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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是顾毓琇诞辰１１０周年暨逝世１０周

年。顾 毓 琇，江 苏 无 锡 人，被 北 美《世 界 日 报》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８日）誉 为２０世 纪 的 中 国 文 理 大

师，是一位集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称号于

一身的全面发展式传奇人物。顾毓琇是国际公认

的电机权威和控制论领域的先驱，年仅２３岁便发

明“四次方程通解法”，现代计算机所用程序便是

以此方法为根据的。顾毓琇２６岁时提出“顾氏变

数”。鉴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航空事业的快速发展，

５０岁的他又开始了对自动控制理论的研究，曾获

得过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

的“蓝姆”金质奖章（Ｌａｍｍｅ　Ｍｅｄｅｌ）、美国电气和

电子工程师协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ＩＥＥＥ）金 禧 奖 章（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ｕｂｉｌｅｅ　Ｍｅｄａｌ）和千禧奖章（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Ｍｅｄａｌ）、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ＳＥＥ）金 质 奖 章。２００６年，中 国 电

机工程学会与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共同发

起创设的顾毓琇电机工程奖（Ｙｕ－Ｈｓｉｕ　Ｋｕ　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ｗａｒｄ），是国内第一个国际性

的电机奖。２００２年，刘 延 东 在“致 顾 毓 琇 百 年 诞

辰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的贺信贺电”中说：“顾

老学贯东西，建树卓著，道德文章，世人尊崇，堪称

为当代科坛巨擘、教坛耆宿、文坛翘楚，是集科学

家、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和佛学

家于一身的大学者。”［１］纵观顾毓琇的百岁人 生，

他终生服务工程教育，所作出的系列探索实践，意

义重大，效果显著，影响久远，与时俱进，紧扣当代

工程教育实践发展的脉络，至今仍是一笔宝贵财

富。

一、推行“工程国本化”

１９２７年南京 国 民 政 府 成 立，历 经 连 年 战 争，

导致国内经济窘迫。鉴于客观要求和维护政权的

主观愿望，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实业，提倡国内工业

化建设，推行“注重实科”的教育政策。１９２９年留

美学成归国后，顾毓琇任职浙江大学工学院，１９３１
年他又受邀 出 任 中 央 大 学 工 学 院 院 长。１９３２年

之前，清华大学没有独立的工学院，因此，１９２８年

在接到母校清华大学的任教邀请时，志在以工程

为业的顾毓琇，便婉言谢绝了此次邀请。１９３２年

初，鉴于当时国内实业及工业化迅速发展，而当时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因附属于理学院，没有独立

出来，无法满足当时工程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以

梅贻琦为首的清华大学，在原有土木工程学系的

基础上，添设机械工程学系及电机工程学系，三个

科系合组而成清华大学工学院。１９３２年夏，清华

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亲赴南京面邀顾毓琇回母

校筹办工学院，顾毓琇感到义不容辞，于１９３２年

８月出任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１９３３年１月继任

工学院院长，开始了在清华大学长达５年的工程

教育实践与改革探索。

在顾毓琇看来，“在中国办水利工程，要 晓 得

中国的水利情形；在中国造械器，亦要晓得中国的

原料，工人，市 场 等 等。”［２］易 言 之，工 程 活 动 的 开

展必须兼顾当时此地，适应国情，工程学术应与国

家问题相关 联，此 即 顾 毓 琇 所 提 出 的“工 程 国 本

化”。工程国本化决定了工程教育也应以工程国

本化为教育 方 针［３］。工 程 是 求 实 用 的，其 目 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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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借助工程技术及相关设施造福人类、服务民生，

所以说，工程教育必须培养技术实用型人才。同

时，教育方针与教育培养目标直接相关，二者具有

一致性。国本化的工程教育方针，亦要求工程教

育所培养出的人必须懂得中国实情，适合国内社

会发展趋势。所以，顾毓琇认为，办工程教育的人

要懂得适应国情，中国工程教育应以“训练适合时

势的工程人才”为培养目标［４］。可见，“适合时势”

的工程人才观要求培养出的工程人才应该对中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地质等国情有充分的了解，即

