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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雪霏

● 舍己为人，实业救国

一块玻璃，一个馒头，看似再平常不过的
物品，它们所用的原材料都是同一种东西——
纯碱。如今，纯碱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殊
不知在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因得不到价格高昂
的纯碱，只得以酸馍为食，以纯碱为生产原料
的工厂更是举步维艰。这时，出现了一个人改
变了这样的局面，他就是侯德榜。
1890年8月9日，侯德榜出生于福建省闽

侯县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勤奋好学的他，半耕
半读，有“挂车攻读”美名。1903年，在姑妈的
资助下到福州英华书院学习，后又就读于上海
闽皖铁路学院。毕业后，在英资津浦铁路当实
习生。年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亲眼目睹
了西方列强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和人民的剥削
与压迫，侯德榜立志要掌握科学技术，用科学
和工业来拯救苦难的中国。
1911年，侯德榜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

堂，以10门功课1000分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
园，被保送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
成为第一批赴美深造的毕业生，并于1921年获
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更是因
见解独到，被《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特予
连载，全文发表，成为制革界至今广为引用的
经典文献之一。
就在这时，侯德榜接到了国内爱国实业家

范旭东的来信，邀请他毕业后到“永利制碱公
司”工作，承担起建设亚洲第一家碱厂——永
利塘沽碱厂的重任。也正是这封信，让范旭
东、侯德榜两位中国重化学工业开拓者结缘，
开启了科学救国之路。
彼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影响，

我国进口洋碱的来源锐减。人民生活水深火
热，工业生产也难以发展。为此，范旭东在塘
沽成功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之后，将目光投向了
碱业。当时的主流制碱方法苏尔维制碱技术
为几个大公司垄断，因此创办碱厂与一般工厂
不同，无从购买整套机器，必须自己暗中摸索
设计。“虽粉身碎骨，我也要硬干出来。”对于制
碱，范旭东早已下定决心。也正是范旭东这种
一往无前振兴中华民族工业的热情感动了侯
德榜，让他放弃了已小有成就的制革专业，转
而投身于尚不太专精的制碱领域。
为了使永利碱厂生产出合格的纯碱，侯德

榜苦心钻研，经过500次的试验，永利碱厂终于

在1926年生产出我国乃至亚洲第一批优质纯
碱——“红三角”牌纯碱，并在同年举行的美国
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获得“中国近代
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同时也一举打破西
方碱业公司的垄断。
侯德榜制碱成功，让中国看到了前进的希

望，而随后他的又一举动更是震惊了世界。侯
德榜决意要撰写一部全面阐述苏尔维制碱技
术、工艺、设备的著作，将他的研究成果向世人
公开。要知道，由于纯碱技术的封锁，进口洋
碱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卖到一盎司黄金一磅，与
真金白银无异。掌握了这项技术，无疑是掌握
了绝对的财富。
侯德榜大胆的决定立刻遭到了周围人的

反对，大家纷纷劝说他三思而后行，“十年苦战
才终得此果，您何苦为之，您现在可是还居无
定所，连个家都没有。”侯德榜却说，“我的老师
杰克逊曾说过，‘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它
应该造福于人类。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决不能
把科学技术作为谋求个人财富的工具。’”
1933年，侯德榜以英文写作的《纯碱制造》

一书在纽约出版。他解开了苏尔维制碱技术
的奥秘，至此封锁了长达70年之久的苏尔维制
碱技术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制碱技术成为全人
类的共同财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8年的烽火硝烟

中，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范旭东、侯德
榜、李烛尘、孙学悟等人，毅然发出了“宁举丧，不
受奠仪”的民族爱国主义最强音，拒绝与敌寇合
作，带领技术人员西迁四川，在乐山五通桥建设
永利川厂和黄海化学研究社，在自贡张家坝创
建久大模范盐厂，他们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支援
抗战，侯德榜博士带领技术人员，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发明了“联合制碱法”（侯氏碱法），在世界
化工发展史上为中华民族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43年10月22日，英国化工学会授予侯德榜名
誉会员称号。当时，全世界被授予这一称号的
化学家包括侯德榜在内仅有12人。
抗战胜利后，工厂逐步恢复生产，侯德榜又

研究发明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
新工艺，并使之在上世纪6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
和大面积推广。侯德榜一生心系化工事业，新
中国成立后为考察化肥使用情况，他四处视察，
最后跑不动了，便在家里开会研讨。直至去世
前几个月，侯德榜还向化工部党组打报告要求
到大连化工厂进行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1973年1月，重病的侯德榜写下最后一封信

