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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属塑性加王先驱张作梅

董佩茹

张作梅（ 1918-1998），广东兴宁

人。金属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学家，中

国金属塑性加工先驱。1980年当选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作梅长期致力于金属压力加工领

域的研究工作。研究了国产钢种的性能

与压力加工的关系，为解决国产钢种的加

工工艺和性能提出了科学依据。对重轨

的轧制、薄板的粘结、电热丝材料的加

工、新钢种的轧制、锻造和挤压等进行

了系统的基础性研究，为生产新钢材提

供了科学依据；对金属在均匀压缩下的应力应变关系、横般及横轧时金属的变形和

破裂、金属的塑性和变形抗力等进行了系统的基础性研究。

1956年参加了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1962年参加制定我国十年科技规划，

1977年参加编制我国自然科学规划和全国科技发展规划，是规划组组长之一，负责

将 具附并组织实施我国机制学发展规划的负责人之一。

1951年至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压力加工研究室主任；

叶． 1957年至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机械电机研究所副所长，兼压力加工研究室主任；

(;,;' 1958年至1960年 任中国科学院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压力加工研究室、机械强度

• ;:: 研究室主任，长春机械学院副院长。1960年至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

t� －， 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材料与压力加工、机械强度研究室主任，1980年至阳年，

担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副院长；1983年，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34 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锻压学会理事长、吉林省机械工程学会理事
飞可平／旷长、国家科委机械工程学科组副组长。是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委员，中

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理事，吉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等职。1983年，张作梅以65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凤愿。



一、 少经磨难的客家之子

张作梅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今兴宁市）龙田霞幢村（今称下张村），父亲张惠

民是前清秀才，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县立中学当了一名国语教员。母亲袁三凤

曾在香港读过几年书，粗懂英文，知书识礼。张作梅受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自幼

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优良品德。但其少时求学生涯却非一帆风顺。5岁即入小学读

书，人虽小，学习成绩却十分优秀，经常受到先生的称赞。天有不测风云，初小还

没毕业他的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原来靠父亲教书维持生活的一家人，突然失去了经

济来源，为了让他继续读书，母亲靠一双手替人家缝衣服、钉纽扣、织毛衣获得微

薄收入，给他交学杂费。勉强读完了高小后，母亲已无力供子女继续上学念书。这

时，他父亲教过书的兴宁县县立中学老校长，对张家深表同情，免费收下了这个没

有父亲的孩子。他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家离学校十多里远，住校学习吃不起学

校的集体伙食，就自己动手做饭吃。每到星期天，都步行两个多小时回家背粮食，

预备下一周吃的。生活的艰辛，培养出他的坚强的意志，三年下来，成了一名品学

兼优的好学生。

1931年，张作梅从县立中学毕业以后，为了不使他中途辍学，母亲只好求助于

在香港做生意的舅父，年幼的他只身一人来到香港，寄居于舅父家。 白天，他到圣

彼得英文书院读书，放学回家后，不停地做家务，夜里就睡在地下客厅的椅子或桌

子上，小小年纪就饱尝了寄人篱下的困苦滋味。

在香港学校教学全部使用英语，要坚持读好书，必须闯过英语关。为此，他利

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拼命地学习英文。遇到外国人，他

就用英文与其交流对话，练习口语；晚上，坚持收听英

语广播新闻。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他的英文昕、

写、读能力都有了明显提高，为学好其它各门功课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靠勤奋与智慧，一年之后，他的各科成

绩在全班考了第一名，取得了免费学额，节省了昂贵的

学杂费，也讨得了舅父一家人的喜欢。他转入香潜青年

学院学习后，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始终享受免费就学待

遇。由于英文学得好，下午放学后，舅父就让他到洋行

里帮工，做算账、订购商品说明书、处理来往信件等，

样样都做得来，做得好，越来越受到舅父的器重。已被

舅父辞退了的佣人又被请了回来，他不再做家务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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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七年的艰苦求学锤炼了张作梅的意志，增长了他的才

华和学识。1937年6月，他参加香港大学举办的全准公、私立学校统一招生和毕业

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没有辜负母亲的殷切希望。

二、 把握人生的爱国青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张作梅毅然放弃了在香港大学就学的

机会，重新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就读于工学院机械系，完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

