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我就是比较爱船，也比较长寿。”
昨天是杨槱院士105岁生日，近几天晚辈们陆
续到华东医院探望祝贺他，他乐呵呵地回应。

这位院士一辈子与“船”结缘，以自己的生
命广度书写中国“船”奇。
“槱”是一个古字，“诗大雅：芃芃棫朴，薪

之槱之”，《辞源》中的注释为“聚积”。这个学
名是当年杨家隔壁邻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
人孙炳文在他上小学时为他取的。棫、朴都是
树木，而杨也是。这个名字寄托着一位革命者
对后辈的期望——愿他长大成才，为国为民发

光发热。如同冥冥中有了感召，杨槱的
一生的确也是这样过的。 ③

②①

④

赤心竭力谋致远 他书写了中国“船”奇
与船舶结缘又以船舶报国的杨槱院士昨天度过了105岁生日——

本报记者 易蓉

上月末，申城首所全日制民办本科

高校上海杉达学院迎来三十周年华

诞。校庆日前夕，来自学校的鲜花送到

了首任校长杨槱面前，带着祝福与他共

享喜悦。1992年，北大、清华和上海交

大在上海联合成立杉达高科技公司，当

时提出以这三所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

为主，办一所大学，既能培养人才，又能

发挥余热，大家一致认为杨槱能担此重

任。尽管资金、校舍短缺，一系列实际

问题摆在这位古稀“创业”的校长面前，

但热爱教育的信念一直支撑他四处奔

波乐此不疲。

杨槱曾说自己南来北往更换了多个

工作岗位，每到一个新的单位，都要学习

新的东西，是不小的考验。但他始终坚

持“干一行，爱一行”的原则，只要国家需

要，就愿意工作在任何岗位，“我认为，只

要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工

作，一定能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而且

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接触不一样的人

和物，遇到并解决不一样的难题，可以有

效地拓展一个人的知识面，也让自己的

能力变得更加全面。”