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德榜年迈，体弱多
病，恐亦不久于人世。一生蒙党和国家栽培，
送外国留学，至今无以为报。拟于百岁之后，
将家中所存国内较少有的参考书籍贡献给国
家……”这是他最后仅有的家产，也是他最后留
给后人攀登科技高峰的又一块阶石。1974年8
月26日，侯德榜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 十易成稿，寓情于戏

化工先驱，科学救国，屡创佳绩，举世闻
名。一位有着如此传奇一生的杰出科学家，他
的故事该怎么写？
2014年，由中科协、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启动实施的科学
家主题联合宣传活动“共和国的脊梁——科学
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正式启动。侯德榜作为中
国化工领域的奠基人，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
身）的教授，他实业救国、科研救国、教育救国
的精神在天津、在天大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
天津大学充分动员师生参与剧本创作。
为了真实还原侯德榜这一人物形象和这

段曲折的历史，工作组先后赴北京、天津、大
连、南京、福建等地，拜访中国化学学会、中国
化工学会、永利铔厂厂办校南京化工职业技
术学院、南京化工集团公司、永利化工天津碱
厂等单位，实地追踪侯老的生平足迹，采访侯
老后人、秘书、知情人士，查阅书籍和历史文
献千余份，整理10余万字的一手资料，并据此
创作了话剧《侯德榜》的剧本初稿，先后邀请剧
作家杨爱君、天津大学校友高深等开展创作，
举行剧本研讨会、评审会，群策群力，十易其
稿，终于成稿。
2017年底，天津大学对话剧进行再度创作和

全面提升。2018年2月1日组建新剧组，邀请国
家一级编剧兼导演许瑞生执导，全面提升舞台表
现力。以“写戏即写情”为创作标准，用人物对话、
行动、情感来塑造形象，让话剧更贴近大众、贴近
生活。组成强大的艺术专家团队，邀请天津职业
院团的艺术家加盟，与天大青年教师和北洋话剧
团学生共同参与话剧演出和舞美等工作。
天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师、青年作曲家

冯公让老师还为话剧创作了交响乐，完成了交
响乐与话剧结合的一次创新尝试。为了赶上
进度，他利用寒假期间创作，推迟了自己手术
的时间。交响组曲包括序、手足情、念太公、踏
车读书、出碱等17段，创作着力表现点在“情”
字上，侯德榜与太公的亲情、与张淑春的爱情、
与范旭东的友情等。由天津交响乐团和天津
大学北洋合唱团反复排练后完成录制。

导演许瑞生表示，在拿到话剧《侯德榜》剧本
的时候，就深深被这部剧所吸引，侯德榜不为一
己私利，甘愿为国家以及世人奉献终身的民族精
神让他深受感动，“侯德榜的身上有着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最显著的标志——士子之风。他们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始终心怀天下，将国家民
族的利益视作终生奋斗的目标，这种人才称得上
是‘共和国的脊梁’，这种精神才叫做民族精神，
值得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为了将话剧《侯德榜》完美地呈现出来，许瑞

生找来了与其合作多年的专业舞美制作团队参
与创作，并邀请由他执导的原创大型历史剧《伯
牙摔琴》中伯牙的扮演者、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
视系教师任东岳出演侯德榜。“接到许导演邀请
时，我很惊讶，已经年近八十高龄的他，还愿意花
如此大的精力去创作一部新的话剧。当我为了
这部话剧，开始查阅侯德榜的资料时，我才明白
导演为何如此。侯德榜曾说过一句话，‘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
么做的。当我看到他愿意将苏尔维制碱技术公
之于众时，我由衷钦佩于他无私奉献的精神，这
是我们这代人很难做到的。”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任东岳翻阅了有关侯德

榜的大量资料，仔细揣摩人物的心理，力求做到
最为真实贴切的还原。侯德榜一生丰功伟绩无
数，然而让任东岳觉得塑造起来最有难度的，不
是侯德榜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时候，却是侯德
榜妻子张淑春去世时侯德榜与其告别的那场戏。
与侯德榜不同，张淑春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
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但与侯德榜相伴一生，默默
为其守护着这个家。由于侯德榜多年求学、出
国、奔波穿梭于各地，夫妇二人聚少离多，相处的
时间极为短暂。1958年侯德榜率团在日本考察
期间，张淑春因病去世，侯德榜悲痛不已，深感对
妻子亏欠良多，他说，“我一辈子教书育人，培养
了如此多的人才，却唯独只教会你一个‘淑’字。”
此后16年，侯德榜一直与亡妻的骨灰盒相伴，从
未动过续弦的念头，完成了他“惟将白发守空房，
报答半生死别离”的承诺。
任东岳表示，这场戏在整部剧中看似并不重

