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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创新发展

(代序)

教育讲究继承。自从伽利略奠定了现代建筑力学基础至今，整个结构工程相关学科的知

识积累都是在继承中实现的。同样，近百年来一代代的工程教育家们在继承中探索，逐步形成

了现代的工程教育思想和方法。继承可以登高，登高可以远眺。

教育需要创新。现代结构工程及其相关领域的科技成果已使“上天入地”成为可能，这其

中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继承史和创新史。现代工程教育亦是如此。教育理念的创新，会

明确目标；教育内容的创新，会保持活力；教育方法的创新，会提高效率。

继承是发展的基础，创新是发展的方法。总结前人的经验，针对结构工程相关学科的特

点，要更好地发展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必须做到：教学和科研相结合，以科研创新引领教学

创新，以教学实践展示科研成果；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相结合，在工程实践中发现科学问题，用

取得的科研成果指导工程实践；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相结合，在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给

予其人文的关怀；广泛的国内、国际合作，在交流中提高自己、宣传自己。

值同济百年校庆之际，建筑工程系撰写了简志，以史实为主线记叙了其90余年的发展之

路，意义重大。谨以上述感慨之词作为简志的序言。愿建筑工程系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

彩缸芙．
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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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沿 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11月，英日联军攻占被德国侵占的山东胶澳地区。据

《青岛市志·教育志》记载，中德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被迫解散，尚未毕业的学生约

200人，归并到上海同济医工学堂。另据《同济大学史》(第一卷)记载，该学堂停办后，教师德

士烈、白德林等及43名学生转来同济医工学堂。转来的学生中有30名工科土木专业学生，同

济医工学堂为他们在工科内增设土木科。而在青岛读预科尚未毕业者，先安排他们学习物理、

化学、数学及图画等课程，第二年再进入土木科，这一时期即为同济土木学科的开始。

1930年，国立同济大学改工科为工学院，改土木科为土木工程系。抗El战争时期，同济大

学在吴淞的校舍于1932年1月28日遭日机炸毁，学校暂迁市区上课，经半年抢修后再搬回吴

淞。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又连续两天遭日机轰炸，校舍全毁。抗战爆发，土木系随学

校六次迁移，在浙江、江西、广西、云南、四川等省份辗转流离，历尽艰难，于1946年回归上海。

解放后，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在土木工程方面，1951年8月光华大学、大厦大学土

木系共338人并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1952年。同济大学土木系的水

利组调整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同年8月，交通大学、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之江

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等

9所院校的土建系科调整到同济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同济大学组建成立了新的土木系科，结

构系即其中之一。

其后，随着教育形式和系科的发展，校内校际的调整、合并持续不断，如：

1953年8月，南京工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29人调整入同济大学结构系。

1954年4月，学校新设道路与桥梁系，相关学科调出结构系。

1956年6月，学校新设建筑工艺系，相关学科调出结构系。

1957年9月，建筑工艺系并入结构系。北京铁道学院建筑专业一年级学生103人并入同

济大学。

1958年春，学校撤销建筑系，其建筑学专业并入结构系，结构系更名为建筑工程系。在大

跃进的高潮中，学校新设了建筑材料及制品系、建筑机电及设备系、水工及地质基础系和数学

物理及工程力学系，刚并入结构系不久的建筑工艺系以及材料、建筑机械、地基、基础、物理和

力学等学科遂也于1958年6月从原结构系中调整到新设的系。

1963年，学校重新组建建筑系，其相关学科调出建筑工程系。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建筑工程系改变为建筑工程系井冈山革命委员会。

1970年。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撤销原建筑工程系的建制，另行成立同济大学“五七公社”。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学校进行整顿。1977年11月“五七公社”撤销，建筑工程

系渐次恢复原建制。

1978年1月，按照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安排，将建筑、规划等学科划入建筑工程系名

下，但很快又恢复建筑系。其所属学科随之调离建筑工程系。

1980年，建筑工程系增加学科内容，更名为土建结构工程系。同年，学校新设管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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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沿 革

