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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瞬间，在我

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发生在

我身边的故事，回忆起来就像一颗颗闪闪

发光的珍珠，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 1973 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

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材系，开始了大学

学习生活。当时，冶院校园建筑带着古朴

的韵味，砖石也都饱含岁月的故事。在那

间洒满阳光的教室里，坐着一群朝气蓬

勃、求知若渴的学生，我就是其中的一

个。讲台上站着的就是深受大家尊敬的

徐维忠老师。

记忆里，徐老师总是带着和蔼可亲的

笑容，他的目光就像温暖的阳光洒在每一

个学生身上。作为他的学生，我当时对耐

火材料这个专业既热爱又陌生，不少同学

也是不知从何学起。徐老师好像看出了

我 们 的 心 思 ，

每堂课都循循

善 诱、不 厌 其

烦地引导大家

了解这个专业

的特点和发展

前 景 ，让 我 们

深刻认识到它

在冶金行业中

发挥着至关重

要 的 作 用 ，也

使同学们逐步

爱上了耐火材

料专业。

徐老师对

学生的爱含蓄

而深沉。记得

有一次，为了完成设计耐火材料砖的作

业，我们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绘图笔，这

个笔比较贵，我根本没钱买，只能尝试用

普通的绘图笔来完成。普通绘图笔虽然

达到了基本要求，但绘图的效果很差，作

业的质量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徐老师

批改作业时很细心，他发现了我的困境，

并默默记在心里。第二天，正当我低头画

图时，徐老师走到我身边，把一支崭新的

绘图笔轻轻地放在了我的课桌上。我惊

讶地看着徐老师，他只是微笑着说：“好好

画图，别让工具限制了你的才华。”我拿起

那支笔，感觉它有千斤重，那是徐老师对

我沉甸甸的信任和殷切期望。

那时候，为了提高我们的设计水平，

徐老师常常带着我们班的同学在建材楼

三楼那间小小的设计室里挑灯夜战。他

和同学们一起讨论设计思路，从耐火材料

的用途、功能、布局到外观造型，每一个细

节都不放过。同学们提出的方案要么过

于复杂，要么缺乏美感，我和几个同学时

常会提出一些大胆的想法，大家为此争论

不休。徐老师都会认真倾听我们的想法，

他对同学们说：“你们的想法很有创新性，

但我们同时需要考虑实际的建造难度和

成本，大家可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再

试着改进一下各自的方案。”在徐老师的

指导下，我们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可行性

方案。

师生之间那份真挚深厚的情谊成为

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毕业后，我有

幸留在了学校，投身于教育事业，成为耐

火材料专业教师。带着徐老师的教诲和

期望，我在耐火材料这一广袤领域中不

懈探索，不断提升。在教书育人的征途

中，我始终与学生并肩同行，在知识的海

洋里共同遨游，于实践的熔炉里携手锤

炼。岁月悠悠，转瞬已过半个多世纪。

徐老师，这位智慧与慈爱并存的师长，已

经 98 岁高龄了，岁月虽然冲淡了很多记

忆，但那些与徐老师共度的美好时光和

温暖瞬间，却宛如昨日，清晰地镌刻在我

心底，历久弥珍。

（徐维忠，山东掖县人，1926 年 4 月

生，1956年由东北工学院来校，先后在工

艺系、建材系、冶金系任教，主要讲授“建

筑材料”“耐火材料”等课程，1992年离休；

作者白茂瑞，1973—1976年在我校耐火材

料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在耐火教研室任

教，后在图书馆、学报编辑部工作，现为离

退休党委第三党支部书记）

我的老师徐维忠
◇白茂瑞

耐火材料专业1973级毕业合影，第二排右三为徐维忠老师，第

二排左二为本文作者白茂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安建

大”）充分发挥建筑科技学科和人才优势，促进

丝路沿线建筑类大学交流合作，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扩容国际联盟“朋友圈”，不断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西安建大以“国际+”转型打造“丝

路国际建筑科技新高地”，促进国际化办学高

质量发展；举办首届丝路国际建筑科技大会，

成立由23个国家45所高校组成的“丝路国际建

筑科技大学联盟”，开启参与“一带一路”教育

合作与城镇化发展的新征程，成为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高校间交流与合作的推动者

和引领者。

打好人才培养“组合拳”，持续引领国际化

协同育人。西安建大与联盟高校商讨课程输

出、专业援建与订单式人才培养方案，签署学

生互派协议；加强留学生生源基地建设，扩大

留学生规模和提升生源质量；获批“创新型人

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等3个国家留学基金委

人才培养专项，选派师生赴外交流学习。

推动合作模式“多边化”，不断加大高质量学

术供给。西安建大先后发起成立了“低碳城市·

社区·建筑国际学术联盟”“国际地下空间环境学

会”2个国际学术组织，将“一对一”的合作模式扩

展为“多边”合作，实现多元共赢。该校与联盟高

校策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及引才引智项目，承

办2023年丝绸之路城市绿色发展国际产学研用

合作会议，搭建中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合作

对接平台，为促进丝路共建国家友好交流、成果

共享和共建人类美好家园作出贡献。

打造科技创新“桥头堡”，联合共建国际化

科研平台。西安建大携手瑞典、芬兰、新加坡等

国家知名高校组建的“低碳建筑环境国际合作

联合实验室”获批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围绕建筑环境与地下空间环境低碳学科前沿和

重大需求开展合作研究。该校积极落实“中国

—中亚峰会”成果清单，与莫斯科国立建筑大学

等高校和单位组建陕西省绿色建筑“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引领丝路共建国家建筑业生产方

