭，一碗豆浆、一
个蒸蛋，就算是改善生活。他住
的地方，是茅草屋、庙宇或者是
破烂的乡公所，直到1990年，他
才搬进位于长宁县城的自然免
耕研究所大楼。子女为他添置
的新衣服，他舍不得穿，有的还
送给了当地农民。

但他也有“大方”的一面。
每个月，他除了留下基本的生活
费，余下的工资、稿费、奖金，大
部分都被他拿来作为党费、科研
教育经费和“土壤学青年奖励基
金”。对有困难的农民，他更是
常常慷慨解囊。

有一次，一位农民来找侯光
炯，想要一点杂交水稻种子和复
合肥。侯光炯立马答应下来，让
他去找会计拿。到了晚上11点
钟，侯光炯突然想起这件事，就
询问会计。

当听到会计说“他没有钱，
没有拿给他”时，侯光炯立马站
起来：“他没有钱，我有钱呀！你
记到我账上。”随后让人称了几
斤种子，抬上一包肥料，连夜送
到那位农民家里。

“这些故事给了我极大的震
撼。”王帅刚入学时就听到了这
些故事。如今，他给本科生开设
了一门“土壤学与土地资源学”
课程，除了讲授专业内容，总是
会把侯光炯入党第一天的日记，
以及他立下的“粉身碎骨以报
党”的誓言，讲给学生们听。

“我们学院每一届新生入
学，参观侯光炯纪念馆都是‘开
学第一课’。”该校资源环境学院
研二学生何春波说，他在广西考
研成功后，老师问他考上了哪所
学校。当听到他回答考上了西
南大学时，老师随即赞叹道：“那
里曾经有一位有名的老科学家
侯光炯。”

“侯光炯院士自称是‘农民
的儿子’。从外表上看，他的确
像一位老农。但他的精神，在我
们心中就是一座丰碑！”何春波
激动地说。

作为学院土壤研究生第一
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王帅和何
春波积极参与侯光炯院士诞辰
12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策划，
并表演了诗朗诵《大地守望者》。

“这是我们参演者一起创作
的，把我们对侯光炯院士的敬仰
之情蕴含其中。”何春波说，正如
诗歌里所说，“我们将接过侯光
炯的火炬，用青春与信念，书写
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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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垠的田野，星辰点亮泥土，侯光炯俯身
倾听大地的低语，用一生书写对土地的深情
……”今年5月9日，是我国土壤科学开拓者和奠
基人、被誉为“大地之子”的侯光炯院士诞辰120
周年的日子。当天，在西南大学校园内的侯光炯
雕像前，一场以“传承薪火，赓续华章”为主题的
纪念活动如期举行。

一首原创诗歌，字字句句深情而有力，打动
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从全国各地采集的土壤被
敬献在雕像前，表达对侯老的敬意。在侯光炯纪
念馆，师生们重温他用一生书写的“大地情书”，
感受他身上的科学家精神。

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师生们如此难以忘
怀？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教师、学生该如何传
承弘扬这种精神？5月19日，记者走进西南大学
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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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远黛，近水含烟。一片沃野
上，三把生锈的土钻静静地摆放在地
里……在侯光炯纪念馆，人们用情景再
现的方式，打造了这样一个生机盎然的
场景。

纪念馆所在地，是中国科学院重庆
土壤研究室旧址，也是侯光炯生前办
公的地方。这栋三层的青砖灰瓦小
楼，如今被命名为“光炯楼”。这里珍
藏着数百幅与侯光炯院士有关的照
片，以及数百件实物：雨靴、草帽、土钻、
锄头、藤椅……它们无声地诉说着侯老
对土壤的热爱、对党和国家的深情。

在这些“老物件”中，最让人动容的
就是那三把土钻。

“它们都是侯老师生前用过的。”侯
光炯的首位博士生、西南大学资源环境
学院教授谢德体现场演示了土钻的使
用方法，“把钻头打下去，每次往下钻
20公分，取出土样后，可以分析判断土
壤的深度和层次变化，以此推断土壤肥
力和生产力的高低。”

在国际上，土壤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很少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但侯光炯却认
为，土壤学必须服务于农业生产，研究成
果要根植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基于此，
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学。

“这与侯光炯院士的早年经历不无
关系。”谢德体讲述起侯光炯的故事——

求学期间，侯光炯经常到学校附近
的农村考察，看到因土壤盐碱化，粮食
产量极低，农民生活困苦。他意识到，
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依
靠科学改良土壤、发展农业，决心以土
壤科学作为主攻方向。