系，相关教研室调离土建结构工程系。

1982年，学校突破先前按行业设系的做法，向按学科设系的体制转变，将土建结构工程系

更名为结构工程系，一些与结构相关的学科也融人结构工程系。

1985年5月，学校设立岩土工程系及岩土工程研究所，相关学科调出结构工程系。同时，

学校又组建成立工程结构研究所，与结构工程系实行系所结合。

1987年，学校实行三级管理，在结构工程系的基础上建立结构工程学院，下设土建结构工

程系、建筑工程系、桥梁工程系和工程结构研究所四个系所。

1989年，土建结构工程系和建筑工程系又复合并，定名为建筑工程系并沿用至今。

1996年8月，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和上海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并入同济大学，城建学院的建

筑工程系和建材学院的土木建筑工程系即并入同济大学的建筑工程系。

1997年9月，学校按照“一级学科设院、二级学科设系”的原则，在结构工程学院的基础上

成立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为其所属系所之一。

2000年4月，上海铁道大学与同济大学合并后，上海铁道大学土木学院的建筑工程专业

也并入同济大学的建筑工程系。至此，建筑工程系的规模更加壮大。

1952年至今建筑工程系的变迁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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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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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组织机构与人员

土木系科的工作机构最初按德国体制设置，抗El战争之后，开始由国人主持系务．一般设

系主任和工作人员办公室。

解放后·学生和教师人数激增。1952年以后，系的工作机构一般设党总支、竞支部、系主

任办公室、系办公室、系工会、团总支、分团委、学生会和学生工作组等。在20世纪50年代设过

苏联专家办公室．在60年代设过政治指导员工作室。

对于系务、学术和学位事项的处理，系设有系务委员会(由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师职

工和学生的代表组成)、系学术委员会和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后二者每届设委员若干人。系

有时也为新专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在教学组织方面．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建筑工程系的主要教学研究室

(简称教研室)有混凝土结构教研室、钢结构教研室、结构力学教研室、建筑施工教研室和工程

制图教研室。

改革开放以后，新设海洋结构教研室和空间结构研究室，还设有混凝土结构研究室、钢结

构研究室、结构力学研究室以及微机房、钢结构设计分院(2005年改为土木建筑设计分院)等。

1996年设立建筑结构研究所，实行系所台一。1998年建立建筑结构试验室(2004年正式挂

牌)。1999年7月设沈祖炎教授学术梯队工作室、李杰教授学术梯队工作室。

自2003年以来，建筑工程系每年均召开“建筑工程系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圈2-I)，就学科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计划、教学管理、管理体制、试验室建设与管理、国际化办学、办公环

境、考核制度、对外交流与宣传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以争刨世界一流。使各方面的工作围绕

学科建设进行．主旨更加协调，将系的行政、教学、科研、研发等组织体制调整如图2-2所示。

4

阁2 i建筑I。性乐建设1●发艇”研¨2f 11 2(Jf；j年J

(前镕Hi§右*±锥*、履#林、胨“一{目§＆m女、*##．何#娟、享杰、i明华．

目排M&!自为H建＆、苏小$，FmH、口*Ⅻ、谢步*、邓长m、目^乐．镕伟、Ⅻ女＆，ig*

*萆*，*％，*伟&#∞&、目目目Ⅻ诧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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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组织机构‘彳人员

二、行政历任主要负责人

建筑工程系历任行政主要负责人如表2-I所示。

袭2-I 历任行政主要负责人

时 间 系科名称 行政职务及负责人

19l 4 土木科 主任德贵林(G．de Gram德籍)

1934．4一1936．9 土木系 主任(兼) 罗鲁(Rouleaux德籍)

1939．2一1940．10 土木系 主任陈士骅

1940．1 l—1945 土木系 主任余家洵

1945—1946 土木系 主任刘百铨

1946—1952 土木系 主任李国豪

主任王龙甫
1952一1956 结构系

副主任黄蕴元张问清

主任王达时
1956．9一1958 结构系

副主任张问清翟立林周石安金辉(1956．4一1956．10)

