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海明月寄思念
−追忆何起祥先生

 

2023年元旦，我国沉积地质学界的著名学者何起祥教授在铺天盖地的新冠疫情中驾鹤西

去。惊闻何起祥先生离世的消息我一时竟呆住了，我们只是在新冠病毒肆虐的一段时间里里没

有见面，谁知竟致阴阳两隔。回想起与先生相识相知的近 40年挥之不去不呼即来的往事都历历

在目，不禁悲从中来。先生是我的前辈，我们不仅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也曾是同一个所领导班

子的成员，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彼此的了解和相知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何先生是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也是一位为业界所称道的沉积学家。先生无论是人品还是

学识都不仅为我辈所仰慕也为业界所熟知。忆及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想拮取记忆深刻的往

事当作圣洁的花束，希望花的馨香能上达天堂带去我们的思念，也以为先生祭。

 一    直面困难而勇于奋斗的领导者

我与先生的交往是先闻其名后识其人的。1983年在地矿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刘光鼎副局

长的办公室听刘先生和业治铮先生讲何起祥，言谈中赞赏有加。那时地矿部党组按照革命化、

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准备调整海洋地质研究所的领导班子。业先生力荐当时还在长春地质

学院工作的何起祥同志到海洋地质所担任主持业务工作的副所长，这一提议得到了刘光鼎副局

长的鼎力支持。在部党组讨论任免事项时，经孙大光部长提议何起祥同志被直接任命为海洋地

质研究所所长。翌年 2月份何起祥先生从长春地质学院调任海洋地质研究所所长我们方才谋面。

随即我就在何所长的领导之下工作达七年之久，直到他赴泰国曼谷担任东亚-东南亚近海和沿岸

地球科学项目协调委员会（CCOP）技术秘书处高级石油地质专家，实际上是那时候技术秘书处

的技术负责人。在 1984—1991年何所长任职期间正值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和转型的爬坡

期间，地质工作处于一个相对艰难的低谷时期，地质科学研究单位也面临着转制和转型的局

面。我们所按照地矿部和国家科委的规定经常性基本经费减拨到位六四开，即事业费只拨付核

定额度的 60%，而另外 40% 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有能力争取更多的项目，或者能到市场上

去打拼挣钱。这对于习惯了依靠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地质事业单位而言，其难度不言自明。特

别是对于既无成熟产品也无“独门绝技”的地质科研单位更是难上加难。国家为了促进科研单位

走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上也作了引导性和鼓励性的调整。即便如此，

如何适应这种转变，把“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政策落到实处，使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转化为经济效益，保证地质科研单位的正常运转和不断发展，仍然是对一个单位领导集体的智

慧和能力的考验。作为所长何起祥先生做出的努力对所有的亲历者而言是有目共睹的。他一方

面在稳住地质科学研究主体方面下功夫，争取确立了部局支持的“四大支柱”科学研究项目；另

一方面组建了服务社会走向地质市场的地质技术开发公司，在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发挥自己的主

观能动作用。这些有力的举措保证了本单位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为了争取把部控项目“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的负责单位和项目办公室放在

我所，争取我单位成为国家“八五”重大科技攻关计划 85-904 中的 06和 08两个项目的牵头单

位，何起祥所长亲自到地矿部和石油海洋局去游说，经过一番努力，这几个项目负责单位和项

目办公室如愿落在我们所。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锻炼形成了我单位科研骨干团队，而且整体提

升了业务水平和技术素质。提高了单位在海洋地质界的声誉和地位。系列图项目的成果获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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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然科学二等奖，85-904-06和 85-904-08两个项目获得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财政部颁发的国

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何所长不仅是科研工作的指挥员而且是战斗员。他和业治

铮先生、张明书先生负责的《海南、西沙礁相第四纪地质研究》是完全由我所独立承担的先导

性部控项目。项目在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宣德礁等七个岛屿开展地质调查研究，并在石岛和

琛航岛首开海岛深部全取心科学钻探工作，开拓了生物礁相比较沉积学研究的先河。其成果获

得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何所长以自身的经历深知广泛的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他在

任职期间全力推进与 CCOP、荷兰、日本、美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间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取

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通过何所长的运作，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秦蕴珊所长的理解和支持下，

青岛地质学会的挂靠单位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转移到海洋地质所。又在文圣常院长支持下，与