次重大选择。

自从1937年11月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学习以

后，他就立志以科技救国来挽救贫穷落后的祖

国，学习也更加努力、 刻苦。广州沦陷后，他

随校迁往云南读书。1941年他大学毕业，并获

得了学士学位。由同学介绍进了中央造币厂昆

明分厂工作。虽然职务升迁，但这种重复性很

强的简单的技术工作，使其深感自己的抱负和

才智得不到发挥。1944年末，英、美两国在中

国招考留学生，他毅然辞去了工作并以优异的

成绩考取了留英公费生，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

重大选择。

1945年11月，他获准了到雪菲尔德大学机

构 械系从事研究工作 同时攻读博士学位 他的

勤奋好学和在机械学方面表现出来的才华得到

叶． 了校方和导师的赏识，以及相继发表的多篇关

（� 于机械学研究的学术论文。1949年7月，时年

• ;: 31岁的他获得了雪菲尔德大学机械工程学博士

t� －， 学位，其博士论文被发表在英国著名的《金属

学报》杂志上，引起不小的轰动。之后，他被

136 留在雪菲尔德大学工程研究院担任研究员，并
飞可平／旷给予高薪。但是，优异的物质生活却无法排除

他精神上的苦闷，他盼望着早日将学到的知识

奉献给祖国。 图：在英国留学期间同朋友游玩
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雪菲尔德，强烈的报效祖国的热

望伴随着思乡之情一齐从心底迸发出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祖国去！他的导师斯

威夫特教授劝他说： “目前你的国家还不可能提供最低水平的研究条件，你回去太

可惜了，留下来吧，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在英国你可以做出可喜的成就来。
”

他对

导师说：
“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
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学

校和导师的一再挽留，等待着回国的时机。

1950年，中英两国正式建交。同年，我国著名科学家严济慈率中国代表团赴

英，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海外游子的殷切希望，邀请李熏、张作梅等4位在英工作

的科学家回国筹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1951年8月，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张

作梅与夫人一起踏上归国的旅程，完成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重大选择。

三、我国金属塑性研究的先驱者

1、筹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致力于我国东北钢铁企业生产的恢复与发

展。

1951年10月，回国后的张作梅积极投身到筹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工作中

去。他从基建工程抓起，直到建起了压力加工研究室、材料试验室，以及机械加工

和热加工车间，并担任压力加工研究室主任。1957年，由他领导的研究室已成为我

国从事压力加工科学研究的一流研究室，围绕国民经济建设的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科

研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张作梅在解决钢铁企业生产恢复和发展

中的大量问题的同时，在金属性能，特别是在金属塑性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解决我国当时主要钢材质量问题。建国初期的钢铁企业饱受战争创伤，生产上 .lL 

存在很多问题，为了了解当时的钢铁工业生产状况，他考察了鞍山、抚顺、本溪等，u”

我国当时主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当时，A3钢中板是应用最广泛的钢种，但其机械性 叶

能一直未能达到我国重工业部部颁标准。据鞍钢1954年6-9月统计，合格率最高仅 I必
为18.5%。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张作梅系统地研究了A3钢中板的机械性能与显微结 ”〕

构和晶粒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原始奥氏体晶粒度和冷却速度对成品的显微结构和 旷
晶粒度的影响；以及如何细化奥氏体晶粒度的条件，即通过控制轧制温度、轧制过 吁

程中变形量的分布以及变形后的冷却速度从而控制晶粒度，据此得出了新的工艺过

程。经过在生产中实际应用，产品合格率提高到朋以上，为我国钢铁生产的发展刁
3
�

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提出的变形量的积累作用与奥氏体晶粒度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外

属于首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A3钢中板机械性能的研究
”

论文发表于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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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属学报》，并于1957 年 被苏联译成俄文在《现代冶金问题》杂志上发表。

开展金属的剪切与冲裁原理和球墨铸铁可塑性研究。这是张作梅早期的一项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20世纪40年代末，张作梅在英国期间，就围绕金属剪

切和金属挤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在金属的剪切与冲裁机理研究方面，张作梅

对金属在剪切过程中的流动和分离列出了系统的实验数据。对金属的冲裁，从实验

中得出了有关间隙和冲头斜角的系统数据，并由平冲头的切入深度和冲裁力的关系

曲线以图解法推导出冲头的切入深度和冲裁力的关系曲线。他的两篇论文《金属棒

材的剪切》和《金属坏料的剪切》，均发表在1950年的英国《金属学报》杂志上。

另外在金属的冷挤压和金属的印形研究中也得出了系统的理论分析结果和实验数

据。据此撰写出两篇研究报告困属内部机密而未公开发表。这些工作为他以后回到

中国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50年代初期，球墨铸铁是一种新兴的机械制造材料。它具有优良的机械性能，