主任王达时
1958—1963 建筑工程系

副主任冯纪忠翟立林黄作鬃周石安

主任王达时
1963—1966 建筑工程系

副主任翟立林贾 岗胡瑞华朱宝华张凤鸣

建筑工程系井冈山 主任委员邵慧富
1966—1970

革命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盂庆友陈家志吴健康祝继红冯德涌

1970—1976 (建筑工程系撤销) (学校另行成立同济大学“五七公社”)

主任王达时(1977--1978．7) 朱振德<1978．8--1980)
1977—1980 建筑工程系

副主任翟立林贾岗胡瑞华朱宝华黄鼎业

主任朱振德
1980一1982 土建结构工程系

副主任 胡瑞华薛丹张誉(1986--1987)林厚祥

主任孙钧
1982—1985 结构工程系

副主任项海帆沈祖炎薛丹

主任朱伯龙
1985—1987 结构工程系

副主任项海帆张誉(1986—1987)薛丹蔡国均

土建结构工程系 主任蒋大骅副主任伍朝琛张仁爱
1987一1989

建筑工程系 主任张誉副主任蔡国均沈德洪

主任颜德嬗
1989—1996 建筑工程系

副主任张仁爱沈德洪周克荣朱茂法李国强

主任李国强
1996--2000 建筑工程系 副主任袁 勇李杰(1997--2000)沈德洪王湛德朱茂法

建筑结构研究所所长李国强副所长李杰轰 勇

主任张其林

2000--2003 建筑工程系 副主任周克荣(2000--2001)顾祥林(2001--2003)祁德庆

建筑结构研究所所长 李杰

主任顾祥林副主任童乐为祁德庆
2003--2006 建筑工程系

建筑结构研究所所长李杰

主任顾样林

副主任童乐为吴水根
2006一今 建筑工程系

建筑结构研究所所长李杰

副所长赵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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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组织历任主要负责人

建筑工程系党组织历任主要负责人如表2—2所示。

表2—2 党组织历任主要负责人

组织名称 任职时间 书 记 副书记

慈健
校教职工党支部 1952一1954．3 赵明洲

支委：翁智远唐云祥毛经权

结构系支部 1954．3一1954 王德生 庄景图

结构系党支部 1 954一1956．5 翁智远 傅嘉范

1956．6一1956．1l 金辉 傅嘉范张季常

结构系党总支 1956．12一1957 石保孔(石涛)

1957一1958 郝重远
张玉杰韩梅君钮宏

1958—1962 侯东舁 王辉徐瑞瞵贾岗

建筑工程系党总支 1962一1964 周 简 王辉贾岗 曲则生

1964一1966 胡建中 贾岗 曲则生孟庆友邵慧富

建筑工程系井冈山
1966—1970 主任邵慧富 副主任盂庆友(召集人)陈家志

革委会党核心小组

建筑工程系党支部 1970．5一1976 孟庆友 刘顺儒

1977—1978 石涛 贾岗
建筑工程系党总支

1978一1980 贾 岗 林厚祥罗培忠

±建结构工程系
1980一1982 林厚祥 罗培忠

党总支

丁方大罗培忠
结构工程系党总支 1982一1985．5 徐伯粱

胡再龙(1984一1985．5)

结构工程系与
1985．6—1987．10 钮宏

罗培忠胡再龙(1985．6—1986．10)

工结所党总支 傅人风

土建结构工程系和
1987．11—1988．11 朱伯钦 易建国史明华

桥梁系党总支

】987—1989 蔡国均 王德芳徐伟
建筑工程系党总支

1989一1993 朱伯钦 徐伟史明华

1993．4—1993．8 徐伟 史明华马云凤王德芳

建筑工程系 徐伟
工结所党总支 1993．8—1995．4 史明华(1994．9 马云凤王德芳王立慷

起代理)

王德芳马云凤徐建立
1995．4一1998．12 史明华

蒋申英(1996．1l一1997．9)

建筑工程系党总支 王德芳
1998．12～2002．12 史明华

徐建立(1998．12—2002．12)

