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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１　　　　

序 言

杨槱教授是我的老师。 按南方习俗，我总是以先生敬称之。 １９４９年秋我

进同济造船系学习，先生以系主任身份召集全体新生“训示”，实际上是介绍

系的情况和对新苗的勉励。 可惜不久先生即离沪去东北就职，我们未能亲聆

先生的授课和教诲，实为遗憾。 １９５４年 ４月先生调任大连工学院造船系主

任，我恰好是该系秘书，这样我就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了一段时间，

顺利地完成了两校造船系的合并任务。

先生曾多次强调：“我国有 １８ ０００公里长的海岸线，６ ０００多个沿海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海洋大国。 只是在近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闭关自守政策，导

致海权丧失，海上力量衰退，从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他还

说：“我们必须铭记这个教训”，并立下一生献给祖国造船事业的宏愿。 近一

个世纪以来，先生始终无怨无悔，执着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在青少年时代，他勤奋学习。 越洋留学和赴美汲新，他贪婪地学习和掌

握造船造舰的各种知识，举凡舰船的总体设计、制图、浮性、稳性、快速性、不

沉性、侧倾、下水、操纵性、适航性、结构、强度、损伤、轮机、副机、舾装、机舱管

理、船厂设计、选址、勘探、工厂管理、生产计划、器材供应、船舶监造、工种协

调、安全生产、加工制造、机械装备、铆与焊、修船业务。 各类船舶，小到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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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大到航母，无不谙熟于胸，吸收知识面之广，无出其右者。

１９４０年回国后，他换岗十数次，只要振兴祖国造船业需要，他总是义无反

顾地、甚至不带家眷奔向前方，从不计个人得失。 几年中，转奔于李庄、重庆、

青岛、马尾、上海、大连诸地。 更为值得敬仰的是解放前夕，他是非分明，由马

尾返沪，不随军去台。 并毅然决然地于 １９４９年底奔赴东北旅大承担筹建新

船厂的重任。 充分表明他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他的行动受到党和人民的

高度赞赏和敬佩。

先生博学多才，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但从不以此炫

人，相反总是谦逊好学，他的行动感人至深。 １９５１年到 １９５３年间他任中苏造

船公司副总工程师（实为中方总工），虽然他有那么好的英语底子又身居高

位，却为了工作需要，重新苦学俄语。 每当我见到他与俄方人士自由交谈时，

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无限敬佩之心。 １９６４年始，先生虽已近知命之年，还担任

校领导之职多年，为了充实数学与力学知识，居然邀请年轻教师为他补习数

学和力学。 不仅认真听讲、做笔记，还一丝不苟地做了大量习题。 这种甘当

学生不耻下问的认真态度，当时就感动了许多人。

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推动我国造船学科和船舶工业发展的先驱。 ２０世纪

文革后期，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刚刚兴起，先生就已敏感地意识到计算机辅助

设计的重要性，不仅大力提倡，还以耳顺之年的高龄身体力行地编程序、穿

孔、昼夜上机。 这在同辈的学者中恐属绝无仅有的。 在他的带领下，青年教

师也负担起共同编制一系列辅助船舶设计的计算机程序任务，在国内起到了

引领作用，开出“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新课并出版了同名的教科书。

在加强船舶工程经济分析方面，先生早有预识，但囿于建国以来对管理

和经济工作的轻视，他的远见卓识受到抑制。 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大力倡导

开展船型经济论证和水上运输经济分析的研究，成为国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

的一面重要旗帜。 他不仅带领团队完成了许多生产研究课题，取得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批才华出众的研究生，开设新课，出版教材。 经济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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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现已成为船舶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先生以特高龄转向从事船史研究，奔波于各地，还笔耕不辍，先

后正式出版了 ６部船史论著。

先生对我国船舶事业的贡献难以尽列，功绩至巨。 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

只有聊聊的几个字。 在 ２０１２年交大毕业 ５０周年校友返校大会上，被首位邀

请到大会上发言时，仅说了以下一段话：“我这一生，只有 ８个字，‘问心无愧，

与世无争’”。 声刚落，就博得了全场 ２００多位校友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谨以本文代序，不胜惶恐。

何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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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 ４月杨槱院士和马德秀书记、张杰校长代表学校接受朱英富院士向母校赠送“辽宁舰”模型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以及船舶海洋和建筑工程学院的党委书记张卫刚等看
望杨槱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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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看望杨院士并庆贺生日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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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杨槱（Ｙａｎｇ Ｙｕ，后依汉语拼音改为 Ｙａｎｇ Ｙｏｕ），字君朴，１９１７ 年生于北

京，原籍江苏句容。 １９３５年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留学，１９４０年获一等

荣誉学士学位，２００２年该校授予荣誉工学博士学位。 １９４０年回国后，历任同

济大学讲师，重庆民生机器厂副工程师、工程师，重庆商船专科学校教员，交

通大学副教授、教授。 １９４４—１９４６年参加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赴

美国实习考察舰艇修造技术。 回国后，先后任海军江南造船所工程师，海军

青岛造船所工务课长和上海海军机械学校教务组长。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同济大学教授、造船系主任，大连造船厂建厂委员会工务处长，中苏造船