培养“国本化”的工程人才。

顾毓琇审时度势，明辩轻重缓急，全力以赴培

养“国本化”的工程人才。当时外敌入侵、国难危

机，国防问题是中国当局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鉴

于现实情况的紧急需求，顾毓琇非常重视航空事

业的发展，特于１９３６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航

空建设的途径》一文，从理论上探讨航空事业的发

展。顾毓琇在文章中指出，当时国内航空建设需

要从经费、设备、人才三方面着手，其中航空人才

培养是最为关键的。在他看来，航空人才包括飞

行人员和技术人员两种，当时中国最为缺乏的是

技术人 员。航 空 人 才 的 培 养 需 要 工 程 教 育 的 发

展，尤其是航空专业的发展。事实上，在 此 之 前，

顾毓琇便开始了航空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１９３５
年清华大学工学院筹备航空机械学校，以留美公

费招生的方式，招收专科起点的学生专习航空，仅

钱学森一人当选。对于钱学森的培养方式，以顾

毓琇为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作出这样的安排和计

划：先在国内进行为期一年的基础理论和技能学

习，实 行 导 师 制，为 出 国 接 受 进 一 步 学 习 做 足 准

备；一年之后派送钱学森到麻省理工学院，进行航

空专业研究生阶段的培养教育。在国内学习过程

中，钱学森师从工学院航空组的“二王”———王助、

王士倬两位导师。王助（１８９３～１９６５），曾 任 职 美

国波音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其间因成功设计出

Ｂ＆Ｗ－Ｃ型水上飞机而被誉为“波音之父”，是中

国近代航空工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首家正规

飞机制造厂创办人；王士倬（１９０５～１９９１），曾获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是中国航空

事业 的 标 志 性 人 物，为 中 国 航 空 工 业 的 创 建、起

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两位导师的学识、人品

俱佳，无论是对钱学森航空专业知识、技能操作等

方面，还是敬业航空、爱国报国等人格情操方面均

有深远的影响：钱学森把王助列为对自己产生重

大影响的１７位前辈之一，认为王助老师的指导，

使自己掌握了扎实的工程技术实践和飞机制造工

艺；而王士倬老师课堂上所讲的航空史料，历代中

国人对航空事业的孜孜追求和不倦探索，令自己

终生难忘。考虑到钱学森之前所学为铁道工程专

业，而非航空专业，工学院航空组特安排钱学森到

杭州、南京、南昌等地飞机厂实习，其中到杭州笕

州飞机厂跟随王助实习的时间最长。正是得益于

出国前一年工学院航空组给予的科学、细致的培

养，再加上天资、勤奋，钱学森赴美后仅用一年时

间便顺利通过了航空专业研究生课程的要求，继

而又辗转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航空之父冯·卡

门（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ｖｏｎ　Ｋáｒｍáｎ）攻读博士学位。清华

大学工学院对于钱学森的特殊培养方式，缩短了

人才培养周期，适应了当时航空人才短缺的紧急

情况，不仅为国家而且为世界培养出了一位航空

工程权威。

同时，在当时经费短缺、办学条件极为艰苦的

情况 下，顾 毓 琇 还 带 头 鼓 励 大 家 开 展 自 主 研 究。

为谋清华航空专业的长足发展，顾毓琇于１９３６年

在南昌空军根据地组建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亲

自担任所长，并由庄前鼎任副所长。在顾毓琇卓

有成 效 的 带 领 下，在 冯·卡 门、华 敦 德（Ｆｒａｎｋ

Ｗａｔｔｅｎｄｏｒｆ）、庄前鼎、王士倬等的具体指导下，经

过航空专业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清华大学航空

研究所成功建造了直径为１５英尺的大风洞，成为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比冯·卡门所在的

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还要大５０％，开创了国内自

行研制航空设备的先河，亦开创了当时国际工程

设计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在清华大学航空研

究所建造航空风洞期间，参与风洞设计的人员，还

发表了大 量 以 风 洞 研 究 为 主 题 的 高 标 准 学 术 论

文，提升了清华大学航空研究的国际声誉。

二、注重学生的基本训练

“国本化”的教育方针和理念廓清了工程人才

培养活动的性质与发展方向，“适合时势”的培养

目标指明了工程人才培养活动方向。理念、方针、

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才培养过程的施行，因为培

养过程是贯彻教育理念的中间环节，是培养目标

的具体展开，意义重大。对于工程人才的培养，在

顾毓琇看来，“在未毕业前，基本科学同专门知识

都是偏于学术方面的。学校课程无论如何注重实

验，总不外乎基本的训练。”［５］顾毓琇所主张的 注

重基本训练的培养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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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第一，工学院学生课程的编 排。高 素 质 的 工

