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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闻《电气期颐-→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纪事 (1908~ 2007))) 即将问

世，并嘱我作序，使我不禁想起 77 年前我在母校电机工程学院求学时的情景。

当时，正值母校发展迅速的"黄金时代"，校园内体育馆、调养室刚落成不

久。三余年里，执信西斋、恭绰馆、容间堂和仿明清宫廷式样的校门相继而起;

无线电台实验室扩充落成;各式电机落户工程馆高大明亮的大厅。早年派遣出

国留学的学生陆续学成归国任教，一支有较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已经形成，并已

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在校任教多年的著名美籍教授。"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

重实践"的交大教学特色此时已趋定型;一份借鉴美国同类学科，而与 20 年后

部颁电机与电器专业教学计划大抵相同的课程设置方案，此时已在付诸实施。

那时，中外名人络绎不绝在校演讲或作学术报告，学术氛围浓厚;学生工程学会

和社团活动活跃，各种会考、竞赛、评奖和留学选拔等进取和竞争的场景仍历历

在目 ;37 周年校庆和工业与铁道展览会的空前盛况至今记忆犹新。大学四年，

弹指之间，母校校园内呈现的人、事景观如此丰富多彩，多年来仍不时给我以启

迪和激励。

其实，以上只不过是当年我个人所见、所闻、所经历者。不难想象，在此前

和而后的漫长岁月中，肯定还有大量的人和事是本人未见或想知但知之不详

者。所幸，阅读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百年纪事，当可弥补此缺，从中获得更

多的了解和感受，以启迪和激励交大人发奋进取，为创建交大电气下一个百年

辉煌而作出贡献。

Jt; 然
2008 年 4 月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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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建系 100 周年之际，这本记述她一个世纪光

辉历程的《电气期颐 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纪事(l908~2007) ìì 出版了，

非常值得庆贺。

百年之前，在工业救国思潮影响下，循着服务于实业系统、培养工程技术人

才的办学宗旨，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先生主持创办了电机专科。这是我国高校

中最早设立的电机专科，它开创了我国电气工程高等教育的先河。此后虽沐风

柿雨，然薪火传承，弦歌不辍。张廷金、钟兆琳、张钟俊、朱物华、顾毓嚼……有

多少名士学者执教于此，呕心沥血，哺育英才，创新立说;江泽民、陆定一、王安、

朱兰成、周建南、张照……又有多少莘莘学子负笼至此，刻苦攻读，拼搏奋进，成

为行业精英、国家栋梁。名师咸集，英才辈出，使交大电气工程教育享有"电机

工程师的摇篮"之称誉，引领全国之先的交大电机工程教育，为我国电机工程教

育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有益的实践经验，为我国电机工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人

才，在推动我国工业现代化的历程中体现了工程教育的特殊价值和巨大力量。

回顾百年来办学历程，每一步发展、每一点成就，都凝聚着每一位交大电机人的

心血与汗水，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和校友们的关切与回报。

我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就读于此，学习生活，终身难忘。毕业后留校，长期

在校系工作，亲历改革开放 30 年来系科建设的蓬勃发展。本书的编篡出版，梳

理百年办学轨迹，揭示办学规律，总结办学特色，为我们了解交大电机学科的传

统提供了一份历史素材，启迪我们思考，激励我们发扬传统，锐意进取，创建综

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为我国电气工程高等教育和

人才培养继续作出贡献。

治校系者，当以史志为鉴。谨将此书郑重地推荐给教育界同仁和关心中国

高教事业的朋友们。

Z 合Jj
2008 年 4 月

本文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名誉主任、上海交大校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原任上海交

通大学党委书记。



目U 昌

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自 1908 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唐文治创设

电机专科起，跨越了两个世纪，至今已整整 100 个年头 。 在国内各大学中，交通

大学最早创设电气工程系，建国前 41 年，历届毕业学生已达 1300 多人，服务于

国内外电工各部门，成绩卓著，人才辈出，为中国电工学术的策源地，素有中国

电机工程师的摇篮之称。

在这一个世纪漫长的办学过程中，交大电机随母校迭经变革，历尽沧桑，先

后经历了建系及其后的稳定发展(1908~ 1920) ，办学思想发展后重要的转折时

期(1 921~ 1927) ，发展迅速的"交大黄金时代"(1928~ 1936) ，抗战期间沪上法租

界孤岛和大后方渝地九龙坡的艰辛岁月 (1937~1945) ，抗战胜利后复员上海的

复校和再发展(1946~ 1949) ，建国后院系调整的汇流分合和交大西迁后的分合

重组(1950~1959) ，教育"大跃进"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0~ 1965) ，"文

化大革命"中的十年浩劫 0966~1976)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的调整发展

(1977~1986) ，与电力部联合共建电力学院的大发展(1987~2001)以及建设一

流大学的电子信息和电气工程学院 (2002~2008) 等 11 个时期 。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在这百年历史长河中曾先后出现过不少有影响的

人物和事件。对有关文字记载进行综合，我们编写了这本《 电气期颐一→一上海

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纪事》。 但愿老一辈学长可以从中回顾重温往事;年轻一

代能从中晓故知今;其他各界人士则可从中取其所需，以资借鉴。

谨将此书献给所有从事电气工程领域各项工作以及作出贡献的人们!