公司（现大连造船厂）副总工程师，渤海造船厂筹备处工程师，大连工学院教

授、造船系主任。 １９５５年至今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先后任副教务长、教务长

兼造船系主任，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所长，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顾问等职。 曾兼任镇江船舶学院（今江苏科

技大学）副院长。 历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船史研究会名誉主任，中

国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 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杨槱院士是中国现代船舶设计和船舶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２０世纪 ４０

年代，研究川江（长江上游）船舶性能，参加了当时最大川江船“民俗”号的设

计，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论文。 １９５０年代，他辗转南北，先到大连，后来到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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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岛参加船舶工业的生产和新船厂的筹建工作。 后来就转入高等院校从事

教学、科研和教学管理工作。 １９６０ 年代，主持制订中国第一部《海船稳性规

范》（１９６０），并推动了中国船舶稳性研究。 随后，指导研究生首创被动式减摇

水舱模型试验设备，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试验研究，成果为设计、研究单位广泛

应用。 主持并参加了“沄州”号巡逻艇的设计工作，主持参加 １５ ０００吨自卸式

运煤船新船型的预研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 １９７０年代，在中国率先倡

导和组织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的研究工作。 编制了“干货船主要尺度分析”

“船舶型线设计”等计算程序软件，首先发起研制“海洋货船设计计算机集成

系统”。 主持和领导了经济型的 ５ ０００吨近洋干货船和 １５ ０００吨远洋干货船

的方案设计，该两型船均已批量生产。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指导研究生应用现代

工程经济学和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沿海和长江的煤炭、石油运输，集装箱

运输和渔业捕捞船队进行技术和经济评价，解决了水运和渔业系统的船型分

析和船队规划问题。 与此同时，还组织和参加了几项海洋石油资源勘探开发

项目的效益、风险评估和设计工作。

除了船舶设计外，杨槱院士对造船史也有很深的造诣，其研究课题包括

“中国造船发展简史”“秦汉时期造船业”和“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等。 进入

新千年以后，杨槱院士更是进入了海洋船舶普及性写作的新高峰时期。

杨槱院士作为造船领域的专家，得到了学界及传媒的广泛关注。 在已有

关于杨槱的事迹介绍中，较系统的是《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能篇

交通卷》杨槱专篇、１９９６年思梵在文汇报撰写的专题《杨槱： 船舶设计据上

游》、造船史学者辛元欧 ２００４年在大连理工大学校友报撰写的《老师中的杰

出代表———杨槱院士》、２００４年张仁颐撰写的《我的老师杨槱先生》、２００７年

顾伟民在上海交大报上撰写的《杨槱与造船》、顾定海在《联合时报》撰写的

《智者寿： 访中科院资深院士杨槱教授》，张银炎 ２００９年在《中国船舶报》撰

写的《朴素、真诚、勤奋———杨槱院士二三事》等。 而最详细的，是 １９９７年杨

槱自己撰写回忆性质的传记《一个造船者的自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

版），该书系统地阐释了杨槱造船人生的发展历程，对本书的编撰至关重要。

２０１０年 ８月，杨槱院士又撰写了《耄耋抒怀》，对自己的学术人生做了简明扼

要的回顾。 虽然这个小册子并未正式出版，但仍然是对《一个造船者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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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补充。

由于侧重点有所不同，已有的相关传记和资料在一些方面也力有未逮。

如报刊文章过于注重对成就的描述，对学术成就取得的历程重视不够，对历

史细节的阐释更是不足，杨槱先生自己回忆著作中描述的历程非常详细，但

对相关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叙述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历史细节回顾仍显不

足，时间也只限定到 １９９０年代。

本书在消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前人阐述中的薄弱环节，

按时间顺序有针对性地拟定了访谈提纲，对重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访谈，除

了访谈杨槱先生本人外，还对他学生、家人进行了细致的访谈，整理出了 １５

万字访谈资料，并调阅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所存的重要档案，查阅搜集了

已归档但并未整理的档案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过程中发现了杨槱院士在英

国留学期间物理学实验笔记，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刊物《中国造船》创刊号，

百件左右的电子书信、发言稿、书稿等。 这些原始资料既是研究杨槱学术成

长历程的重要史料，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尽管杨槱院士的大部分资料已归档案馆，但其办公室的那一部分还未整

理编目。 采集小组克服重重困难，对其重要资料进行了整理。 当中包括有：

杨槱院士在英国留学期间物理学实验笔记，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刊物《中国

造船》创刊号，百件左右的电子书信、发言稿、书稿等重要发现。 这些原始材

料既是研究杨槱学术成长历程的重要史料，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

另外，杨槱院士求学和各时期工作过的机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杨院士

在学术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背景。 因此，课题组搜集了包括格拉斯哥大学、民

生机器厂、江南造船厂、大连造船厂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中外文机构史，

以期与杨槱本传互证。

本书主要依据杨槱院士的相关传记资料、回忆录、访谈资料，经整理编撰

而成，共分为三编。 第一编“看船·学船”，着重写杨槱院士的家庭背景和学

习经历；第二编“造船·教船”，分七章讲述杨槱院士五十余年的船舶设计与

船舶教育生涯；第三编“写船·望海”，关注于杨槱院士晚年在船史研究、海洋

文化及其推广普及方面所做的工作。 三编内容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荀子·劝学》曰：“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异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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