程人才，不仅应该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和技能，还需要具备宽厚的基础知识与理论，包括

一定的自 然、社 会、人 文 科 学 基 础 理 论 知 识。所

以，如何在学校教育学时有限的情况下，既扩宽工

程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又提高其专业能力，使两者

趋于平衡、和谐发展，是工程教育的关键问题。考

察当时清 华 大 学 工 学 院 土 木 工 程 系 课 程 设 置 概

况，尤其是机械工程系课程总则和课程表，依据当

时就读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回忆，工学院的学

生第一年所学课程以清华大学基本课程为主，包

括英文、国文、物理、算学、几何、经济概论等，自然

科学 居 半；第 二 年 为 工 学 院 的 基 本 课 程，包 括 力

学、机 件 学、热 机 学、测 量 等，侧 重 工 程 学 基 本 训

练；第三年为各系的基本课程，如机械工程系有热

力工程、机械设计原理、机动力学等课程，电机工

程系有直流电机、交电流机等；第四年为各组的基

本课程。如机械工程系下设航空工程组、原动力

工程组、机械制造工程组，其中航空工程组开设理

论空气力学、飞机工程、飞机机架设计、飞机结构

学等课程，注重学生飞机制造、发动机装卸等基本

训练；原动力工程组设有工厂设计、工业管理、汽

车工程、制冶工程、柴油机等课程，以训练学生发

电厂筹备、设计、试验为主；机械制造工程组主要

有内燃机设计、高等机械设计、自动机械、制造方

法、机械制造等课程，侧重学生机械创作、制造步

骤、实际操作方面训练。由此得知，顾毓琇所主持

的工学院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侧重学生基本学识的

训练。实际 问 题 的 解 决 需 要 多 种 知 识 的 综 合 运

用，学生一旦掌握了基本学识，那些零碎的、个别

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专业基础课程的筹建。学 生 专 业 素 质

的培养，必须以系统的专业课程学习为依托。为

了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素养，顾毓琇首先从

专业课程教材的建设着手。鉴于国内当时电机中

文教材的缺乏，为便于国内工程专业师生阅读，顾

毓琇组织 学 生 翻 译 白 煦（Ｖａｎｎｅｖａｒ　Ｂｕｓｈ）、丁 弼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Ｔｉｍｂｉｅ）两 人 合 著 的《电 工 原 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该

教材是电机工程基本原理的经典读本，说理清晰，

例证详尽，对初学者极为受 用。自１９３０年，顾 毓

琇任职浙江大学工学院期间开始组织翻译此书，

期间历经反复修订、校对、完善，历时五六年之久，

直到１９３５年才得以完成，交予商务印书馆付印出

版，被选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其次，

顾毓琇还致力于清华大学工学院工程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工程设备的完善，任

职工学院期间，顾毓琇先后主持兴建了电机工程

馆、水利工程馆、机械工程馆等，这些新建的工程

馆设施较为齐全，配有教室、实验室、教研室、图书

室等，有效保障了师生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顾毓琇还重视工程类专业学科 的 发 展

