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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俭，中国工程院院士，从事结

构工程教学、科研50年，在“教学、科研、

生产三结合”和“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

术改造传统产业”方面作出了贡献，在

建筑结构科学领域有较大创新与发展，

并将十多项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工程

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苦难磨炼了他发奋图强的意志

1934 年 12 月 22 日，马克俭出生于

岳阳县新开镇古港村马家垸。父亲马

恕，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即投身国民党部

队，辗转各地。抗日战争爆发后，1940

年，马克俭跟外婆逃难到桂林，时年仅6

岁。生活极端困难，小时候的马克俭当

过报童,进过孤儿院。受尽颠沛流离的

痛苦。但苦难是一块磨刀石，磨炼了他

从小吃苦耐劳立志奋发图强的品格。

他转辗到达贵阳，恰逢当时的贵阳一中

招生，他便参加考试被录取，在贵阳一

中初中部苦读3年。初中毕业后，他回

到岳阳老家，在岳阳市一中高中毕业。

马克俭想报考清华大学，一位老师

对他说：“新中国百废待兴，建筑领域

急需人才。”建议他学习建筑。最终，

马克俭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南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现湖南大学土木

系）。1958年大学毕业时获学士学位。当年马克俭这一批学有专

长的大学生成了抢手货。学校号召大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别人问他：“贵阳你去吗？”他斩钉截铁地说了声：“去！”有人

带头就有人响应，于是全校30多名毕业生去了贵州。

1959 年至 1961 年马克俭在浙江大学进修钢结构与弹性力

学。他夜以继日，广泛涉猎，努力充电。回到贵州大学后，他50多

年如一日，扎根贵州，辛勤耕耘，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

在建筑结构科学领域有较大创新与发展。并将十多项研究成果

应用于实际工程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工程

马克俭院士十分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在工程中的实际应

用，努力把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他的理念是：搞科学研究不

能停留在书本上、论文上，而是要把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生产

力，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真正乐趣。

马克俭认为，人的创造天赋像火花，可以熄灭，也可以绚烂燃

烧，而迸发出科学之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劳动，再劳

动。他说：“勤奋和创新是成功的秘诀。”除了必要的学术活动，他

的时间基本上是在自己的空间结构研究所度过的。研究所有一

个不成文的规定，周六照常上班，可他自己星期天也很少休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马克俭的成果首次应用于贵阳市

花溪区一所疗养院的食堂修建工程中。从那以后，他的作品一个

接一个：东北最大的超市“长春欧亚商场”、成都新世纪国际会展

中心展览馆、贵阳最高的超高层五星级凯宾斯基酒店、贵阳世贸

广场、大十字环形人行天桥、青海省西宁市劳动大厦、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库尔勒市国际购物中心，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的创新成

果频频运用到各地的高楼大厦上。1985-2007 年，在贵州、四川、

广东、广西、湖南、安徽、青海、新疆、吉林、河南、上海、深圳等10余

个省(区、市)，他的新型空间结构体系在实际建筑工程中运用达

100多万平方米，节约建设资金上亿元。

“当选院士既是荣誉更是责任。”马克俭说，“院士只是科技工

作者队伍中的普通一员，没有任何特权，今后自己更要承担起促

进科技创新的重任，踏踏实实地回报人民。”

年逾古稀的他，工作起来却不输给年轻的弟子。兢兢业业的

专业精神潜移默化影响了他的研究生，很多学生毕业后仍然保持

着周末加班的习惯，从他那里，学生们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

勤奋、严谨的工作态度。

创新就是他最大的爱好

谈起创新，年届86岁的马克俭院士精神抖擞，两眼放光，激动

地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动脑子，喜欢摸索新的东

西。”他不断挑战传统观念、创造全新的空间结构技术，这已经成

为他的酷爱。

如何创新技术，马克俭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创新不是赶时

髦凑热闹，只有结合本地实际，才是真正有用的创新。”

面对国内外建筑业新兴科技，马克俭既注意吸收又不盲从。

2003年底，应邀参加四川省重点工程“成都新世纪国际会议中心”大

跨度钢结构工程投标时，他所领导的科研团队经过周密论证，放弃

了呼声正高的日本某大学开发的张弦梁结构专利技术，而采用该省

省长基金项目“大跨度下弦管内预应力空间管桁架结构”参加竞

标。国内设计大师、权威专家组成的技术评定组最后评定，马克俭

团队提出的方案排名第一，一举中标，2005年该工程建成使用。

马克俭院士已有30多项成果直接转化为创新工程，先后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5 项，国家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 59 项，国家发明展览

会金牌2项，全国创造发明竞赛一、二等奖各1项；出版专著四部，

发表论文100余篇。他以“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方式，培养博

士 3 名、硕士 24 名；他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及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一次、贵州省劳动模范称号及全省“五一”劳动奖章两次，并