可用来代替可锻铸铁和部分铸钢、锻钢，所以世界各国广泛开展了研究。1952年，

他围绕球墨铸铁材料能否进行压力加工以取得更广泛地应用，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研

究工作。张作梅首先进行了不同温度下球墨铸铁的冲击性能试验，得出了变脆温度

范围和比较具有韧性的温度范围，并考查了试样的断裂情况和断裂时的弯曲角度。

与此同时，对球墨铸铁的锻造、压延和机械性能进行了系统的宏观和微观组织的研

究，得出了系统的研究结果，证明了球墨铸铁的可压力加工性，并得出了加工时的

工艺条件。在上述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张作梅又对压力加工前后球墨铸铁的机械性能

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是在压延后板材的方向性、加工前后的疲劳性能、热处理、

切口和压力加工对不同温度下的冲击性能影响等。从而为更广泛应用这一优良的新

型材料，提供了科学依据。随后，特别对球墨铸铁的可塑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对铸

态和铸态经石墨化处理后的球墨铸铁在不同温

度下进行了抗张、抗压、冲击弯曲、燃扭顶锻

和小型压延试验，得出了系统结果，为更广泛

地应用这 一新材料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 球 墨 铸 铁可 塑 性的研究》 一文， 发 表 在

1956年的I卷二期《金属学报》上。

1957年苏联将张作梅上述系统试验研究的

论文译成俄文，其中
“

球墨铸铁可塑性的研

究
”

一文被 译成俄文全文发表于苏联《现代冶

金问题》杂志。并应邀在民主德国佛莱堡矿冶



学院举办的建校100周年纪念会和国际学术讲座会上作了
“

球墨铸铁可塑性研究
”

的专题报告，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

上世纪50年代，各国对重轨轧制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在轧制过程对钢轨

质量的影响方面意见颇有分歧，特别是对钢轨的最好孔型设计尚无肯定的看法。张

作梅领导有关科研人员与鞍山钢铁公司的人员合作，在对重轨轧制技术的研究中，

详细分析了孔型设计对钢轨质量的各种影响困素后，对帽形孔中切入棋子深度和角

度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此外，对钢轨轧制过程中每一道次的机械性能变化作了

全面的比较分析，探讨了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提出了提高加工温度、压下量和轧

制速度，把孔型数目从11个减少到7个或9个的意见，经鞍山钢铁公司实际运用结果

显示，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使用寿命延长，为我国铁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

1957年8月，张作梅调 到长春担任中国科学院机电研究所任副 所长。1958年

11月又调任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机械强度和压力加工两个研究室主任。

1958年底，根据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协议，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开展机械强

度的研究工作。张作梅作为中方专家，与苏联专家一起承担了吉林丰满水电站水轮

机动态实验压力测定与分析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独立设计制造大型水轮机提供了科

学依据，也是他第一个率先在我国开辟了实验应力分析这一新兴的技术领域。

由于工业的大量需要，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2月iao电热丝的试制工作，在

压力加工中遇到不少问题，成品率低。在当时的国外文献中对压延时的孔型设计和

冷拔条件都缺乏系统的资料可供参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及降低宝贵的操、铅原

材料消耗，张作梅开展了此种合金加工特性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在工厂中推广应

用，使需求量很大的电热丝生产成品满足了要求。据此撰写
“

Cr2oNi00冷加工特’性研

究
”

的论文在中国金属物理学界引起关注。

此外，张作梅等人对
“

均匀压缩下的应力应变关系
”

的研究，
“

横锻及横轧时

金属的变形与破裂的研究

人们关注的。

LP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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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张作梅着重对在不同温度、速度和均匀压缩下金属的变形抗力 .• 

进行了系统研究。他首先开展了金属在均匀压缩下的应力应变关系的研究，因为在
139 

其以前一般压缩试验由于所采用的试样两端受摩擦力的影响，压缩过程中试样中间飞可平／扩

部分鼓起，而靠近两端的部分则变形很小，产生了不均匀变形，这时就得不到金属

在纯压缩下的应力应变关系。张作梅利用试样两端带小沟槽并加润滑剂的方法，获



得了均匀压缩试验中的应力应变关系。其论文于1961年由《中国科学》发表。在上

述工作基础上，他又用九种不同的方法进一步验证了试验的均匀压缩结果，并将压

缩试验的真实应力应变曲线和抗张试验中的真实应力应变曲线加以比较，得出了这

两种试验曲线在多数金属中都很接近或重合一致的结论。之后，张作梅又采用自行

设计的凸轮式高速形变机，在压缩试验中保持应变率恒等，以得到应变率一定的条

件下的压缩真实应力应变 的

关系曲线，并与非均匀压缩

的试验结果 相比较，得出了

应变 速率和变形抗力间的关

系公式，压缩率达到76%,

而当时国外 用凸轮高速形变

机 进行压缩试验， 其压缩率

多数小于50%，而且是非均

匀压缩， 其成果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
金属加工室主任张作梅（右）在指导高速变形实验 1965年 发表的《金属的