与完善，尤其是航空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为发展

国家急需的航空专业，顾毓琇在机械系设立航空

组，在经费拮据、资源有限的的情况下，下魄力主

持兴建航空工程馆，充分整合利用国内外航空资

源，与航空委员会协商，获赠双翼教练机一架；联

合航空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与清华大学工学

院航空组合作建立航空讲座，延聘航空界泰斗冯

·卡门为航空组顾问。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

学生对空气动力学以及理论实验，都有很好造诣。

其后，工学院航空组又邀请华敦德担任航空讲座

教授。１９３６年１月，华 敦 德 到 清 华 亲 自 任 课，给

予航空专业学生更具体和深入的指导。华敦德到

清华的当天，便投入到工作中。为改变中国学生

重理论轻实践的严重现状，华敦德取消了航空机

械工程组学生的毕业考试，改为带领这些学生参

与航空风洞建设研究。在风洞设计的实战中，学

生之前那种理论脱离实践的学习与研究模式大为

改观。华敦德为人忠诚周道，肯吃苦耐劳，又有组

织能力，无洋人架子，实事求是，绝不装腔作势，全

副精神，用在研究，［６］使学生受益良多。在这两位

航空专家的影响下，很多清华航空专业的学生迅

速成长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动手能力的新型

航空专家。

三、凸显工程教育的实验和实习

顾毓琇在学生培养过程中置实验、实 习 以 特

别突出的地位。学习工程科学的人与学习其它科

学的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学习其它科学或许只要

知道就行，而学习工程科学光知道远远不行，还需

要学以致用。知道仅是学习工程科学的第一步。

如果不知道应用，就是白知道。若工程科学应用

错了，也许数千数万乃至更多的人会因这种错误

观点死去。可见，单纯会应用工程科学仍然不妥，

还应做到正确的应用。但是这还不算圆满，如果

工程科学真行的话，还需要快。职是之故，学工程

的意义，包括知、用、对、快。对于工程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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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其中的“用”则需要借助于实验、实习，在顾

毓琇 看 来，“没 有 实 验，不 会 有 科 学 理 论，科 学 定

律”，“没有实验，理论便没有根据”，“有了理论，仍

要靠实验去证实”［７］，“实验实习的次数愈多，成就

愈大。”［８］

在任职清华大学工学院期间，为给学 生 提 供

更充分的实验机会，顾毓琇十分重视实验室的建

设工作，工学院下辖土木、机械、电机三系共有１４
个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中的仪器设备多为当时最

新式的。其中，土木系的水力实验室，是仿照德国

同类实验室建造而成，其水力机械设备，与当时美

国一般大学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机械系的

热力工程实验室，其基础设备相当齐全，与欧美大

学的机械实验室设备不相上下，堪称当时国内最

完备的机械实验室。就物质条件而论，这些实验

室不仅能满足一般的教学需要，还可以供某些前

沿课题的技术机理研究所用［９］。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任清华大学工学 院 电 机

工程系主任之际，顾毓琇在主持兴建电机工程馆

时，便融入了利于学生实验实习的理念。如，电机

工程馆内安装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升降电梯，其控

制器和发动机安装在电机工程馆的一层，以方便

学生观摩学习。电机工程馆中的大讲堂，安装有

直流电和交流电各一副，供课堂上随时进行相关

学理试验，以利于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可以说，电机工程馆的建造设计体现了电气化的

特征，突显了电机专业的特色所在，其本身便是学

生观摩学习的最好素材。

实习是工 程 人 才 培 养 过 程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环，是工程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深谙于此的顾

