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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德仁

被讲述人：
我国摄影测量与

遥感学科的奠基人、已
故资深院士王之卓

△

2001 年 2 月，
李德仁给导师王之卓
拜年。

6月24日，我有幸荣获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并决定将800万元奖金
全部捐出，其中500万元交给武汉大
学“王之卓创新人才奖学金”，支持创
新人才的培养。

王之卓院士是我国航空摄影测量
和遥感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也是我的
恩师，他的学生中先后出了 5 位院
士。大学时期，因为我成绩优异，善于
质疑，曾经给老师出的试卷、苏联专家
编的教科书挑错，因此引起了时任院
长王之卓老师的注意。王老师邀请我
促膝长谈，并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
已经39岁的我才如愿成为王之卓教
授的研究生。

坚持不断创新

王之卓先生一生中有一个很明显
的特点，就是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坚
持不断创新。王老师是很重视学习
的，他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要去
图书馆阅读了解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发
展情况。从我当学生开始，他给我的
印象总是坚持不断地了解学科发展新
动向，并希望我们在学习前人与国外
的同时要能够自主创新。

王老师曾跟我们讲过一段话，我
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要不断
学习外国人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老
是跟在外国人后面走，我们中国人为
什么不能指出一个方向，让外国人跟
在后面走呢？”这句话非常符合科学发
展观中对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就是坚
持自主创新。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
到60年代初期，全世界刚刚开始推广
电子计算机，王老师就开始思考电子
计算机在航测中能有什么用处，组织
我们研究在航空测量中，用计算机来
做航带法区域网平差。

王老师很早就关注数字摄影测
量，也就是自动化摄影测量。1978
年，他向国家申请了一个研究项目，研
究的目的就是实现一个自动化的全数
字测图系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王
老师亲自写了一个研究大纲。在王老
师90岁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大纲原文
发表在当年的《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
报》上。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得出王之
卓先生的自主创新精神。张祖勋院士
一直跟着王老师做这项研究。中国的
这个自动化测图系统能成为世界上三
大测图系统之一，是源于王之卓先生
超前的思维。

我当时是跟王之卓先生做自检校
区域网平差的，在平差中发现中国的
平差与外国的平差有点区别，因为中
国的影像质量比较差，所以外国的方
法直接用过来不一定会成功，因为我
们的偶然误差太大。当时王老师让我
来做硕士论文，让我思考为什么中国
的自检校光束法平差效果不好。后来
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找到了原因，那
就是中国摄影测量数据的信噪比比较
差，外国数据的信噪比比较好，后来我
们就提出来信噪比是关系到自动补偿
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认识要比
外国人认识得更清楚。为此，我们根
据中国的情况，提出如何来解决这个
问题，并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这就是
王老师讲过的不要人云亦云，要通过
自主研究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后
来做可靠性研究也是基于这一点。

记得我在1961年上大学三年级
的时候，就曾发现国外的文章有些问
题。我问了很多老师，能够对我明确
支持的就是王之卓先生。王老师在我
的书上写道：“你是对的。”这对一个青
年学生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

引领学科发展

王之卓先生对学科的支持与发展
总能做到与时俱进。20世纪50年代，
他将计算机用于航空摄影测量。到了
60年代，遥感出来了，王老师及时提出
卫星遥感是摄影测量的一个重要补
充。因为卫星能够飞得更高、看得更
宽，更具全球化视野。所以他在20世
纪60年代就写文章，积极鼓励我们要
注意卫星遥感的发展。到20世纪80
年代的时候，全世界就认为摄影测量
必须和遥感结合在一起。也就是20
世纪80年代前后，我们把传统摄影测
量专业改成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
1985年我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时候，当
时世界上摄影测量遥感与地理信息系
统相互集成，这个时候王老师提出来
一个信息科学集成的新概念，叫作
iconic-infor-matics（音译）。王老
师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后
来全世界把这个单词定为Geo-In-
formatics。王老师的前瞻性思维和
外国同行相比，可以说是同步的。这
个时候王老先生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论
点，正式发表在《测绘学报》上。这是
在1986年《测绘学报》创刊30周年的
时候，王老师写文章说学科的发展有
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学科纵深发
展，另一个方向是向边缘交叉发展。
他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向横向交叉
发展是主要趋势。

一般情况下，学者对自己学科是
清楚的，而对于学科交叉的地方，就会
迟疑，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该往哪
儿走？王老师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学科交叉肯定是多学科的集成和融
合，那么它属于谁呢？属于大家的，谁
积极就是谁的。”所以，我们要积极参
与学科交叉的研究，你去参与了，新的
领域可能就是你的。

按照王老师的思想，我们这30多
年来在学科内部钻研，对每个具体的
算法都研究得很深；同时我们也抓住
了学科交叉的机会，把摄影测量与遥
感进行交叉，把制图与非地图的遥感
进行交叉，把遥感、摄影测量和GPS与
GIS（地理信息系统英文简称）进行交
叉，发展了很多的学科方向。在王老
先生的指导下，1986年我与王老师一

