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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顾毓琇（１９０２—２００２），字一樵，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２４日生

于江苏无锡。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２３年就读于清华学校。期间，

与闻一多、梁实秋共创清华文学社。毕业后赴美，获麻省

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９年任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科
·１·

顾毓琇



主任，创办《电工杂志》。１９３１年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

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兼航空工程研

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所长。１９３４年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

程师学会。１９３５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

国立音乐院院长、中央大学校长、上海教育局局长、政治大

学校长，１９４５年创办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现上海戏剧学

院）。１９４６年９月，当选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会个人理

事（连任至１９９２年）。１９５０年赴美，任麻省理工学院、宾

州大学访问教授，１９５４年任宾州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

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先后当

选为美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荣誉会

员。国际电气与电子学会（ＩＥＥＥ）荣誉会员等。著有《非

线性系统分析与控制》、《电能变换》、《瞬态电路分构》、《线

性系统分析与控制》、《顾一樵全集》、《顾毓琇诗选》、《顾毓

琇词选》、《顾毓琇戏剧选》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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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顾毓琇一生以教育英才为终身职业，是一位享有国际

声誉的教育家、科学家。顾毓琇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

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科学博士学位。从１９２９年

开始，他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

１９３８年后，历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上海市

教育局长及政治大学校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上海交通

大学教授等职。１９５０年他移居美国后，又任麻省理工学

院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莱体教授等职，１９７３年始，顾毓

琇曾先后８次应邀回国讲学、观光，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献

计献策。顾硫琇在几十年的工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期

间，发表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世界教育的改造》、《科学

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国家机运和青年的前途》

等文章，以大量的篇幅对中国的新教育、科学教育等提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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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见解。

人生教育

关于建立真、善、美的人生教育。顾毓琇在１９４８年发

表的《世界教育的改造》中，对教育改造的目的、教育改造

的内容方法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教育改造必须十分重视学

生素质的提高。

教育改造是为了建立一个善良的世界和培育康乐的

人生。顾毓琇认为，由于世界很复杂和不安，人类的前途

更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要谈教育改造。人类还有理想，世

界还有前途，教育不能放弃责任。教育家是乐观的，从幼

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成人教育，哪一个从事教育的

不是抱着无穷希望？他们并不轻视现实，他们正为着现实

生活的困难而牺牲着，但是他们的希望在前面，在将来，他

们往前看，向前走，希望建立一个善良的世界、希望培育一

群康乐的人生。

教育改造必须建立真、善、美的人生教育。顾毓琇主

张现代的新教育应当包括智育（真）、群育（善）及美育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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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而以德育、体育为基础。顾毓琇认为“教育即人生，

人生充满了活力；所以说，教育即生活。‘真’赐给我们建

设的勇气；‘美’赐给我们创造的活力；‘善’赐给我们服务

的精神”。因此，真、善、美的新教育是快乐的、活泼的、健

康的，充满了创造的活力，建设的勇气和服务的精神。

我国的教育向来主张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西

周的大学教育以“六艺”为主要内容，包括礼、乐、射、御、

书、数，其中礼、乐为德育，射、御为体育，书、数为智育。

“六艺”教育以礼、乐为主要内容，代表了奴隶主统治集团

的“敬德保民”的政治要求。顾毓琇建议以“群育”与“美

育”代替“德育”，因为“群育”为止于至善，“美育”为达于尽

美，美与善合一乃为理想的德育。他说：“智育包括书数，

亦可包括射御。智育不但为知识，亦为智慧，而智慧实较

知识尤为重要。体育在学术上说，一部分属于智育，在训

练上说，一部分属于群育，在功用上说，一部分属于智育。

身心的健康是美育的基础”。他认为，群育以德育为基础，

美育以体育为基础，由美育也可从生理上、心理上要求健

康的发展。智育为真、群育为善、美育为美，所以智、群、美

三育可以代表真、善、美的完全教育。顾毓琇关于教育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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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必须建立真善美的人生教育，通过智育（真）、群育（善）

及美育（美）的实施来使学生充满了创造的活力、建设的勇

气和服务的精神，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观点是合理

的，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

教育强调了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的发展，却忽视了对学

生进行美的陶治和善的品行的养成教育。德国哲学家费

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

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

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

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

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

科学教育

关于科学教育的实施。１９４７年春，顾毓琇任上海教

育局长，参加了在苏州召开的中国社会教育年会，在会上

作了《科学教育》的演讲。他在《科学教育》一文中对科学

教育的重要性、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实施提出了独

到的见解。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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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指出：“现代是科学的世界，现代的教育，当然