时任山东海洋学院地质系主任的徐世浙先生签署了校所合作协议。这些举措对于海洋地质研究

所稳定科研主体，切实落实一业为主的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4年 11月，所领导决定成立地质技术开发公司，这是实现地质科研成果转化，地质技术

的社会化服务，地质工作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重要举措。1985年 5月何起祥所长代表所领导

找我谈话，要我从仅当了一年多的工会副主席转岗担任这个一无资金二无队伍的地质技术开发

公司经理。要千方百计开拓地质市场，走向社会去找市场找资金；为保证本单位正常运转和发

展做出贡献；争取在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中体现地质工作的地位和价值。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个

担子的份量，也有着宁肯苦干也不能苦熬的共识。何所长说他能给我的支持就是所里的职工和

设备地质技术开发公司都可以调动和使用，但投资是没有的。同时许诺地质技术开发公司可以

制定一些跟所里标准不一样的一些经济分配方面的规定，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我深知这也

是别无选择的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的工作。只有现在的拼搏和奋斗，才有将来的各种可能。在

我任经理的六年里，何所长对开发公司的工作给与了有力的支持。1985年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季

节里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徐明广同志一起陪同何所长驱车前往引黄济青工程地

质勘察施工工地逐一看望在沿线 7个县区 250 km野外施工线路上顶风冒雪工作的我所技术人

员。每到一地除了向野外工作的一线同志表示慰问之外，还认真听取汇报，检查施工质量，与

大家一起探讨地质技术问题。他还亲自主持地质勘察成果报告的评审，把好调查研究成果的最

终出口。我们提交的引黄济青线路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获得了委托单位—山东省水利设计院的

充分肯定，为引水工程建设提供了高质量的地质资料和数据。我们为引黄济青工程所做出的贡

献得到了青岛市委市政府的肯定，1986年 2月 9日青岛日报在头版头条做了专门的报道。这些

项目的完成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效益和我所的社会知名度。

即墨温泉地热的调查和开发利用项目是时任青岛市科委程友新主任与何起祥所长共同策划的

一个地下热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1985年 12月 28日何起祥所长和蔡乾忠副所长带着我以及所

科技处、物探室的同志共六个人，程友新主任带领科委计划科梁科长、市水源办公室臧丕津主

任等 3人到即墨县温泉镇与即墨县姜县长、县科委修主任、温泉镇伊镇长和东温村丁书记，以及

温泉镇驻军的庞处长共同研讨地热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利用问题。经过协商讨论，确定由青岛市

科委立项，由我所地质技术开发公司承担地热资源调查和评价任务，即墨县和温泉镇及东温村

为调查施工提供一切便利条件。1986年 6月 18日地质技术开发公司先后组织了由薛春汀带领的

地质组开展地热地质构造和资源量评价工作，由齐国钧带领的物探组开展一米测温等物探工

作。经过对 10 km2 调查区的调查评价，圈出了地热分布区 6.5 km2，测算地下热水资源总量达

1.78亿 m3。为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划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时至今日，当我们亲眼见到温泉开

发利用带来的发展，不由得对何起祥所长和后来担任过青岛市委副书记的程友新这些先行者们

心生敬意，也钦佩他们的远见卓识。由地质技术开发公司主持的项目，如为招远县黄金公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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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招远县河流砂金调查评价”项目和为平度市城区供水找到的白沙河水源地项目，只要是需

要所领导出面的事，何起祥所长都必定亲力亲为。在所领导和全所职工的支持下，地质技术开

发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发展了工程勘察和桩基施工业务，还发展了测试分析技术和珠宝玉

石质量鉴定业务；而且以我所技术主业的优势抢占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在壮大技术业务能力的

同时经济总量和经济效益得到了迅速提升。1985年当年实现产值  10.5万元，1988年实现产值

34.5万元，1991年实现产值 162.2万元 。成为海洋地质研究所的支柱产业，实现了出成果、出人

才、出效益的目的。

“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方针的落实，为稳定和发展海洋地质研究所发挥了重要作用。何起

祥所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不仅使我想起了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的名言：“世界

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真诚地热爱生活”。他做到了这一点。面

对工作中的困局和困难，他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者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于拼搏和奋斗，推进了