毓琇，为能够给学生创造尽可能多的学校实习机

会而不辞辛苦。在主持清华大学电机系之际，顾

毓琇带领师生共同自制各种直流交流电机，为学

生提供实地练习机会；同时，电机工程系还自建发

电厂，发电厂不仅配有各种实验设备，还装有当时

最新式的透平机和发电机，便利了学生的实地实

习。除了学校实习机会外，顾毓琇还四处奔波，以

提供学生更多的社会实习机会。在学生社会实习

问题上，顾毓琇大力呼吁政府和实业界提供支持

与帮助，主张学校与工厂企业合作。早在就任浙

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主任时，顾毓琇便尝试过这

种办 法，并 亲 自 带 领 学 生 赴 日 本 工 厂 参 观 实 习。

进一步讲，实习机会的多寡与社会实业发展状况

密不可分。试想，如果“国内没有新式的电厂，我

们的电机毕业生，便没有实习的机会。国内没有

新造的铁路，我们的土木毕业生，便没有实习的机

会。”［１０］所以说，“工程学生的出路，全靠国内建设

的发达和 实 业 的 进 展。［１１］”因 此，唯 有 中 国 实 业、

工程事业真正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程学

生的实习问题，促进工程教育的长足发展。此即

顾毓琇所说的“中国工程教育的前途，乃在于中国

工程事业的发展。工程事业发达了，工程教育便

有了出路”。［１２］

四、实践诠释工程的服务精神

顾毓琇认为，工程学科的本质在于造福人类。

这决定 了 工 程 教 育 的 职 能 在 于 服 务 社 会。１９３０
年春，应杭州现代文化讲座之邀，顾毓琇作了题为

“工程与现代文化”的公开演讲。在演讲中，他指

出，“工程是利用科学以造福于人类的，工程的精

神乃是服 务 社 会 的 精 神。”［１３］而 精 神 的 表 达 需 要

行动的物化，为此他呼吁工程活动实施者，尤其是

工程师的奉献服务精神，倡导他们把这种服务精

神付诸于工程实践中，利用工程知识和方法来解

决国家实际问题。在他看来，这就是工程师的天

职所在。［１４］顾 毓 琇 在 其 自 传《百 龄 自 述》中 写 道，

“工程师们 从 不 退 休，他 们 将 永 远 延 续。［１５］”究 其

实质，工程师们延续的是一种服务人类的工程文

化。因此，顾毓琇在致力学校工程教育、未来工程

师（即在校 工 程 专 业 学 生）服 务 精 神 的 培 养 的 同

时，还热心社会工程事业，为国内社会工程团体专

业化发展而鞠躬尽瘁，以自身践行生动诠释了工

程师的社会服务品质。

１９３０年５月，顾毓琇联合赵曾珏等知名工程

人士，在杭州创办了以“提倡电机建设，研究电工

学术”为宗旨的《电工》杂志社，顾毓琇亲任该杂志

主编，为中国电机工程界学术交流创建了良好的

平台。１９３３年２月，顾 毓 琇 在《电 工》杂 志 发 表

《中国电工学会的发起》一文，首倡组织电机工程

界的学会。１９３４年７月，顾 毓 琇 与 李 熙 谋 等４５
人，联署刊出《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缘起》，倡议国

内电机工程同行组织一个学术团体，进行学术理

论和技术领域的研究。此次倡议在国内电机工程

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数月后的同年１０月，清华大

学电机工程学会、留美电工学会及留德机械电工

学会联合大会在上海召开，由此中国电机工程师

学会诞生。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在“联合电工同

志，研究电工学术，协力发展中国电工事业”宗旨

引导下，切实开展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电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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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的学术、技术活动。作为电机学会主要

发起人之一，顾毓琇多次当选为该学会董事会成

员，并任第二任会长及第四届董事会会长。其间，

顾毓琇还当选为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电工名词审

查委员会委员，参与电工名词审定工作，在一定程

度上统一了国内电工名词，为电工、电信事业发展

奠定了基础。

１９３１年８月，顾毓琇还促成了中华工程师学

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合并，使中国工程师学会

从此走上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走上专业化发展

道路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利用自身人才优势，开展

了系列社会服务工作。１９３４年春，顾毓琇参加了

中国工程师学会赴四川实地考察活动，负责对四

川电力事业进行考察，并撰写四川电力考察报告。

其后，中国工程师学会将顾毓琇等此次考察团成

员考察的结果付印成册，成为抗战初期后方建设

的蓝 本。１９３５年 夏，顾 毓 琇 又 受 广 西 政 府 邀 请，

组织工程界数人，赴广西考察。作为中国工程师

学会广西 考 察 团 筹 备 主 任 及 中 国 广 西 考 察 团 团

长，顾毓琇带领恽震、赵曾珏、庄前鼎、张洪沅、胡

博渊、沈乃菁、何之泰、贺闿、庄效震、方颐朴等１０
人对广 西 地 区 的 矿 业、化 学 工 业、交 通、电 力、电

讯、机械、水利、桐油、公路桥梁、市政工程、土地测

量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地考察。

关于考察团成员，顾毓琇作了这样的安排：恽

震（１９０１～１９９４），负责广西电力事业考察；毕业于

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攻读电机硕士，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曾任