水稻土成为他首选的研究对象。
“因为它在我国粮食生产中举足轻重。”
谢德体解释，水稻土是发育在各种自然
土壤之上，经过人为水耕熟化、淹水种
稻而形成的一种耕作土壤。过去，国际
上没有“水稻土”这个名称，是侯光炯于
1935年在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首
次提出的，这让世界土壤学界第一次听
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如今，经过几十
年的努力，“水稻土”已正式被列为土壤
的一个类型。

侯光炯一直在寻找中国特色的土
壤研究之路，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他创
立和发展了中国自己的农业土壤科学，
创建了“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水田
（旱地）自然免耕法”等蜚声中外的农业
土壤学新理论和新技术。

“从侯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作为
一名科技工作者深厚的爱国情怀和责
任担当。”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倪九派说。

尽管1999年倪九派进入西南农业大
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以下简称西农）读
硕士时，侯光炯已不在世，但校园里处处
可见的“光炯印记”，让他耳濡目染。

“我现在给博士生开了一门课，就
是侯先生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
每一次讲课，都像是在回顾侯先生70
多年的科研历程，而每一次回顾，都让
我深有感触。”倪九派感慨，“他用毕生
精力，为我国的土壤科学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都是在他
创建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上做的。”

“科学没有止境，我们要永远保持
学习的态度。”谢德体一直牢记着侯光
炯说过的这句话。他说：“侯老师的一
生都在追求真理，不断突破自我。这种
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勇
攀高峰。”

“精心教书，诚心育人。”侯
光炯纪念馆里珍藏着的一幅
字，是1996年教师节前夕，侯
光炯亲手写下的。

“可以看出，他在书写
时，手有些颤抖，因为那时他
已身患重病。”谢德体说，当
年 11 月 4 日，侯光炯便因病
逝世了。

从1952年到逝世前，侯光
炯一直在西农任教，几十年如
一日，一丝不苟地履行着一名
教师的职责。

谢德体回忆了一段他的亲
身经历——

1986年的一个星期六，在
四川长宁县蹲点的侯光炯，准
备返回西农给学生授课。那时
交通很不方便，现在3个钟头
就可以到的路程，当时走了近
3天。

一路上，谢德体跟随侯光
炯乘木船、坐公交、挤火车、搭
板车，从长宁、江安、泸州经隆
昌、永川，最后才到北碚，遭遇
了列车晚点、大雾封渡、错过班
车等突发状况，两人买站票才
挤上了火车。

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
说，这段旅程简直太折腾了！
但是星期一大早，侯光炯就准
时站在了讲台上。

“侯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答应
了的事情一定要办到。”谢德体
感慨万千。

侯光炯鼓励学生走出课
堂，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实际
需求，把科学研究与农民的生
产实践结合起来；还要求学生
在野外考察时，做到边行、边观
察、边记录、边思考。凡是他要
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就会
做到。

“只有把教育的根深深扎
进土地，才能培养出国家需要
的人才。”谢德体说，这是侯光
炯教会他的道理。

这些年，谢德体始终坚持
“将实验室延伸到田间地头”，
带领学生奔走在云贵川渝等
地。他在担任全国土壤三普专
家技术指导组顶层设计组副组
长、西南片区技术组组长时，时
常带着团队在田野乡间“挖泥
巴”，给土壤“摸家底”“做体
检”。

近年来，谢德体作为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
人，在学院设立“光炯创新实验
班”，担任学业导师，努力培养
拔尖创新型人才。

该校资源环境学院副教授
王帅曾是谢德体的硕
士研究生，他对此深有

体会：“我虽然
没有见过侯光
炯院士，但从
谢老师身上就
能看到他的影
子。”

讲述人：

他
让
世
界
土
壤
学
界
首
次
听
到
来
自
中
国
的
声
音

﹃
富
有
的
穷
教
授
﹄
对
自
己
的
生
活
很
﹃
抠
搜
﹄

八
十
多
岁
乘
木
船
坐
公
交
挤
火
车
搭
板
车
回
校
上
课

聚焦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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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洞见科学家精神

西南大学资源环
境学院教授、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
责人 谢德体

西南大学资源环
境学院教授 倪九派

西南大学资源环
境学院副教授

王 帅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
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何春波

▲侯光炯院士（左二）在研究不同时间不同土壤温度状况对水稻产
生的影响（四川长宁）。 记者 谢智强 翻拍

▲谢德体

▲倪九派

▲王帅

▲何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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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西南大学侯光炯纪念
馆，侯光炯院士野外科考常用的工具。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