要，却是最为动情之处：“侯德榜在外是赫赫有名
的化学家，是科学救国的实业家，为国家兴盛奉
献一生，但他依然也有脆弱的一面，对于妻子，他
只有深深的愧疚之情。也是这一场戏，让我们看
到了一个‘鲜活’的侯德榜。”

● 广泛传播，感动后人

据悉，原创话剧《侯德榜》自2015年4月第一
轮公演以来，先后在天津、北京、内蒙古、广东公

演17场，好评不断。2020年，在天津大学建校
125周年12.5小时的庆典直播中，话剧《侯德榜》
更是成为师生校友最喜爱的文化艺术节目，播放
量达百万余次。
今年7月30日，第三届“青年艺术家培养计

划”在天津大剧院正式启动。自2018年首届“青
年艺术家培养计划”启动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三届，本活动旨在依托天津大剧院场地资源，为天
津市高校及艺术院校师生提供一个实践展示的舞
台，以提高艺术类人才的创作热情与专业水平，积
累经验、促进艺术人才的成长。同时也作为文化
惠民演出的一部分，推出系列演出活动，丰富天津
百姓文化生活。由天津大学带来的大型原创话剧
《侯德榜》也将作为本届“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的
首场演出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演出将在天津大剧院歌

剧厅举办，这也是本届“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的
亮点之一。将青年艺术家们的舞台由小型剧场搬
至歌剧厅、音乐厅等大型剧场，不仅为本市高等院
校及艺术专业院校的师生们提供了更大、更专业
的展示平台，更有利于促进高校艺术师生们的艺
术水平及素养的提高，为其搭建了一个走向全国
甚至是国际舞台的桥梁。
天津大学校团委书记管虹表示，观看话剧的

过程也是浸润心灵的过程，话剧《侯德榜》展现
了这位士子楷模的赤子爱国之心、振业兴邦之
志、鞠躬尽瘁之情、实事求是之魂，用其笃信科
学、实业救国的崇高精神，感染一代学子。因
此，剧组经常到全国各个高校进行巡演，在每年
天津大学的新生欢迎仪式上，话剧《侯德榜》更
是必不可少的节目之一。
很多学子在观看话剧后都深受感动和启发，

并将侯德榜作为自己努力学习的楷模。天大优秀
学生标兵获得者隋昊男同学说：“我正是以侯德榜
先生10门功课1000分为榜样，包揽了所有专业课
的最高分，以平均成绩97分创造了力学系的纪
录。”化工学院的一名硕士看过话剧后内心颇为触
动：“今日闻《侯德榜》大戏，内心翻腾，欲重温此段
历史，而后朝出晚归潜心学术，兢兢业业立志科
研！”一位来自北京建华实验学校的高中生在微信
朋友圈更是写出了这样的感慨：“《侯德榜》教会了
我们什么是坚持和对事业的热爱，教会了我们为
了国家而燃起热血，教会了我们爱情不是卿卿我
我，而是在背后默默支持。”
天津大学还特邀侯德榜的后人前来观看话剧

《侯德榜》，侯德榜先生的孙女侯盛欣在看完演出后，
感慨地说道：“爷爷经常教育我们，勤能补拙，勤俭立
业。虽然爷爷已去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还常常
浮现在眼前，这部话剧让我再次想起了爷爷当年的
样子，因为这部剧里不仅有家国，更有情怀。”

●

10月27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将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本剧由

国家一级编剧兼导演许瑞生执导，天津大学师生共同参与创作，历时近7年反

复修改，十易其稿，最终将这部再现一代化工先驱——侯德榜救亡图存之路的

原创话剧搬上舞台。

作为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联合发起的国家级项目“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入选项目

之一，天津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原创献礼大戏《侯德榜》旨在反映天津大学

（北洋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化工学家、中国近代民族化学工业的先驱与奠基者

侯德榜先生的事迹和科学家精神，以启示后人珍惜当下。

话剧《侯德榜》：

寻找科学家风骨的文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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