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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同志说我的经历太独特，太坎坷，太值得写下来。有些外

国友人也劝我写本《自传》，甚至都给我找好了出版社…… 我想，在

全面质量管理的事业上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在全世界，不会有第二

个，也许有读者想看一看，就写它一写。”在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

《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一书的前言中，作者刘源张院士这样介绍

他著此书的缘由。 

    的确，了解刘源张院士的人，都知晓他的经历确实太坎坷、太独

特，充满了太大的沉浮激荡，太多的大悲大喜！其实，具有这般戏剧

人生命运的主角，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政界、商界、文化界，其实并

非少闻鲜见，但在以探求规律、实践理性、向往淡定为追求的科学家

中，有刘源张先生这样“幸运”的人，我不敢说绝无仅有，但可以肯

定是绝对不多。当然，这不是他的本愿。但时代的风云“青睐”光顾

了他，才让他拥有了如此与众不同的传奇人生。 

    被人称为“中国质量之父”的刘源张，1949年本科毕业于日本京

都大学经济系，1955 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专功运筹

学。1956年应钱学森的函邀，进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建立我国

第一个质量管理研究组，1961年转到数学研究所，在华罗庚指导下工

作。正当他在我国质量管理和质量工程领域大显身手，开拓性地进行

研究与应用时，刚刚刮起的“文革”飓风就把他抛到了命运的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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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8月 15日晚上，他在家中被蒙上双眼，以莫须有的“高级特

务”罪名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时间长达 8年 8个月！ 出狱平反之后，

他以更大的科学激情投入质量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提出并推动了中国

的全面质量管理。 

    本书不是刘源张的自写传记，只是他从事质量管理研究的人生记

录。全书六章，各写十年。从 1956 年回国写起，按质量生涯的阶段

顺序，分别冠以“尝试”、“反省”、“奋斗”、“开拓”、“发挥”、和“余

热”的十年，条理清晰，一目了然。 

    本书有趣。我看过很多关于科学家的传记体书籍，说实话，能吸

引人爱不释手、一气呵成读完的不多。这不足为怪。因为，科学家从

事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为本领域以外的读者熟悉，科学家自身的生活往

往没有政、商、文界人士那么多诱人故事。质量管理虽然也是建筑在

现代数学基础上的一门艰深的技术学科，但它同时又是一门广泛涉猎

经济、管理、人文、社科的交叉领域，与日常的工作、生活密切关联。

而作者本人的经历又充满了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几十年前的人和事

描绘得栩栩如生。譬如，在如行云流水、对话家常的文字中，有上世

纪 50 年代在北京国棉一厂通过质量管理引导工人用低级棉纺出优级

纱的有趣情节，有 1961 年陈毅元帅在人大会堂以大块红烧肉请客的

生动描画。当然，更有对秦城监狱，这个一般人无缘造访的神秘之地

的所见所闻；有在国内外高层学术交流时的趣闻轶事。……我惊讶于

几十年来的人和事他怎么都记得那么准确、生动，他笑着告诉我，他

一直有个写日记的习惯。“文革”前的东西当时全部被抄了去，不过，



事后也还他了。 

    本书有益。书的副标题叫“我的质量生涯”。看完本书，你会发

现这是一个双关之语。质量，既是刘源张毕生从事的科学研究领域，

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科学人生目标。刘源张说，质量问题是个重要的题

目，质量管理是个专门的学问。书中有他对高质量科学研究的许多体

悟。譬如，在质量控制中，对数据的价值、功能的深刻理解，对数据

采集、分析、运用的科学把握；譬如，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

他说学术、学术，“学”和“术”结合起来，才构成真“学术”。作为

一个毕生致力于质量管理的学者，面对当前低劣产品泛滥成灾的现实

市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揪心般疼痛，他说：过程质量就是一种

秩序，过程控制就是维持这一秩序的手段。同样，生活质量、国民经

济运行质量、社会发展方式质量，都是一种秩序，这些质量都取决于

提供者的诚信程度。质量是名牌的基础，诚信是名牌的保证，不诚信

则是质量的“癌症”！通读全书，可以看到，作者无论是做人还是治

学，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是在当初的而立之年，还是现在的耄耋之

期，贯穿一切、维系始终的离不开“三感”：时代感、使命感、科学

感。他说，这“三感”就是我工作的动力。如果要再问一句：您的动

力源呢，在哪里？书中也有交代。他说，我在国外学习、工作 15 年

后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在沟沟坎坎的 60 年中没有离开过质量管理

这一行，其原因大概就是有个“家”的概念。这个家不仅是自己的“小”

家，我的家，还有个“大”家，我的国。家有个生活质量，国有个发

展质量，两个质量都靠产品质量。家与国要好起来，就得先把产品搞



好。我的质量管理工作，可以说体现了“忠孝两全”。这些平平实实

的话语，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冲击力量！因此，我想，这本书如果有更

多的青年学生和学者读一读，对他们去实现一个高质量的科学人生，

定是大有补益的！ 

    本书有道。该书的书名叫《感恩录》。一个无端地在秦城监狱被

关押 3000 多个日夜的科学家，身心、工作和家庭该遭受过多大的摧

残和牺牲！然而，在获得昭雪解放之后，他没有戚戚痛楚，拒绝哀声

怨气，立刻抢回时间，投入科研创造。取得成就之后，又归于大家，

感恩于人，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的真正意图是感谢，我的

质量生涯中，要感谢的人太多。这是什么胸襟！这是何等的大气！这

就是高质量的科学人生！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生活中的大智慧，

更是学会做人、成就阳光人生的支点，是一切生命美好的根基，是人

生质量的健康体现。英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洛克说过：“感恩是精

神上的一种宝藏。”是的，感恩之心可以稀释我们心中的狭隘和悲怨，

可以帮助我们渡过最大的痛苦和灾难。常怀感恩之心，会使我们已有

的人生资源变得更加丰厚，使我们的心胸更加宽阔，使我们能感受到

自然的美妙、生活的美好，使我们能永葆积极、健康、阳光的良好心

态。感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元素。然而，在我们今天的中国，

它又是如此稀缺的一个元素。因此，读读这本书，看看站在你面前这

位历经炼狱、年近九旬，却总是精神爽朗、神情达观、耳聪目明、头

脑清晰的科学长者，不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悟道、有益的精神分享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