成为首批全省勘察设计大师和全省荣誉核心专家。

“当选院士既是荣誉更是责任。”马克俭教授在庆祝会上说，

“院士只是科技工作者队伍中的普通一员，没有任何特权，今后自

己更要承担起促进科技创新的重任，踏踏实实地回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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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任弼时题词

任弼时（1904-1950），岳阳汨罗人 。

1915 年任弼时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湖南第

一师范附属高小部。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

治会，是个传播新思想，提倡新社会的进步

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讲演等活动。毛

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他经常讲演，

任弼时当时很喜欢听他的讲演。后在毛泽

东推荐下，任弼时赴俄留学。长征中，毛泽

东与任弼时坚决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

争。在红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会上，张国焘

公开诋毁毛泽东。任弼时严厉地警告张国

焘说：“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

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

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他们就要翻脸，他们

是不认识你的！”任弼时维护了毛主席，维

护了党中央的权威。1938 年 3 月，任弼时

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

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

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1941 年 9 月，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50 年 10 月 28 日，任弼时逝世第二天，毛

泽东登门吊唁，亲扶灵柩。沉痛之中，毛泽

东提笔写下了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

神永垂不朽！”

给何坤改名

何长工（1900-1987），岳阳华容人。何

长工原名何坤。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

后，何坤在武汉结识毛泽东。为了帮他摆

脱反动当局的

追 捕 ，毛 泽 东

根据其留学法

国之前曾在北

京的长辛店做

过 工 的 经 历 ，

特地为他改名

为“何长工”，

意为永远做人

民的“长工”。

不 久 ，何 长 工

追随毛泽东回

湖南参加秋收

起 义 ，并 为 起

义军设计制作了军旗，上面书写“中国工

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在改造王

佐部队前，毛泽东望着何长工笑道：“长

工，我还打你的主意，去当‘土匪’好不

好？”何长工回答道：“润之同志，这个差事

不能干。要是土匪眼睛一红，桌子一拍，

就会把我杀了。”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件事，

而这件事他也相信只有何长工才能办到，

在毛主席的劝说下，何长工独身一人成功

劝说王佐加入红军。

何长工在担任二十八团党代表期间，

在如何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正规军毕占

云部的问题上，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获得了

成功。毕部官兵吸食鸦片成风，何长工便

将“戒烟”作为对他们进行改造的突破口。

起初设想强令他们缴掉“烟枪”，不从者军

法处置。但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他说，说

服还是压服，两种做法会有两种前途，关键

是打通思想。何长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对部队进行红军性质、任务的教育，让他

们认清红军与白军的不同，把吸食与不吸

食鸦片提高到红军与白军的本质区别上

来认识，从根本上提高觉悟，大家逐渐丢

掉了烟枪。

介绍李六如入党

李 六 如（1887—1973），岳 阳 平 江 县

人。由于连年战乱、军阀勒索，李六如“实

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随之破灭，他开

始了解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深为敬仰。

他与方维夏一道大力倡导平民教育运动，

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因此声名

大振，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在喻寄浑的

介绍下，毛泽东与李六如在船山学社相

见。李六如来到何叔衡的房间，手持报纸

的毛泽东已坐在那里了。经何介绍后，李、

毛二人便亲切地交谈起来。李六如称赞毛

泽东组织起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

又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立了大功。毛

泽东谦逊地回答说：“这算什么功，靠大家

的力量嘛，少数人是逞不起英雄的。”顿了

一下，毛泽东又对李六如说：“听何胡子说，

你在武昌当过兵，打过仗。辛亥革命那年，

我也在长沙当过兵。”“他还耕过田哩！”何

叔衡指一下毛泽东。毛幽默地说：“秀才当

兵会造反咧。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穿吃，那

就不好。”[1]后来李六如经毛泽东介绍入

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期间被毛泽东派往

安源编写夜校教材，指导工人运动，他编写

的《平民读本》是湖南党组织较早传播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通俗读物，是湘区党委从事工

人运动，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启

蒙 教 育 的

好 教 材 。

后 受 毛 泽

东重用，被

委 任 为 毛

泽 东 办 公

室秘书长，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至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署 副 检