《电气期颐》编篡委员会

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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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 ，太常寺少卿盛宣怀奏准由官督商办的招

商、电报两局每年拨充经费，设立南洋公学，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造

就新学人才。 盛宣怀奉旨任南洋公学督办。 次年春，盛宣怀奏派何嗣媲

为公学总理(即校长) ;聘美国人福开森Oohn Calvin Ferguson)博士为

监院(即教务长) ，借上海徐家汇海格路(今华山路)厂房开办南洋公学，

始设师范院(其程度如民国元年前后之师范学校) ，继设外院(其程度如

20 世纪 30 年代之小学) ，派师范生轮流教之。 1898 年春，设中院(其程

度如 20 世纪 30 年代之中学) 0 1900 年春，上院(即大学)校舍落成。 适

有北洋大学学生避义和团运动来上海者，乃设铁路班以收容之，是为高

等教育之发端。故自外院而中院而上院，即自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学校，

是为南洋公学之新式教育体系，沿用至今。 南洋公学初创时期，隶属关

系屡变，办学方向因时而异，故科别亦有兴替。 1901 年设政治特班，培

养西式从政人员。嗣后裁撤师范院，改政治特班为商务专科，并添设铁

路专科。 1907 年秋，商务专科停办 。 1908 年秋，添设电机专科，学校性

质转为高等工业专门学校 。

1896- 1904 年南洋公学校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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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期颐一一-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纪事

1908 年(元绪三十甸和

邮传部上海高等

实业学堂监督唐文治

(l865~ 1954) 

5 月初 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唐文治咨呈

邮传部增设电机、邮政两专科。 秋设电机专科，学制三

年 。 课程设置由该科主任、美籍教员海腾编订，有数学、

物理、化学、电学、电机学、热力学等 10 多种 。 所有该年

毕业预科各生，愿入何科，均令自行认习，以期适当。大

致志在实学，程度较高者，则人电机科;其家境清苦，求速

至用者则人邮政科 。 中国学校之有电机学科自此始 。 从

此，本学堂从以培养商务人才为主转为以培养工程技术

人才为主 。

8 月 英籍利物浦大学工科学士麦斗门到学堂任电机

教员 。

1909 年(宣统元年)

7 月 美籍威斯康星大学学士谢尔屯(S. R. Sheldon)到学堂电机科任教 。

1910 年(宣统三年)

春 学堂在中院后建发电厂，供电机专科学生实验用。

8 月 美籍教员海腾合同期满回国，推荐谢尔屯接替。学堂聘谢尔屯为电机

科科长兼任教员，订立合同两年，并报邮传部审定。 电机科课程设置复经现任科长

谢尔屯修改尽善。

谢尔屯(S. R. She ldon) ，美国人，美威斯康星大学学士 。 南洋公学电机科创

办人之一。 1910~1927 年 ，历任南洋公学电机科科长、总教授。 在校执教、主持电

机科 17 载，举凡教学计划编制、实验室筹建、主要专业课讲授、毕业生出国深造等

事项无不认真负责，主动热情，功绩卓著，先后获大总统颁发之五等和四等嘉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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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宣统三年)

2 月 电机专科第一届全体学生亲自动手为全校装置电灯，作为毕业留念。

1911 年电机专科首届毕业生合影

春 修订后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第二章规定，本学堂电机专科

的课程设置为 1 3 门共 36 个子目 。

夏 电机专科酋届毕业生计孙世攒等 10 名，其中 8 名由电机科科长谢尔屯介

绍赴美国电厂实习 。 实习期间，邮传部发给津贴，并由厂方给予薪水以资旅费 。 本

校毕业生专赴外国工厂实习自此始。

10 月 10 日 武昌起义爆发。 消息传到学校，学生们热情高涨。 本校学生利

用军训课所用枪弹占领了"李公祠把李鸿章铜像推翻在地。 监督唐文治拥护革

命，与张睿、伍廷芳等致电清摄政王，劝清帝自动退位，行共和体制 。

11 月 6 日 在辛亥革命高潮中，下午 4 时，监督唐文治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大

会，宣布自即日起本校改名为中国南洋大学堂。 会上，教员代表和学生代表多人先

后上台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学生代表黄理中提议，本校业经独立，监督应由本校

全体人员推荐，请赞成唐文治先生为中国南洋大学堂监督者起立。 全场一致应声

而起，热烈鼓掌 。 谭作民代表学生发言称唐文治先生为中国学界革命之第一人，本

校改革即为全国学校改革之机。 大会开至下午 6 时，会场电灯齐亮，光明如昼，全

场高日子"中国万岁"、"南洋大学万岁"而散。

11 月 9 日 在唐文治倡导下，本日清晨在学校运动场上全校教职员和学生举

行剪发大会。 大家列队点名，自唐文治开始，教职员和学生一一依次剪辫。 全校人

员对这种象征封建没落的辫子都弃若敝展而"无一留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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