塑性》一文是张作梅多年来经系统研究、反复实践后的成果的总结。金属塑性加工

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金属具有塑性这一特点。因业以才金属塑性研究在压力

加工学科上就有着重大意义。文中评价了当时尚有争议的
“
塑性定义

”
；深入探讨

了影响金属塑性的各种因素；对常用的13种塑性指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今

后开展金属塑性方面研究工作的方向。其中包括：在均匀和不均匀变形下各种金属

构 和合金的可塑性研究；翩翩金属及其性的塑幽研究 稀土元素对金属和合

金的塑性影响的研究；含铜结构钢的塑性及其提高途径的研究；变形速率对不同金

叶 属和合金的塑性的影响研究；超塑性现象的探讨及其在压力加工上 应用的可能性的

}h 问题；晶粒大小、双相和多相区内加工对塑 ’性影响的研究；低塑性金属和合金的挤

”〕压和加外套压缩的系统研究工作；在高静压下金属塑性的研究；铸链的指标的系统

t�.， 研究；各种塑性指标对生产实践的指导意义的系统研究。他根据国内外研究发展趋

势以及我国资源特点，提出了12项研究课题。这对当时乃至现今都有指导意义和参

考价值。此外，他还在尖端科技如卫星、空间技术等方面承担空间机械和机器人等

飞
！ 4

�课题研制任务，为科技现代化作出贡献。

1966年，史无前例的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他被诬陷为

“
反动学术权威

”
和

“
特务头子

”
，，被隔离审查、送农村改造，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身心受



到极大的伤害。张作梅为我国机械科学技术和国防尖端装备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研

究工作被迫中断。

开展金属超塑性和非晶态合金的研究。1972年，他从农村返回长春光机所后，

在继续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下，积极投入了扭转混乱的科研管理工作。具体参加了

长春光机所所《标准》的编制和《机械工程手册》的编写，为工程项目研制确立了

科学的质量检测标准。1976年底，张作梅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后，他很快恢复

了在
“

文革
”

期间被解散的精密机械传动、精密机械轴承与润滑和精密机械材料与

工艺三个研究室的建制，同时又新组建了机构学研究

室。根据安排，由他主管这四个研究室的工作，他亲自

负责从科研方向确立、工程任务与研究课题的进选、科

研成果与学术论文的审查等工作。在此期间，他亲自指

导开展了
“

金属超塑性
”

和
“

非晶态合金
”

二个重点课

题的研究工作。前者是国内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较早的

单位之一，对
“

铝－铮－镇－错合金超塑性
”

研究取得了

重要科研成果。后者对非晶态合金的研究，是采用单辑

法制备出Ni-p合金非晶薄带，成功应用于某工程任务

上，并在其它方面有着广泛用途。他积极支持精密机械

材料与工艺研究室提出的激光热处理研究课题，并被纳

入了由他负责起草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表面热处理新 参加第五次全国归国

技术新工艺之中。 华侨代表大会（ 1994年）

1979年，张作梅

再次出任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副所长，1980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并调任中国科

学 院 长 春分院副 院

长。

张作梅认真对待

自己的每项兼职工

作。他曾担任国家科

委技术科学组机械学
1991年， 张伟梅与高景德（左｝、 庄青智（右）在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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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常务副组长；国家 科委机械工程

学科组副组长，机械传动、机构学与

仿生机械分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

《科学通报》编委等。 他曾三次分

赴苏联、 日本、英国和联邦德国进行

科学考察， 回国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

作。

张作梅在从事科研工作的过程

中，时刻不忘培育人才。 多年来，他

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批科研骨干。 从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培养了12名研 访问苏联时于莫斯科红场留影（ 1956年）