察长。

书赠文年生

文年生（1906-1968），岳阳县人。长征

时曾在毛泽东身边任军委教导队队长。

1935 年 9 月 10 日凌晨，张国焘给四方面军

政治委员陈昌浩发电，要他率右路军南下，

阻止中央北上，必要时采用武力处置。得

悉电报后，红三军团掩护中央机关连夜北

上。彭德怀则命令文年生率军团教导营保

卫毛主席与党中央。天亮时，四方面军参

谋长李特奉张国焘的命令带骑兵追了上

来，他拔出手枪要行凶，幸被旁边的同志抱

住。这时，文年生与教导营的同志也拔出

了手枪，准备还击。毛主席见状，叫人松开

李特，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

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

南下之弊，然后对文年生说：“文年生，让四

方面军的同志站在一边，让他们回去，我们

带头走，他们后面来。他们是老鼠钻牛角，

钻不通会回来的。”就这样，文年生率教导

营保护毛泽东主席、保护党中央脱离危险，

继续北上，胜利到达陕北。

1942 年，文年生在延安任关中警一旅

旅长兼马兰分区司令员时，毛泽东曾亲笔

书赠“生产教育,二者兼顾。书赠文年生同

志。”奖励他；

1945 年 他 任

南下的第三

游击支队司

令员，毛泽东

亲自讲话并

为 部 队 送

行。新中国

成立后，文年

生任原广州

军区党委副

书记，1955年

被授予中将

军衔。

简青乃润之之友

毛简青（1891-1932），岳阳平江县人。

1921年夏，毛简青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

到湖南法政学校讲授经济学。在船山学

社，由李六如引荐，毛简青结识了毛泽东和

何叔衡。毛泽东和毛简青一见如故，深入

交谈，从国际国内形势到严峻的革命任务，

从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到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如遇知音，相

见恨晚，从此两人相交日深。由于他俩过

从甚密，有一次，毛简青的房东甚至误把毛

简青当成了毛泽东。毛简青笑着说：“吾非

泽东，乃润之之友耳。”1921年冬，经李六如

介绍，毛泽东找毛简青在清水塘党的机关

谈过话后，批准毛简青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毛简青到广西梧州，以广西宣

传员养成所讲师身份作掩护，秘密进行建

党工作。1926 年 2 月，担任过黄埔军校政

治教官的他为黄埔军校考送学员63名，同

年 3 月，又为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第六届

农民运动讲习所输送学员 30 名。1927 年

马日事变，在革

命的危急关头，

毛简青出任中共

湖南省委委员兼

平江县委书记。

7 月 12 日，为配

合“八一”南昌起

义，毛简青根据

中央的指示，派

出余贲民率领的

平江工农义勇军

1200人枪参加南

昌起义。在开赴

南昌途中受阻，

遂折回铜鼓、修水一带，参加了毛泽东领导

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1932 年秋毛简

青牺牲于洪湖边瞿家湾。

张文彬落实指示营救西路军

张文彬（1910-1944），原名张纯清，岳

阳平江县人。擅长统战工作和敌后武装斗

争，1936 年调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在营救

西路军过程中，张文彬及时传达毛主席指

示，为党和国家立下大功。1936年秋，中共

中央提出国共再度合作，将“反蒋抗日”口

号改为“逼蒋抗日”。张文彬奉中共中央指

示，到西安领导西北特支并做西北军的统

战工作。之后，毛泽东又于 8 月 13 日派张

文彬带着他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

随同叶剑英（做东北军工作）、潘汉年（去南

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汪锋（做十七

路军党的工作）等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

他面见了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和总参议杜

斌丞。经过诚挚的交谈，他与杨虎城达成

两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

和西北军之间的秘密联络站。这个联络站

为接送干部、运送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著名文化人冯

雪峰、丁玲等都

是从这里进入

延 安 的 。 1944

年 8 月，时任中

共南方工作委

员会副书记兼

组织部部长的

张文彬在江西

高陂镇被捕，不

久便在狱中含

恨 而 终 。 9 月

初，张文彬牺牲

的消息传到延

安，毛泽东参加

中共中央为张文彬举行的追悼会，并参加

了在延安举行的小范围悼念活动。

三次接见贺凤生

贺凤生(1932-1992)，岳阳市君山区人，

祖籍湖南省湘潭县竹鸡塅。其祖母是毛泽

东的姑妈。1961年11月20日，贺凤生去北

京中南海，毛泽东先后三次接见他，听取他

对华容县“大跃进”的反映，并送给他上海

手表等礼物。1966年10月7日，毛泽东在

主席会客厅再次接见贺凤生，听取地方

“文化大革命”的反映和效果。听完贺凤

生的汇报后，毛主席点上了一根烟，若有

所思，他说：“不是你来我根本就不晓得

这些情况”“你们那里的一些做法肯定

是不对的。你讲的情况很真实，我和周

总理哪怕下去，恐怕都听不到这些情

况。”贺凤生两次进中南海与毛泽东交

谈，对毛泽东主席制定社会主义建设

政策、调整“文化大革命”方向等方面

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研究室历
史人物研究科）

毛泽东与岳阳人
□晏泽擎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苏联巴拉维赫

疗养院看望正在养病的任弼时。

何长工近照

李六如近照

文年生近照

毛简青近照

张文彬近照

202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7周年。忆峥嵘岁月，在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艰苦岁月里，数位岳阳人在工作上、在生

活上都是毛泽东的好伙伴、好同志。他们既是老乡，也是革命战友，革命事业为他们牵下了牢牢的“红线”，毛泽东与岳阳人因而也

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图为马克俭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