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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胡粹中的女儿，这三张照片是我父亲三个

不同年龄段留下的相片：第一张是1928年他正在

创建苏州美专时的相片；第二张是1956年他随苏

南工专西迁时的相片，那时候他56周岁；第三张是

1965年父亲在西安中央照相馆拍的，也是退休以前

（1966年退休）在西安拍摄的最后一张相片。

我来介绍一下父亲的家庭情况，我是胡粹中

先生二女儿胡正。从我记事起，家中共有八个人：

祖母、父亲、母亲、大姐、哥哥、我和小妹，除此以

外，还有我父母亲从重庆孤儿院领回来亲戚家的

一个孤儿。我们家四兄妹中，哥哥和小妹继承了

我父亲的美术事业，其中我哥哥学的是建筑学专

业，他是苏南工专 1954 届校友。妹妹是中学老

师，大姐是化学讲师，我本人学的是药学专业，是

医学基础专业基础课讲师。在父亲的谆谆教导

下，我们这个家庭成了教师之家。除了我们几个

姐妹以外，母亲、大姐夫包括我先生也在西安冶金

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前身）当过教师，所以我

们这个家庭是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

下面我谈谈我父亲的生平。父亲胡粹中先生

已经离开我们48年，回想起1975年12月28日接

到家里的紧急电报，我和先生带着三岁小女儿杨

倩从两千多里之外返回家中时，也没有见到父亲

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

在老人家过世的几年里，苏州美术界为他办

过遗作画展。过世十年之际，苏州美专的校友联

合苏南工专的校友，在这座大楼里（指苏工罗马大

楼，现颜文樑纪念馆）隆重举办了10周年的纪念

大会。今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苏州校友会、苏南

工专的校友们又在此聚集一堂，再度为我父亲举

办了更为隆重的纪念活动，我想在天堂的父亲知

道了也会十分欣慰。

我们家住在苏州怡园西侧的豆粉园（曾用名：

窦妃园）10号，那是一座三进的清代古朴建筑的老

宅子，家中有一间父亲专用的画室。在中堂的里

间，约有一个13平方米、南北都有大面积的玻璃

窗，采光良好。画室的东侧有一个较大的木质玻

璃书橱（里面存放着我父亲的画册、绘画工具等），

紧挨着是一个小立柜，放置着古玩之类的器物。

画室正中央是一个很大的写字台，父亲经常在上

面伏案疾笔，室内还有很多的画架，父亲大部分的

画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怡园北侧有一个小巷子叫铁瓶巷（现在已经

变成了干将路），颜老——颜文樑伯伯就住在这

里，与父亲志趣相投的朱士杰叔叔也住在附近的

干将坊。他们三个是童年的玩伴，常在铁瓶巷顾

家的大照墙内踢小橡皮球，长大以后成为有为青

年，一起吟诗作画，一起办学，就有了后来的“沧浪

三杰”：颜—胡—朱（俗称“眼乌珠”）。

接下来我谈谈“沧浪三杰”。我们现在所在的

这栋建筑罗马大楼，也就是颜文樑纪念馆就是由

时任代理校长的父亲全面负责设计施工完成的。

当时的父亲食宿均在学校里，并为此将婚期推迟

了两年。1932年大楼落成，其校舍和教学条件一

时成为全国美术学校之最。

下面介绍一下关于西迁的情况。1956年全国

大专院校大调整，根据自身专业需求本应去南京

艺术学院的父亲，已经56岁高龄。为响应国家统

一调配，他放弃了熟悉的江南水乡生活，特别放弃

了母亲在生活上的照料，随着苏南工专的师生们

一起西迁去了西安，到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今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并投身建筑系美术教育，并在学