纽约鲁宾逊公司电厂设计员、建设委员会无线电

管理处副处长；１９３２年恽震组织长江三峡水力勘

察队，沿江进行选勘测量并选定葛洲坝和三斗坪

两个坝址，１９３３年发表初步开发报告，并草拟“中

国电力标准频率和电压等级条例”。赵曾珏（１９０１

～２００１），负责考察广西电讯事业，时任浙江省电

话局总工程师，获哈佛大学电信工程硕士学位，曾

就职于浙江大学工学院，交通部邮电司司长、东南

电信局长、上海市公用局局长，美洲中国工程学会

首任会长。庄前鼎（１９０２～１９６２），负责广 西 机 械

方面考察；机械工程专家、机械工程教育家，时任

清华大 学 工 学 院 机 械 系 主 任；张 洪 沅（１９０２～

１９９２），负责考察广西化学工业；时就职于南开大

学化工系，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中国化学工

程学会创始人之一，我国化学工程教育奠基人之

一，主编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胡

博渊（１８８８～１９６４），负责广西矿业考察；时就职于

民国实业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矿业专业，中国

矿冶现代化的开拓者。沈乃菁，与胡博渊共同负

责广西矿业考察、采矿地质专家，时任职于北洋大

学工学院，曾任四川油矿勘探处秘书兼天然气制

品厂主任。何之泰（（１９０２～１９７０），负责广西水利

事业考察；时就职于全国经济委员会，获美国爱荷

华大学水利博士学位。贺闿，负责广西桐油考察；

时任职于民国实业部，师从放射化学之父摩西·

格姆伯格（Ｍｏｓｅｓ　Ｇｏｍｂｅｒｇ），并获硕士学位，曾与

刘瑚 合 编《世 界 桐 油 文 献》。庄 效 震（１８９８～

１９９２），负责广西公路桥梁考察；毕业于爱吾华州

立大学道路工程系，获硕士学位，时任江苏省建设

厅公路总工程师，曾就职于南京中央大学土木工

程系。方颐朴，负责广西土地测量考察；获博士学

位，测量专家，时任职北洋工学院，曾任唐山开滦

矿测量处处长，著有《地形测量学》、《大地测量学》

等专著。可见，顾毓琇的人选安排充分考虑到了

各人的专长及专业经历，安排科学合理，有力保障

了此次考察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中国工程师学会将广西考察团成员各人的考

察结果，以“广西考察团报告”为名结集出版。该

报告书中首先由顾毓琇叙述此次考察筹备经过及

考察行程，从总体上论述此次考察，继而刊登十位

成员的十项专题报告，最后由顾毓琇对此次考察

进行总结。其 中，赵 曾 珏 所 撰 写 的 电 讯 报 告，以

“考察广西电讯报告及该省长途电话网改造计划”

为题刊登在“电工”１９３６年第七卷第一期上；何之

泰所撰写的水利报告被《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

究所研究丛刊》１９３６年９月第１１号以“考察广西

水利报告”为题全文转载。时任中国工程师学会

会长的曾养甫在《广西考察团报告》序中指出，此

次考察所得不仅对广西省实业建设有重要指导意

义，而且对中央及其他地方发展均有参考价值。

１９４６年，为 纪 念 中 国 工 程 师 学 会 成 立３０周

年，该学会联合工程界同仁，汇编出版了《三十年

来之中国工程》。该书分为工程篇、事业篇、行政

篇、技术篇四部分。各篇专题均由当时工程界领

军人物所撰写，如茅以升撰写了《三十年来中国之

桥梁工程》，吴承洛撰写了《三十年来中国之化学

工程》，庄前鼎和刘仙洲共同撰写了《三十年来中

国之机械工程》，其中亦有顾毓琇所撰写的《三十

年来中国之电机工程》。该纪念刊长 达１２３８页，

全面、翔实记录了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４０年间，中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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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研究

价值。著名学者翁文灏在此书序中，称赞该书为

民国初期工程史，赞扬工程师学会能够在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动荡的抗战环境下，组织工程界人士编著

此书，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顾毓琇对工程教育的贡献离不开他对工程本

质的深刻洞见。他认为，工程有益于人类的幸福，

在于工程能促进物质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工程与

现代文化紧密相连，工程是推进文化的，是文化的

使者。［１６］顾毓 琇 的 工 程 教 育 贡 献 在 活 动 中 彰 显，

无疑是工程教育行为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创新不

仅是一种概念化过程，而且是一种实践性变革的

结果。在此意义上，创新可分为理论与实践两个

层面的创新。如同人类的基因，理论创新与实践

创新共同构成人类创新的双螺旋结构链条，任何

一种或者一环创新的缺失，都会导致整个创新链

条的断裂。顾毓琇的工程教育贡献是对上述创新

蕴义的绝佳诠释，至今仍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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