式变革，推动建筑业向清洁低碳转型。

参与丝路沿线“大基建”，不断提升建筑科技影响力。西安建大科

研团队深度参与1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重大基础建设工程项

目，有力提升我国建筑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土木工程学院宋战平教授

团队参与塔吉克斯坦—中国边境公路改扩建工程，受到塔吉克斯坦高

度评价；资源工程学院石广斌教授团队参与了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多

个水电站建设项目，为当地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学校实现技术

成果产业转化638项，形成产值25亿元，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环境

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深度融入共建“大格局”，持续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西安建大依托

联盟不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策划实施学术沙龙、线上建筑文化营等相

关活动百余场。该校大力提升国际学生对“中国建造”“中国智造”等行

业和学术标准学习能力，着力培养高素质的知华友华国际人才和中国文

化传播使者。此外，该校还与莫斯科国立建筑大学、吉尔吉斯斯坦奥什

工业大学合作举办“中俄联合工作营”“中吉联合工作营”，促进学生对多

元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11

月11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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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刘西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韧性城

市、工程结构耐久性等方面的研究，现任我校交叉

创新研究院韧性城市规划工程研究院执行院长、

西安市城市安全与韧性国际合作基地负责人。

我于 2004 年考入建大土木工程专业学习，

2008年又在本校攻读了硕士研究生。2011年硕士

毕业后到同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以

师资博士后身份入职建大，进行工程耐久性相关

的研究。2019年12月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博

士后研究，开始韧性城市方面的研究。

建大“为人诚实、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

实”的校风深深地影响了我。赴美交流研究时，我

面临选择学校的问题。有同学建议我选择纽约、

洛杉矶等位于美国东西海岸、经济相对繁荣的城

市，既能够体验美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也相对便利

一些。但是，我觉得赴美交流是珍贵的学习机会，

应当以有益研究最为优先，要能够真正学到一些

东西。于是我根据自身研究方向，选择了地处中

西部的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这所大学位于科

罗拉多州科林斯堡市，距丹佛市有一个半小时车

程，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韧性城市”研究机构。

“韧性城市”一词最早源于生态学概念，后来

被引入土木工程领域，具体是指城市能够像弹簧

一样凭借自身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并合

理地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再次恢复过来，这与我

的博士研究方向具有很大的契合度。科罗拉多大

学坐拥着当时极为先进的研究机构——美国国家

韧性城市研究中心，汇聚了一支世界前沿的研究

团队，其中包括一位美国工程院院士。优越的科

研条件使我得以接触到韧性城市方面最为前沿的

研究成果，为我回国后从事韧性城市研究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在美国研究的过程中，我牢记建大

老师的叮咛和嘱托，时刻不忘勤勉尽责、严谨务实

的工作要求，将先进的学习成果带回母校，服务于

我国的韧性城市建设。

回国后，我致力于以学科交叉的形式探索韧性

城市发展方向。2021年，我校成立了交叉创新研究

院，2022年我受聘担任韧性城市规划工程研究院副

院长。研究院联合我校城规、土木、建科、信控和生

态专业，以土建等优势专业为主，汇聚学校各专业

的研究方向进行交叉创新，致力于发展具有科学防

灾、韧性恢复的未来城市规划管理体系。研究院针

对我国本土问题，立足西北，面向“两高一疆、一河

一城”地区，结合不同地区的灾种和情况，与

国际上相关的专家开展交流合作。

目前，研究院在做城市防洪韧性相关

的研究，促使我锚定这个研究方向的原因

是“7·20”郑州特大暴雨灾害。灾害对当时

郑州市的城市功能产生了极大的破坏，造

成了列车停运、路段积水、通讯中断、人员

伤亡等严重后果。我意识到研究对策应当

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要关注城市防洪

韧性方面的不足，提高城市防洪韧性，通过

提高城市自身韧性调节能力持续抵御洪涝

灾害，减少灾害传播。于是，我们通过与政

府、气象局、城市规划等部门合作，在西安

市灞桥区设立试点，通过测量城市基础数

据，在当地的低洼区域和桥涵位置进行水流监测，

构建城市洪涝灾害模拟平台，开展城市尺度的研

究，帮助当地提升汛期的防洪韧性。在学科交叉

的探索中，还有学生提出通过监测灾后通讯的受

损情况来间接反映受灾情况。我们也发掘自己学

科的擅长点，比如设计新型建筑，通过数值模拟开

发算法，把它们应用到韧性城市的研究中，这些新

技术为各传统学科提供了转型路径。

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继续秉持“为人诚实、

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的建大作风，踏实

研究，深耕细作，稳步前行，拓展韧性城市研究新

方向。我们计划在陕西省开展典型城市示范工

程，为提升城市安全与韧性提供技术指导，争取为

人民建立一个稳定宜居的家园，为国家的韧性城

市建设保驾护航。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既要注

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也要重视“勤勉、务实”品格的

教育，努力培养出“脊梁式”的国家技术人才，为科

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本文由学生记者惠奕铭、贠八虎根据采访录

音整理）

刘西光：“四实”铸魂 “韧性”筑城

近期媒体建大主要内容

《陕西新闻联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千问千答”打造

“大思政课”品牌

《陕西新闻联播》：

陕西省膜分离技术研究院深入实施“三

项改革”让科技成果靓丽“出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朝闻天下》：

神奇新建材 流水线上造房子 户型结构随

时调

陕西广播电视台：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带“老菜场”出国

西安网：

建大静态交通研究院：智慧化方案破解城

市停车难题

东方网：

陕西：开创后世“模板”唐长安城风景园林

研究获突破

刘西光教授（中）在英国作学术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