2002．12一今 史明华 王德芳

四、人 员

建筑工程系教职工人数一般在130人上下，但有波动。例如，1957年结构系有289人，
’、

1963年建筑工程系有近300人，结构工程系在1983年为204人，在1985年超过300人，在

1987年有27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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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组织机构与人员

在解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教授、副教授人数甚少。改革开放后，随着青年教师的成长

和研究生的大量培养，教授、副教授人数才开始大幅度增加。至2006年12月，建筑工程系有

教学科研人员111人，其中教授24人(含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博士

生导师24人)、副教授44人、讲师40人、助教3人，其他工作人员15人，总人数126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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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解放前的教学与学术活动

一、初创时的土木科(1914．11—1917．3)

1．土木科的设立

1912年．同济建成工学堂，医、工两校合并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这时工科只有机电科

一个班级。图3-1为当时的校门。

幽3】 位十法毕路‘今x兴中路j的州斫医上学童杖¨L L蝌1 ’

1914年．同济在工科内设立土木科t成为我国最早设立土木科的院、校之

2．教学活动

1)学制、学生

工科学制原定为三年，第一年实习半年、理论教学半年。学生接此学制试行后·学校感到

三年年限过短，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要求，决定延长为四年。

到1916年，工科学生增至271名，共有6个班级，包括预科、机电科、土木科各2个班。

2)教师、课程

1916年，工科教师共有14人，其中德籍教师12人，中国教师2人。授课教师主要有：工

科监督贝伦子(Berrens)授机械学、工艺学、机械实验；机电科主任自慈(K Baetz)兼授电工学、

电工实验、热动学、物理学及机械实验；土木工程科主任德贵林(G de GrahD授力学和铁路学；

预科主任德士烈(H Drezler)授数学和物理学{医、工两科化学实验处主任克拉夫(Kraph)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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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学、化学实验；白德林(R Beiderlinden)授河海工程学、地道工程学、图式静力学、画法几

何学和德文；宋文达(Sch6nwald)授城市灌水引水学、铁筋混合土、钢铁构造学、测量和德文；

魏来T／(Wiegrefe)授桥梁学、建筑学、钢铁构造学和物理学。中国教师潘智澄、阐汝楫授中文。

图3-2为德文医工学堂的土木模型陈列室。

圈3 2德文医工学堂的土木模型陈列室(191 6年

3．学生社团的学术活动

1)工科同志会

1915年lo月间，工科毕业班同学组织“上海同济医工学堂工科同志会”以联络感情、切磋

学问，并选举叶鼎、王达仁为正、副会长。凡本校工科在读学生、毕业生均可人会。学会成立当

年就组织了多次专题报告会，主要报告有t王传羲“惰性率与拧力率之意义”，王选仁“电流方向

及指力线等之简易辨别法”、赵厚达“东三省矿产谈”、胡树楫“万有引力说”、王智湛“复数论”、

舒昌瑜“双阳铁厂实习记”等。这些报告当时令人颇觉新颖、受益。学会还先后组织会员参观

了一些工厂。

2)社会技术协会

1916年lo月，工科低年级同学组织成立了“社会技术协会”，其宗旨是增进同学之间的友

谊、加强处于实习阶段的大学生之间的联系。该协会举办了大量由大学生、教师和来宾分别主

讲的学术报告会，以此来扩大科学视野，交流实际经验。

4．工科技舍

19i2年，学校在医科新校舍(宝昌路南、金神父路西，即今淮海路南、瑞金二路西)旁添购

土地兴建工科校舍、宿舍，次年完工。1913年兴建工科讲堂，图纸由在上海的德国建筑师培台

克绘制，模型由工科监督确定，仿照普鲁士皇家机械学堂式样，第二年竣工。在1913年，还添

建了第三宿舍、风雨操场和运动场。

1915年，德籍教师德贵林、容固两人台建模型练习所、物理实验所及土木工程模型陈列

所。至此，学堂各实验所、模型所及实习工厂已比较完善，其中有教师及管理人员约40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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