单位的发展和事业的进步。

 二    学贯中西且多才多艺的学者

何起祥先生是我国沉积地质学界的知名科学家，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刘宝

珺、孙枢、刘东生、业治铮、刘光鼎、许靖华、汪品先、秦蕴珊等中外沉积学界和海洋地质学

界的大家所赞赏。他曾在国内外多所高等院校和学术组织担任职务；长期担任《沉积学报》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海洋与湖沼》 《China Earth Sequences》等刊物的编委，为培养地

学人才、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国际合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何先生文学功底深厚，他的《沉积

岩与沉积矿床》这样的专业著作使人读起来并不觉艰涩难懂。他翻译的许靖华的著作《搏击沧

海—地学革命风云录》文字如行云流水，堪称地学译著的范本。他的书法和绘画都有相当的

功底。这也似乎是地学界诸多大师们的一种共性，他们不仅是地学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对地学

领域的“经史子集”如数家珍，而且跨界到文学、艺术等领域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琴棋书画也颇

有建树。这些融会贯通的学识令人觉得地质科学并不是冰冷刻板的石头和板块，而是可以有情

趣有温度的人文科学。

 三    提携后辈倾心相授的良师益友

何起祥所长作为我的领导和同事，我们在工作中配合默契，生活中是君子之交。相互之间坦

诚相待，他对我的指导、帮助和提携既无功利也无物欲。对于他的学生和年轻人，他更是殚精

竭虑倾心相授。在长春地质学院任教的时候，他的学生说，何老师上沉积岩课的时候，教室里

座无虚席。在海洋地质研究所任所长期间，不管是否是他主持的课题，都会得到他的指导和帮

助。他结束 CCOP的工作回到所里以后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虽然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但他依然

为了所的发展发挥自己的光和热。1997年 6月，何起祥先生应邀担任“地矿部海洋地质开放研究

实验室”主任，2001年 4月应邀担任“海洋地质研究所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主任，5月又应邀出

任“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岸带地质研究中心”主任。这些岗位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闲职”，而是有明

确的岗位职责和工作内容的。何起祥先生在这些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做了大量有益的

工作，为培养海洋地质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提升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做出了贡献。2002年海洋

地质研究所组织编写出版《海洋地质丛书》共九册，何起祥先生执笔撰写了《中国海洋沉积地

质学》一书；2009年海洋地质研究所联合海洋出版社编写出版《海洋地学科普丛书》共五册，

何起祥先生与许靖华先生共同署名撰写了其中的《海底探索之路》一书。特别令人感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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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5月 20—6月 7日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岸带地质研究中心的名义争

取到荷兰教育部提供的基金援助项目，由荷兰地调局为海岸带地质研究中心举办海洋地质填图

培训班。经中国地质调查局批准，海岸带研究中心组成了以中国地调局海洋处副处长赵洪伟为

领队，以何起祥先生为顾问的培训团队赴荷兰代尔夫特学习。13名学员来自青岛海洋地质研究

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在半个月的学习过程中，何先生负

责与荷方讨论安排教学计划，安排学员的食宿，白天与学员一起上课，晚饭后又要将学员集中

起来归纳和总结白天听课的内容，还要检查学员每天的学习小结；他以花甲之年每天这样乐此

不疲地周而复始，无形之中也督促着年轻人认真努力地学习。大家觉得何先生既是大家的老师

也是大家的管家，学不好就觉得有愧于何先生的付出，也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这次地质填

图培训班取得的成效不仅仅反映在学员们撰写的培训总结报告中，更重要的是在以后开展的海

洋地质保障工程和海洋地质大调查以及海岸带地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参加培训的

人员毫无例外地都成为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研究和海岸带地质调查填图等整装性项目的负责人或

技术骨干，对高质量地完成这些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这其中就包含着何起祥先生

的心血和努力。

与何起祥先生相知共事的岁月里，我认为何先生是一位有大格局的领导者，一位有真才实学

的科学家，一位甘为人梯的良师益友。何起祥先生的人品和学识山高水长。人生际遇正如大海

一样，潮涨潮落，有时离我们远一点，有时离我们近一点，但却从未远离我们而逝去。何先生

虽然仙逝，但他留给我们的高尚道德风范和宝贵学术贡献却是一份优秀遗产总是伴随着我们去

追逐星辰大海。何起祥先生千古！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刘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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