校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彩画群体——

“西安春蕾水彩画会”。在西安的十余

年，父亲的起居及食宿均在西安学校

里，直至1966年才退休返苏，其间曾两

次被医生告知病危，血压的高压一度

达到200以上。

下面我来谈谈父亲的艺术创作方

面。父亲胡粹中先生先后在苏州、西

安、北京和青海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

在美术界享有水彩画大师的美誉。他

擅长水彩画，多为风景写生，“笔调细

致工整，色彩清雅晶莹”，对大自然景

色以逼真求实的画面展现春夏秋冬四

季。《江南水乡》是父亲的优秀代表作

品，1958 年这幅画曾在莫斯科举办的

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上被选为“优秀

奖”。1970—1975年间，年过七旬的父亲仍然坚持

写生创作。

父亲退休回苏州后，休闲之余有一群业余爱

好艺术，号称父亲“关门弟子”的师兄师姐林华南

（女）、王振然等都纷纷上门拜父亲为师，父亲不收

任何报酬热心且耐心细致教授给弟子们。

父亲从1928年到1970年先后出版了10余册

《胡粹中水彩画》画册，出版社多达十余所。1929

年7月出版的《粹中画册》，其中有徐悲鸿先生给

父亲画的素描画像。

父亲除了在苏州美专、苏州工专授课外，还先

后兼任过苏州和上海等十余所中学的美术教员，

例如苏州振华女中、江苏省女子师范学校、景海女

中、乐益女中、美华女中、慧灵女中、东群中学。父

亲用他精湛的美术专业技术，为美术初学者打下

了坚实的素描基础功底，并为他们打开了通往艺

术的大门。

父亲长期投身于中国美术和艺术教育事业，

用尽毕生的精力培养出许多对社会有用的艺术成

才，如今遍布海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父亲对我

们的教导“人品要高尚，技术要求精，两者不可缺

一”，这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无价精神财富，传承

他的精神，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本文系胡正在苏南工专建筑科创办 100 周

年纪念活动上的报告，詹鹏超根据录音整理）

尘封在历史的记忆

胡粹中（1900—1975），江苏苏州人，教

授，著名水彩画家、美术教育家。1922年与

著名水彩绘画家颜文樑创办苏州美专，曾

任苏州美专总务主任。后赴日本考察美术

教育，在日本大学艺术学院从事研究工

作。回国后先后担任苏州美专教授、代理

校长，后先后于华东艺专、江苏师范学院、

苏南工业专科学校任教。1956年调入西安

建筑工程学院，任建筑系美术教研组主任，

同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彩画群体。1929

年商务印书馆曾为其出版《胡粹中画集》。

1979 年 7 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

《胡粹中水彩画》并在全国发行。

上图为徐悲鸿先生为胡粹中先生画的

素描画像。

◇胡 正

胡正（左二）讲述父亲胡粹中的故事

影像长存，记忆定格。每一张照片，都有属于

自己的故事。这是一张20年前的老照片，见证了

我校学子在被誉为中国大学生学术科技活动“奥林

匹克”的“挑战杯”赛事上勇攀高峰的历史，也是我

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蓬勃发展轨迹中的一个缩影。

始于1989年的“挑战杯”竞赛，不仅是大学生

科技成果的大展示，也是反映高校整体教学、科研

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2003年，经过前期辛苦培

育和精心打磨，我校学子携4件作品赴华南理工

大学参加第八届赛事角逐，最终，从来自全国各地

包括港、澳、台地区的1159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全

部获奖。其中，获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是我校

当时参加历届“挑战杯”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时隔 20 年，照片中的梅建恩校友（我校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0 级安全工程专业），如今已

成为中国建筑装饰集团西北第三分公司副总经

理。在他的回忆中，当年的获奖绝非偶然，而是源

自整个大学阶段学业能力的扎实培养和科技创新

的素质养成。

自1994年徐德龙教授（时任粉体工程研究所

所长，我校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支持创办“粉

体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以来，学校通过开

展科技讲座、科技沙龙、科技作品展览、科技服务、

组织参加校内外各种科技竞赛等

方式，将具备一定科技发明能力

的拔尖学生，吸收到各级学生科

协和科协社团组织中，培养和强

化他们的开发能力和创造能力。

大一刚开学，梅建恩就因为

对科技创新比较感兴趣，加入了

学院学生会的科技部。据他回

忆：“当时大家的创新氛围很浓

厚，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也很前沿，

比如大三的部长方明（中科院上

海光机所博士，现任苹果公司总

部研发高级工程师）在看到一篇

国家未来大力发展高速列车项目

的报道时，就开始着手研究高铁

座椅，形成了一篇科技论文，参加

学校‘粉体杯’竞赛获奖，又获得省级赛事二等奖

并入围在西安交大举行的全国第七届‘挑战杯’

赛。”

由于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学生会科技部经

常会组织很多活动，成员们基本每周都花专门时间

在一起互相讨论、打磨作品。“学长们‘老带新’，带

着我们‘头脑风暴’，出了不少‘好点子’，希望能把

我们的思维形成成果，然后正式推广。”让梅建恩记

忆犹新的是，在当时科技部部长李家辉（毕业后留

校）的带领下，他们早在当年就提出了“共享单车”

这样的商务运营思路和创业计划。“只是那时国内

互联网、智能手机及定位系统还没有普及，几乎所

有人都觉得不可想象，不认为能够实现。”

梅建恩大一、大二时均有作品参加了“粉体

杯”竞赛，从鼓励奖到二等奖，他一直在成长和进

步。“记得大三时回头看之前的作品，自己都感觉

太弱了。但我遇到的指导老师像太良平、赵瑛、李

寿国老师等，去请教时，他们从来都没有说作品的

肤浅和不足，而是一直都在用心地鼓励与指导。”