不能离开科学。我们要训练青年科学的头脑，科学的知

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我们对于科学教育自然应

当特别注意。依本人的见解，科学史是每一个教师和学生

都应该知道的，我们倘若参照科学发达的经过来讲学，一

定可以使得青年容易明白。所谓由浅入深，由简入难，便

是这个道理。我们在教授科学的时候，必需特别注重教育

法。除了上面所说的根据科学发达史的观点以外，我们应

当注意从日常生活及自然现象做出发点来研究科学，然后

科学的知识才觉得亲切有味。”同时他还指出了当时科学

教育中存在的两大问题：第一，就是理论与实验的配合；第

二，就是教材与教法的研究。为什么理论必须同实验配合

呢？他认为，没有实验，理论便没有根据。有了理论，仍要

靠实验去证实。所以科学教育实施的时候，若只讲理论，

不做实验，那是不会有成效的。最后，他要求：“我们应当

从日常生活和自然现象里多多取得教材，以求教法的

改进。”

１９９７年，南京大学副校长施建军率领的代表团去美

国探望顾毓琇时，顾毓琇对母校寄予殷切希望，他当时对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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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成员指示说：“培养学生的知识面要广，学习必须具

有丰富的文化和知识根底。大学理工要平衡发展，不能偏

废。学校的实验科学要加强，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实验条

件。理论家可以出，但出不了几个，也许是百里挑一。要

有实践，有动手能力。”他的这些话可谓切中时弊，对我们

今天的教育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科学与人文精神结合

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１９７２年，顾毓琇

在台湾成功大学６０年度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精

神与人文精神》的演讲，着重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

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最

后他对青年学生提出了要求和殷切希望。

顾毓琇认为，科学精神是求真、求实精神。求真即是

追求真理，求实即是追求实在；人文精神是求善、求美的精

神。求善即是归于至善。凡是科学家必具备科学精神，凡

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必具备人文精神。他强

调，“无学则无文化，无文化则无民族”和“无哲学则无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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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人文则无民族。因此他得一结论：“盖‘文化’与‘人

文’实在是息息相通。试问没有‘人文精神’，还有文化吗？

文化是生生不绝的，是民族生命的原动力。民族文化发扬

光大，则国家可以转危为安。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人文

精神是创造的、绵延的、除旧更新的，也是拨乱反正的。”

谈到两种精神结合的重要性时，顾毓琇认为：“人文精

神同科学精神，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

的。……二者兼顾，方可以完成人生的两方面。”因此，他

要求今日的青年必须具备科学与人文精神，然后可以求学

问和成事业。最后他又强调：“为着中国民族的前途，为着

世界文化的前途。我们必须同时提倡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

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科学和人文

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双轮，也是培养人协调发展的双翼，只

有科学与人文携手共进，个人与社会才可能和谐发展。当

代人既需要加强科学，也需要加强人文。顾毓琇在三十年

前，已经深刻地论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的关

系，并对大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真可谓对

中国的教育具有远见卓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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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特点

顾毓琇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顾毓琇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对中外文化深刻的理

解基础上。顾毓琇通晓古今、学贯中西，可谓对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及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有着非常清晰的了解，

尤其是对我国古代的儒家哲学思想有着较深的感情。同

时，他既出身江南书香门第，又为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科

学博士，有着“业精于理，学博于文”的独特之处。他希望

通过建立真善美的人生教育，能够实现“天下为公进大同”

的理想世界；通过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来进行民族复兴；

通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使学生求学问、成事业。

顾毓琇认为“我国有悠久之文化，亦有优美之科学传

统。……中国科学研究的成就是有基础的，有把握的，而

且是前途无量的。”他一直强调“无科学则无文化，无文化

则无民族”。

其二，顾毓琇的教育思想是与其教学实践密切联系

的。１９４４年，顾毓琇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时指出，今后的中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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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氛围、改善研究人员待

遇，尊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和培植文化的根本原则。在罗家

伦、顾毓琇等校长的经营下，中央大学学校规模发展迅速，

学术气氛浓郁，尤其是工学院师资雄厚、设备精良。当时

中央大学被誉为全周最大的大学和最高的学府。顾毓琇

还十分重视提高学生的素质，主张教育固然需要依重德

育、智育和体育，但也要注意美育，并把他的主张贯穿在他

的教学管理和教学过程之中。在他１９４７年担任国立政治

大学校长时，曾请来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小说家张

恨水、幽默大师林语堂和著名歌星管喻萱来校表演或讲

演，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他的学生对他当时温文尔雅的

风度、渊博的学识和正直的人品终身难忘。一位学生撰文

回忆说：“由于顾校长治学严谨、主政开明、治学有方，使国

立政治大学向着一所完善的文法大学迈进。

其三，顾毓琇的教育思想体现了一个爱国教育家报效

祖国的情怀。无论是留学美国还是回国教学，无论是战后

服务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

等职还是赴美教研直至退休自修，他始终心系祖国的强

盛，关心着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强调教育改造的极端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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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强调国家的机运与青年人的前途关系密切，希望

科学研究能实现民族复兴，希望科学救国、科学建国。作

为一个职业教育家，他把毕业精力投入其中，其教育思想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其品德学识，将永远光照史册。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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