究生，其中1名研究生己当选为中科院

院士，一名研究生已担任省政府科技厅长等职，还有多人为博士生导师。

1995年，已经躺在病榻上77岁高龄的张作梅，将自己一生近万部藏书无偿地捐

赠给了长春光机所。 这位亲历了半个世纪中国新旧社会变迁和国内外社会制度对比

的资深科学家曾经深情地说： “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祖国的机械科学研究在

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站在世界的最前列！ 1998年，呕心沥血奋斗了几十年的张作

梅，走完了自己人生之路，他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无私奉献，值得我们永远

怀念！

（作者羊位：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1988年， 张作梅（右3）到日本考察。



院士自述

我生长在广东省兴宁县大龙田墟霞漳村，父

亲是县立中学教员，曾留学日本，母亲曾在香港读

过书，颇有见识，对子女教诲较严。我9岁那年，

父亲不幸去世，家境日渐贫寒。母亲不忍心让我辍

学，13岁那年送我到在香港做生意的舅父处，以求

得资助继续求学。我在生活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

入读香港英文书院。该校各门学科除中国语文外，

都用英语讲授，用的课本也是英文，我下决心走自

立自强的道路，克服种种困难，加倍努力刻苦学习

英文。从第二年起，因成绩优异，年年都得到奖学

金，解决了经济困难，减少了环境的逼迫，终于完

成六年学习，从香港英文书院毕业。

1937年我曾投考香港大学，由于考试成绩优

异，可以取得香港大学的公费学额。不过，这个学

校的公费是有条件的，必须读教育系，毕业后要在

香港的官立学校教学两年以后，才能自由另找职

业。那时，我不想学习教育和教书，希望在工业和

科学技术方面为国家建设出力，所以我考取广州国

立中山大学机械系。读大学一年级时，也要靠舅父

资助，但由第二年起，因成绩优异，取得了教育部

的公费学额，生活便可以勉强维持，不需要再由舅

父资助。三年级时，除得到了公费学额外，还取得

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奖学金，生活上便比较充

裕，很好地完成了大学4年的学程，这是我艰苦奋

斗的结果。

回忆我在念大学 一年级时，1937年日本侵略

中国的战争爆发，1938年秋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

在英国留学期间

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程
研究院获博士学位留影
( 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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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云南省澄江县，1940年又由云南省迁回广东省坪石镇。那时代，战火纷飞，我

们的生活颠沛流离，使我深感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艰苦，便立下
“

科学救国
”

的

决心。所以在1944年底，我投考了当时教育部主持在全国公开招考的赴英美留学

奖学金、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留英公费生，出国深造，为将来建设祖国打好基

础。

1945年10月，我到达英国时，被安排到英国钢铁中心雪菲尔德（Shefield）城

的大卫联合工程公司的一个重型机械制造厂，跟一位老师傅学习大型轧钢机的制

造，主要是进行手工操作，学不到理论和基础性的知识。我在该厂学习几个月之

后，便请求调到其他部门学习技术，但厂方没有同意。他们坦白地说他们厂里有

技术保密制度，不让外国人学习。于是1946年初，每天上午我仍在工厂实习，下

午就到雪菲尔德大学机械系做研究工作。由于该校机械系没有接收过中国留学

生，要我试读10个月之后才注册。一 年之后，我便全天到学校机械系做研究工

作，不再在工厂实习了。我在学校机械系跟史勿夫（H. W. Sift）教授当研究

生，学校便让我注册念博士学位。1947年底，我的留英奖学金已经期满，不再给

我了，乃由学校推荐到英国伦敦
“

庚子赔款委员会
”

驻伦敦办事处给我一部分奖

学金，学校也给我一部分奖学金，那是由英国汽车工业研究会给的。从那时起，

我便一方面当研究生，一方面正式为英国的研究机构服务了。

1947年冬，我写了第一篇研究论文《金属棒的剪切》提交英国汽车工业研究

会讨论通过发表。因为我的导师史勿夫教授对我非常关心、重视、期望和喜欢，

经常让我到他家里讨论研究有关学术问题，对我的研究论文作耐心和详细指导，

加以学校里的条件很好，不但有良好的实验设备，而且有附属工厂可以为我做试

样，如果学校里没有的资料和图书，机械系里还有专职人员为我向外单位借阅，

所以我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于是，紧接着又发表第二

篇研究论文《金属坯料的剪切》。这两篇论文发表在1950-1951年国际上有名的

英国《金属学报》上，这些论文在当时都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由于发表了这

两篇论文，得到我的导师史勿夫教授和雪菲尔德大学负责人的器重和赞赏，给我

提高了奖学金，在1948年，他们让我把妻子王庆寂接来英国。

王庆寂（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和研究院毕业生，获硕士学位）来英国后，我
144 