耄耋之年，杨槱潜心研究笔耕不

辍。身体还好时，仍然坚持一周工作5

天，每天工作8小时，每天读书、看报、收

集材料、独立思考，再动手写点和船史

相关的稿件。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不

应该浪费一分钟，勤劳一点，才可以衰

老得慢一点。

88岁时，杨槱出版了《帆船史》和《轮

船史》两部著作，90多岁高龄时仍熟练使

用电脑相继出版《话说中国帆船》《大航

海时代》《人、船与海洋的故事》《郑和下

西洋史探》等多本著作。他广泛收集了

大量史实，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进

行了探讨，在船舶史学界引起了特别关

注；他撰写船舶与海洋科普书，一心想弘

扬海洋文化，增强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

海洋意识，期待更多国人热爱海洋和船

舶，增强我国海上力量。

杨槱院士始终坚守自己为人的要

旨：“谦逊温和，平易近人。”他从来不愿

意用“成功”或者“失败”来评价一个人

的一生，他说，那些成就不过就是历史

长河里的一粒砂砾，浩瀚银河中的一颗

星罢了。

杨槱是中国造船界第一位院士。他主

持制定我国第一部《海船稳性规范》，填补了

中国在这领域的空白，而且随之提出的几十

个研究课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船舶稳性的

研究。他从事的船舶技术与经济论证方面

的研究，促进了该学科在我国的深入发展。

早在20世纪40年代，杨槱就开始研究

川江船并主持设计了当时最大的“民裕”号

川江客货船。20世纪70年代，杨槱主持并

领导了15000吨自卸运煤船、5000吨近洋干

货船等的设计与研究工作，对我国万吨轮的

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瀛州”号巡逻艇、自卸

运煤船、5000吨近洋干货船、15000吨经济型

远洋干货船等多种类型的船舶，在中国船舶

的科技攻关领域，杨槱乘风破浪始终站在最

前端。

他是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积极倡导

者，主持领导编制了《干货船主尺度分析》

《按常用的三种系列船型资料设计船体线》

《主尺度分析》《型线设计》等程序，对我国造

船科学技术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作出了重

要贡献。

杨槱对中国船舶发展史、科技史进行了

大量研究。1962年起，为了对中国造船史作

资料性的总结，他陆续撰写了《中国造船发

展简史》《近代和现代中国造船发展史》等多

篇论著。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的造船史

研究也于上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

用概率统计的方法计算数据的准确度，

用计算机抽象考虑设计的可行性，杨槱走在

时代前列。他提出了工程经济理论，编写了

《工程经济在船舶设计中的应用》一书，大力

倡导船舶技术经济论证方法的研究。上世

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指导研究生从事沿海

和长江煤炭、石油、集装箱运输系统的分析

研究。当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改革开放年代，又首次用现代工程经济理论

和方法，对船舶工程项目进行分析与评估。

前瞻的眼光令杨槱停不下创新的脚

步。预感到靠计算尺、积分仪、曲线板等“土

办法”设计船舶很快便会跟不上时代的步

伐，杨槱带领科研小组率先编制一系列计算

机程序，在船的主要尺度分析、船舶稳定、船

体强度、型线设计等方面大大提高工作效

率，并带领和组织国内有关研究机构，编制

辅助船舶设计的电脑程序系统，此后，又陆

续编制出系列软件运用到设计之中，推动了

当代船舶设计业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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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学时写就《广

东造船史》，27岁成为造

船系教授，曾赴美参与

监造“普林斯顿”号航

母，到成为中国船舶界

第一位院士，80岁加入

中国共产党……杨槱的

一生传奇而朴素。身体

还好的时候，被誉为“船

界活化石”的他仍在耄耋

之龄产出诸多专著——

一生为师 培育更多“造船人”

■ 1937年格拉斯哥大学物理课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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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成就只是历史长河的砂砾

自主创新 助“船”不断破浪

学船造船的念头执着
还是个孩童时，杨槱得到一本载有轮船

插图的书，爱不释手。他常常缠着父亲提

问：“大轮船为什么会自己开啊？”父亲告诉

他，船里装着大机器。“什么是大机器？”这可

激起了更大的好奇，杨槱曾回忆，当时由此

萌生的许多问题常常萦绕，而不断提问一次

次激发了他对船的浓厚兴趣。

9岁那年，男孩第一次登上从广州到上

海的轮船，感受钢铁巨轮在浩瀚大海中的颠

簸。也是那次“飞虎”轮上偶然听到的对话，

在他心里埋下了科学启蒙的种子。“为何如

此沉重的铁质轮船能够在水中不沉？”“铁脸

盆也能漂浮，只要脸盆边缘高于水面就不会

沉没。”几十年后，当杨槱已经成为一名著名

造船教授，回忆起少年时代的往事，记忆中

关于那汹涌奔腾的大海与钢筋铁骨的轮船

总是如此清晰。

20世纪30年代充满动荡与战乱，目睹

国家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遭遇掠夺，看见轮

船上下中国老百姓的深重苦难，每一次搭乘

轮船，杨槱都会对自然与人、船与海有更深

的认识。或许也因此，船承载着的特殊记忆

深刻留在了杨槱的脑海里。高中二年级，杨

槱写了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广东造船

简史》，学船造船的念头愈发执着。中学毕

业，杨槱萌生出国学船的想法，赴英国格拉

斯哥大学造船系求学深造，也是大船送他漂

洋过海开启了专业人生。

学成归国与“船”共命运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采用“三明

治”制教育方式，即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大

学学习，另外半年到工厂当学徒，这样学生

毕业后才能学以致用胜任工程师的角色。

大学期间，杨槱修读了数理化等基础课程和

应用力学、热工学、流体力学、机械振动学、

船舶设计等大量专业课，他还自己选修了工

程经济、工程生产及航空力学，觉得这些课

程能帮助自己从宏观的角度认识造船业以

及进一步认识船舶运动的机理。在工厂的6

个月也受益匪浅。他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学

到了不少造船工艺的实际操作。

大学里几乎每门课都建立奖学金激励制

度，这份荣誉大家都想得到，竞争激烈。杨槱

就拿到过几次，还在实验报告、制度作业精益

求精，获得教授的称赞。当时他就觉得，精益

求精、不断进步是工程师的基本要求。

1940年，杨槱获得了一等荣誉理学学士

的文凭。那时，英国急需大批造船人才，但

杨槱拒绝了多方挽留，牵挂抗日战争中的祖

国，一心回国。战火烽烟中，学成归来的杨

槱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内地的最大造船厂

——民生机器厂担任副工程师，在空袭的警

报声中奔走于课堂和船厂之内，穿梭于造船

和教船之间。

个人命运总是与家国命运相随，动荡的

年代，杨槱的工作岗位频繁变动，但始终没

有离开“船”。直到1957年第三次与上海交

大结缘，杨槱的人事关系再也没有离开过交

大，他从这里再次起锚，为船舶的研究和育

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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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获得英国格拉斯