起带的博士生们，解决GPS能不能放
到飞机上去以及GPS和摄影测量交叉
的问题，后来都做成功了。

基于学科交叉发展，我们要把天上
的卫星、空中的遥感手段和地上的探测
手段形成空天地一体化，要通过天基
网、地基网、固定网和移动网，把所有的
传感器都集成到一起，构成智能传感器
网，将这个传感器网再和分布式的网络
GIS集成到一起，形成一个我称之为的

“广义的空间信息网格”。

“我不要署名”

王之卓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
家。他培养出了很多学生，目前至少
有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
院士是他的学生，除了我之外，还有我
们的大师兄张祖勋，我的同班同学刘
先林、陈军以及我和王老师联合培养
的龚健雅，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优秀
的人才。

我一直跟随王老先生学习和工
作，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和硕士毕业论
文都是跟着他做的，后来他送我到德
国留学，斯图加特大学阿克曼教授是
我的博士生导师。王老先生对学生要
求很严，有几个特点：第一点，他给的
方向非常准。当时我们几个师兄弟研
究方向都是有机相连而不简单重
复。分工给张祖勋的是做影像相关；
分工给我的是摄影测量加密，做
GPS/RS/GIS集成；分工给刘先林的
是做仪器和系统；分工给杨凯的是做
遥感。他这个大体的分工是比较科
学的，他对学生能够指出方向。第二
点，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希望学生
能够走比较规范地阅读、思考、生成
概念、建立模型和反复试验验证这样
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训练
学生科研的方法。

王老师对学生也非常关心。我跟
王老师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要我给
他写一篇文章。我写的文章，他一般
不署名。在他看来，“这是你做的，我
不要署名，你可以感谢我一下”。现在
不少老师喜欢到处署名，这个在王老
师那里是不允许的。必须是你做了贡
献的文章你才能署名，没有做贡献的
文章你就不要署名。而且即使你做了
贡献，也要支持年轻人。我觉得这一
点王之卓先生是做得非常好的。

记得王老师80大寿的时候，我们
主办一个“王之卓学术思想研讨会”，
请他上台讲几句话。他讲了这么一段
话：“王之卓学术思想研讨会？我有什
么学术思想吗？如果有的话就是不断

地跟我的学生们学习。”这句话意境非
常深远，王老师这样解释：“当你年龄
大了，你已经不是一个神枪手了，你是
一个指挥家，你就需要向学生学习。”

王老师讲的这个道理我的德国老
师阿克曼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注解，
阿克曼教授跟我说：“我们在总体上可
能比学生站得高一点，但是在每个细
节上，我们都不如学生钻得深，钻得
精。”王老师所说的不断向学生学习就
是这个意思。

在王老师看来，学生很年轻，他们
有很多的思想火花，你不要压制他，一
定要好好地理解，好好地去体味，这样
才能把学生教育好，把接班人培养出
来。这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
想，体现了王老师作为教育家的胸怀
和境界。

“相机而宜”

记得王老师在上世纪70年代给
我写信的时候，曾用了四个字来劝我：
相机而宜。意思是要根据机遇来决定
你的行为，不要操之过急。王老师的
这句话也是他一生的经验总结。

在王老师眼中，人生道路是曲折
的，有机会好的时候，也有机会不好的
时候，你千万不要着急，更不要自暴自
弃。要创造机会，机会到了，就可以实
现自己的抱负。这也符合客观唯物主
义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能对世界、
对社会作出一番贡献和成就，能够获
得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有主观的原
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在这一点上，王
老师宽阔的胸怀，较之于比较浮躁的
社会，其“相机而宜”的思想值得学
习。一个人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要保持
一种平和的心态，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王之卓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王之卓先生1948年任交通大学
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在青岛工学院
任教务长，1957年成立武汉测量制图
学院时，他当航测系主任，后来他被分
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去教英文，听
说他的英文教得很好；教数学，数学也
教得很好。在那段时间，他还同时在
写《摄影测量原理》这本书，他知道科
学的春天总会到来。当时机成熟时，
王之卓先生贡献给我们的就是一本
《摄影测量原理》。这本书于1979年
出版，当时令全世界的科学家为之一
振。德国、瑞典、奥地利、英国等国家
都把这本书当作研究生的教材。

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报考了研究
生，因为“条件不合格”没有被录取，我
被分配到了国家测绘局地形二队。王
老师写信给我说：“你现在在外业队，
野外的工作经验也很重要，你该做什
么，还是要做什么。”所以当时我坚持
自学高等代数、数理统计和英文等研
究生的课程。一年以后我就被分配到
北京测绘研究所工作，后来又以39岁
的“高龄”考上王老师的研究生。

王之卓先生培养了学生这样一种
精神——要勇敢面对人生，在顺利和
不顺利的时候，坚持自己的方向，不要
着急。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我们国家
的政策很好，我们的发展也很好，但我
们的社会也有一些浮躁。我们要去掉
这些浮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工
作，我想只要抓住每个机会，我们就能
很好地发展。

记者杨佳峰 实习生彭天怡整理

李德仁院士忆老师王之卓——

给老师挑错引来师生促膝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