飞可平／扩们为了祖国的需要，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节衣缩食，把省下来我的奖学金和工

资，供给王庆寂到英国伦敦博物馆（她是我国第一位遍阅英国所藏七千敦煌原卷

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阅览两国所藏从我国拿走的一万四千



余敦煌卷子， 研究、搜集和影印了敦煌文学的变

文、通俗文字和其他主要内容的资料带回国内， 与

有关学者共µij编辑成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重

要价值的《朝煌变文集》。

1949年7月， 我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 写出论

文， 经过考证， 雪菲尔德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 时

年31岁。 经J:j：我的导师史勿夫教授的推荐， 雪菲尔

德大学里的工程研究院聘请我为研究员， 承担的研

究工作是英国科学工业研究会的关于
“

金属的挤

压
”

问题， 同时还要我指导一位英国大学四年级学

生和一位研究生的研究工作和学术论文。我在英国

’ 任研究员期间， 曾结合任务对金属冷挤压和金属的
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工程研究 印型开展了研究， 得出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验数

院学习期间留影（ 1948年｝。
据。

1949年我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英国钢铁工业研究会的单行本上。同时，把我

的博士论文写成两篇论文发表在1950-1951年的英国《金属学报》上。 此外， 我

还写了有关金属的挤压及印型的论文， 亦发表在1951年英国钢铁工业研究会的单

行本上。但因保密， 这两篇单行本上的论文至今仍未公开发表。这些研究论文都

是国际先进水平的。 由于史勿夫教授对我很器重和期望， 和雪菲尔德大学的领导

认为我已在英国居留5年多， 又做过一年多的研究员工作， 妻子又在身边， 他们便
一再要求我加入英国国籍， 长期留英工作。

1949年10月1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51年中国科学院领导严济慈先生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英国， 邀请在雪菲

尔德大学工作的留学生李熏、张沛霖和我等几位同学回国筹备中国科学院金属研

究所。 出于爱祖国的热诚， 我便毅然放弃英国研究设备的优越条件和优厚的生活 d� 
..！皇

待遇， 与妻子王庆寂一同回国。我在沈阳金属所工作期间， 结合我国钢铁工业的 汀

恢复工作， 与鞍山、抚顺、大连等钢厂合作， 进行钢三中板机械性能、锋钢锻压
145 

比等的研究， 提高这些产品的性能， 鞍钢生产的钢三中板的合格率从以前的只有飞可平／扩

18.5%提高到83%以上， 解决了当时我国主要钢材的质量问题。 还发表了《钢三

中板机械性能的研究》、《锋钢锻压比的研究》两篇论文。其中《钢三中板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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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研究》，1957年前苏联把它译成俄文，发表在《现代冶金问题》杂志上。

关于我在球墨铸铁方面的研究，曾写出《球墨铸铁的锻造、压迫和机械性能的研

究》、《在不同温度下球墨铸铁的冲击性能》、《球墨铸铁的可塑性的研究》等

篇都已发表。特别是《球墨铸铁的可塑性的研究》一文， 由苏联《现代冶金问

题》杂志于1957年全部译成俄文发表。同时，在1956年，我还在民主德国佛莱堡

矿冶学院成立100周年纪念国际论文宣读会上，我将这篇论文做了报告，并发表在

该院1957年的学报上。

我在沈阳金属研究所任研究员时， 曾克服种种困难，建立了压力加工研究

室，并担任室主任。在压力加工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对我国鞍山等钢铁

基地的战后恢复工作和我国工业建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成绩。到1957年，我领

导下的研究室，已成为我国从事压力加工研究的第一流研究室，在科研上取得许

多成果。

1983年8月至12月，我是中国科学院赴英国和西德工程考察团的国长。我们对

这两国的先进机械工程的研究工作，获得了不少新的资料，对我国开展机械工程

方面的研究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在1983年12月，写出了《科学院要加强机

械学的研究，并应成立机械研究所》的文章，强调机械学的研究在我国科学领域

上的重要性，希望中国科学院能够建立一所专门研究有关机械学科的机械研究

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转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

张伟梅 一 家
（摄于1973年）

张作梅夫人王
庆寂，毕业于中山
大学中文系古典文
学专业。吉林大学
文学院教授，敦煌
学研究专家。
2003年11月在长春
去世，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