哥大学一等荣誉学士学

位、荣誉工学博士学位

1940年和2002年

曾任同济大学教授、

造船系主任等

1940年至1955年

大连工学院造船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后，历

任交通大学造船系副教务长、上海造船学院教务

长、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副教务长、教务长

1955年

1917年10月出生 江苏省句容人

杨槱

主持制定我国第一部《海船稳性规范》，填补

了中国在这领域的空白

1960年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评选被增

选为学部委员，成为中国造船界第一位院士

1980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7年

■ 1935年夏，青年杨槱在去英国留学的轮船上

① 给本科生上

大课

②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乘船

穿行长江葛洲

坝船闸

③ 随船考察

④ 在研究所工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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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采访对象提供

这一生到底教过多少学生，恐怕杨槱自

己也数不清了。讲台一站就是67年，亲自

讲授造船原理、造船设计等课程，指导过的

硕士和博士绝大多数成为我国造船业的高

级技术人才。

1941年，杨槱在重庆商船专科学校担任

专职教师，讲授“船舶原理”“船体强度”“水

力学”“造船大意”等课程。1943年9月，交

通大学接办商船专科学校，成立造船系，作

为交大造船系初创时代最早的教师之一，杨

槱被聘为副教授，第二年被聘为教授。

当时在交大，教授都要给本科生上课，那

时的杨槱年仅27岁，阶梯教室里学生座无虚

席。启蒙课“船舶概论”是造船学生进交大上

的第一课，杨槱带上一盆水，将一只铝质饭盒

浮在水上，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答：“脸盆

与饭盒。”“不，这是大海与轮船。”学生一片哄

笑——老师是将大学生当成幼儿园小朋友

么？可是就在这一盆水的天地间，船的稳性、

浮性、抗沉性慢慢铺陈开来，由浅入深地开启

了船舶学子的专业学习。

杨槱既是造船人，也是船舶教育的开拓

者。他自编多部教材，其中有些是全国统编

教材，《船舶工程辞典》《英汉船舶科技词汇》

《中国造船发展简史》《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

设计》《工程经济在船舶设计中的应用》等成

为船舶学科学生的必读文献。

带学生去江边看船，聊结构、讲原理；

师生一起上船接任务、做调研、搞优化设

计，他积极引导学生从事多项船舶类创新

课题研究，其中大批成果被研究所、设计单

位广泛采用，运用于船舶行业……杨槱一

直坚持以理论学习和实践研究育人，他一

生为师就想“尽心尽职尽责”。对学生的请

教，从青年到晚年，他从来是“来者不拒”

的。学生有问题都喜欢找他讨论，论文也

请他审查。杨槱从不拒绝，觉得是一次师生

间交流学习的好机会。

然而，这位大师曾经在当了19年教授

的时候又做了回学生。那是上世纪60年

代，杨槱参加船舶科研规划制订工作，负责

船舶力学部分。感到自己未曾有过研究生

学历，数学、力学基础薄弱，便利用休假拜三

位青年教师为师，认真踏实坚持了8个月的

学习，其间光高等数学就做了1000多道

题。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杨槱曾说，那

次学习对后来从事工程项目技术与经济分

析带来极大的帮助，也提高了阅读科技文献

的能力，“一辈子受益无穷”。

平易近人、虚心好学、务实创新，杨槱言

传身教，桃李天下。前几年，上海交大励志

讲坛请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徐芑

南院士、海洋石油工程专家曾恒一院士和辽

宁舰总设计师朱英富院士同台，当时杨槱院

士也通过视频寄语青年学子。徐芑南、曾恒

一和朱英富都是杨槱的学生，“杨门”四院士

同讲一堂课令台下学船海的学生心潮澎湃。

杨槱勤俭节约，却将毕生积蓄捐赠教育

事业。1997年，杨槱向上海交大捐赠设立

“杨槱造船奖学金”，用以支持船舶海洋与建

筑工程学院奖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船舶专

业优秀学子，后又两度追加捐赠奖学金，

2013年将获得的“上海市教育功臣”奖金20

万元全额捐做奖学金。每年10月，上海交

大都会在杨槱的生日月评出品学兼优的获

奖者，这些年，受其资助的学生已超过百人。

既已“上船”就不再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