有了基础课的积累和参赛的经验，梅建恩结合大

三专业课的思考，选择了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方

向开始研究。

研究过程中，他将大一时就探讨过的对“多米

诺”的运用，与专业逃生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建立

模型，演算数据，不断去验证求解。“记得当时是列

出了十三元五次方程式，光建模和求解就花了一

个多月，一直没办法突破。”于是，他向高数老师庞

永锋老师请教，与土木工程学院结构工程硕士、博

士师兄们一起探讨。指导老师杨振宏（时任材料

学院安全研究所所长）也给了他解决思路，并让他

选修了“计算方法”这门课。因为带着问题去上

课，课程本来需要两个多月才上完，梅建恩仅听了

几次课就用半个月自学完成，找到了解决方法。

“找到方法后需要用计算机去编程模拟计算

模型，于是，我又去深入自学了计算机程序设计

FORTRAN、BASIC、C语言。”梅建恩用了一两个

月编辑程序，其间，总出现各种运算冲突、卡顿等

问题，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

之后，模型终于可以运行和验证了。“当时计算机

很少，图书馆的电脑使用起来要排长队，但我因为

在学生处勤工助学，老师们也非常支持我搞科技

创新，允许我晚上使用办公电脑运行程序计算。”

半个月后，数据验证完成，梅建恩的第一篇学术论

文也在杨振宏老师的指导下随之出炉。

作品参赛非常顺利，校级比赛直接获得了最

高奖。紧接着，学校将该作品推荐参加市级、省级

“挑战杯”赛事选拔，顺利获奖并入围全国“挑战

杯”的决赛。“决赛由刚家斌老师带队，组织我们前

往华南理工大学参赛。那张开幕式上的合影照

片，是在华南理工大学官网发出后，传回了我们学

校，刊登在了《西安建大报》上。”让梅建恩印象深

刻的是，周强在他的作品前驻足停留——因为当

时国内一起重大火灾事故刚发生不久，高层建筑

火灾的安全问题，正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回校以后，作为科技部部长的他，为了帮助更

多学弟学妹们站上“挑战杯”的舞台，拿到更高荣

誉，他想将每年的学生参赛作品包括获奖的、没获

奖的都收集在一起编辑成《年鉴》，让刚入学就有

科技创新意愿的新生们有一个可供借鉴参考或灵

感启发的资料。“学院段锋老师对我们的想法很支

持，给了我们单独的办公室和打印等方面的经

费。《年鉴》完成后，记得省上教学质量检查组的老

师碰巧看到，很感兴趣，而且给予了好评。”

有了参赛经历，大四时的毕业课程设计对于

梅建恩来说就是轻车熟路了。在郭进平老师（时

任安全工程研究所所长）的指导下，定好选题方向

后，他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及最新的科技

进展，结合自己的思考与创新，顺利完成了毕业论

文，论文后来获得了校级优秀毕业论文，经提炼精

简后形成《集值统计法及其在安全评价中的应用》

论文，连同那篇获奖论文，都陆续在国家核心期刊

上发表。

谈起大学期间感受最深的，梅建恩说，母校老

师对学生的关爱是无私与伟大的，一直在积极地

鼓励、帮助学生不断成长。而且，学校的校风、学

风，尤其科研创新之风浓厚。薪火相传、推陈出

新，这也影响他后来在工作中牢记“自强、笃实、求

源、创新”的校训与“为人诚实、基础扎实、作风朴

实、工作踏实”的“四实”校风，形成了凡事都脚踏

实地、带着问题去探索的工作习惯，由他参与或带

领的多个项目，都在积极探索和勇于创新中，获得

了多个国家级奖项。

采访中，当听到学校这些年在创新创业教育

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的消息——学校入选全国首

批“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建设单位”，学生在国际

国内高水平赛事中多次摘得桂冠，在2022年全国

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中已攀升至第 20 名

时，梅建恩由衷地为母校感到自豪。

这样的自豪感，让他想起2008年在参建上海

世博会项目时，一次会上讨论设计绘图的质量，梅

建恩提及上大学时老师要求绘图不仅必须手绘，

而且不能“一支笔打天下”——要规范使用各类型

铅笔，线条粗细轻重都有严格标准——即便是一

个简单的削铅笔，长短与宽度的练习，都用了一个

多星期。当时任项目设计管理总指挥的老教授听

完后，饶有兴趣地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梅

建恩答：“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老教授惊叹：“怪

不得，建筑界的‘黄埔军校’！”梅建恩说，我至今都

记得老教授那尊重中带着佩服的表情，让我倍感

自豪。

（文/王俊）

“四实”培养 “挑战”创新

2003年11月下旬，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比赛期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现任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

员）来到我校展台前，饶有兴趣地观看我校学子梅建恩（右一）的

参赛获奖作品《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Domino-Rope方法》。

——忆父亲胡粹中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