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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系我国已故著名造船学者、科学家辛一心先生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关于他生平的最详尽的实录，
内容丰富、充实，并包含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通过从口授、信件、文稿、书籍、报刊、网络中广泛收集相关信息，充分运用各种历史素材，记
述了辛一心先生为推动祖国的造船事业而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史料翔实，行文流畅，富有历史感和
文学气息。
阅读本书，读者不但可以了解老一辈中国造船工作者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而且
还能够从中感受到在他们所生活过的那个年代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变迁。
    读着书稿中对于辛一心教授栩栩如生的描写，我仿佛又回到了和他一同度过的峥嵘岁月。
    1936年，他基本上和我同时去英国研修造船学；1940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也基本上同
时回国。
他比我年长5岁。
那时，我只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他在获得硕士学位后，还去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进修两年，获得建造师
资格，我尊他为学长。
回国后，我们都是既在生产单位承担繁重的修造船任务，又到大学教书，热心培养英才。
他在造船领域的伟绩，我是感同身受，诚心敬佩。
    1944年，他在重庆招商局任工程课长，负责“江顺”等六艘载重四五千吨江轮的修复工程。
这是一项当地从未遇到过的、极为复杂艰巨的任务。
当时我曾和几位专家到重庆郊区唐家沱修船工地访问，见到这些巨大的江轮整齐、稳妥地搁在江滩上
施工修理，大家赞叹不已。
辛教授以他的智慧和努力完成了这六艘江轮的修复，为抗战胜利后，大批沿海人员从四川复员东归作
了杰出贡献。
    他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工学院和重庆、上海的交通大学任教时，都是声誉最高的教授，培养了大批造
船骨干和领军人物。
他对复杂高深课程的讲解，能够深入浅出，简明易懂。
    在重庆时，他任职的招商局距交通大学几十公里，交通也不方便，只能利用周末，每星期到校教学
一次。
但是，他对学生的爱护和扶持，特别是为解决学生们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竭尽全力，令人感佩。
    上海解放前夕，局势紧张，造船学会的理事们假辛教授所在的招商局和杨俊生先生办公室所在的金
城大楼聚会，谈论时事。
辛教授不顾生命危险，向我们表示决心留在上海，这对稳定造船界人士安心等待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负责打捞黄浦江沉船和后来建造大批拖船、驳船任务时，邀我参加咨询
服务工作。
这两项工作，为解决当时上海的物资运输困难作出重要贡献。
    1955年冬，我参加了辛教授主持设计、建造的“民主十号”客货船的试航。
该船载客500人，载货500吨，是当时国内建造的最大客货船。
后来，他主持万吨级远洋干货船时，特别建议我专题研究货船的船员居室布置。
我除了查阅有关书刊、图纸，请教一些专家和船员外，还通过造船学会组织专题讨论会，广泛听取各
有关方面人士的意见。
这时候，我才认识到货船的船员居室布置问题与船上生活的舒适性、安全性和工作的方便性都有密切
关系，是一门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学问。
后来我写了一篇论文，得到有关方面好评。
    辛一心教授对祖国科教事业孜孜以求，毕生致力于船舶的设计、科研、教学和学术交流。
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船舶设计机构和第一个船舶科研机构，创建了我国第一座船模试验池，创办了我
国的造船学术期刊——《中国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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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百忙中并于较短的时间内写出的《船之阻力》等六部专著和《船舶兴波阻力
的数学分析》等十数篇论文，都是造船领域的经典著作。
    1957年10月，辛教授受命去英国作经济技术考察时突患癌症，不幸于年终逝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
辛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奋发进取，勇挑重担。
他的高尚情操和科学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2012年11月21日，我们将迎来辛一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今天看到他的传记将要付梓出版，深
感欣慰。
这部传记熔铸了以往广大造船界及相关人士对他人生的真情回顾、对他品德的高度赞扬和对他业绩的
中肯评价，并结合相应的历史资料，是研究与学习辛先生的爱国情怀和学术思想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
。
在当前我国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本书的刊行，对于我们发扬爱国主义传
统，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辛先生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的精神，我觉得至少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认真学习，掌握基
础理论知识。
在当时所有的造船学教授中，辛教授的基础理论功底原本就最为深厚，日后他对新知识的学习和吸收
又毫不懈怠。
尽管白天公务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夜晚和节假日博览群书，十数年如一日，所以他撰写的教材和论著
总能反映世界各国最新的学术水平。
    二是敬业爱岗，勇于承担责任，努力完成任务。
无论是抗战胜利前在招商局主持赶修六大江轮，还是解放初在船舶建造处领导赶造大批应急船只，这
些当时业内人士看来在设备极其简陋、技术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按期完成的艰巨工程，
辛教授都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
在他的组织和带动下，参与工程的广大造船工作者群策群力，各尽所能，最终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创造了奇迹，辛教授在工程开展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创新立业，为我国造船业的腾飞奠定坚实基础。
虽然辛教授的主要兴趣和专长是理论研究，最大心愿是在交通大学专任教授，兼做科学研究工作。
但祖国的造船事业需要他肩负更重的责任，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组织安排，从创建船舶产品设计
处到建设船模试验池再到建立中国造船科学研究所，他一直承担着这些繁重艰巨的开创性工作，这对
他个人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来说无疑是一种牺牲，而由此换来的则是中国造船业的早日腾飞。
    四是尊老敬贤，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早在国立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于重庆初创时期，辛教授就担任了系里的主课，不久还担负起系务的代
管工作，并多方延聘著名学者前来任教，显著增强了造船系的教学力量。
而系主任的名义，始终是造船界老前辈叶在馥先生。
同样，在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早期活动中，辛教授投入的精力最多，在理事会选举中的得票数也最高
，但他总是礼让老一辈当理事长。
解放后，他在自己的处长室旁设一顾问室，先后吸收了船体、轮机和船电方面的前辈共十来人，对他
们尊敬有加，顾问们因此也积极为国家发挥余热。
与此同时，辛教授对培养提携后学也不遗余力：在筹建中国验船协会时，他要我负责《钢船建造规范
》的校阅，希望我成为中国第一批验船师；“江亚”轮事故发生后，他要我代表造船学会参加现场视
察；解放后，他又邀我参加船舶建造处的船图评议、船价评审和沉船打捞等，这些工作都使我获益匪
浅。
他还热情鼓励和指导年轻人撰写论文，让他们在造船学会开展活动时宣读，并刊登于《中国造船》期
刊。
总之，辛教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造船界营造了一种互尊互爱、同心同德的和谐气氛，使广大造船
工作者融为一个大家庭。
    五是谆谆教诲，以身作则，为创建优秀学风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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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教授在社会上承担的工作很重，但在交通大学开的课也很多，并且课程内容一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不断更新。
他对备课一丝不苟，对授课更是精益求精，把它当作一门艺术来传播，使听课对学生而言成为一种享
受，以引起他们对学习的浓厚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经常将爱国主义思想寓意于专业知识的传授
之中，从而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所肩负的责任。
在他担任主要职务的船舶设计机构，辛教授同样十分重视职工的继续教育，他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培养
技术骨干，并特别注重对青年科技人员实际工作能力的养成，使他所领导的机构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
和向全国造船部门输送人才的摇篮。
    辛教授一生所展现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恐怕还不止这些，但我相信，只要
广大造船工作者能够充分继承和弘扬上述五点精神，我国就一定能早日实现从造船大国到造船强国的
迈进。
本传记的问世，必将使辛一心先生热爱中华、献身祖国科教事业的崇高精神在全社会发扬光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杨槱    2012年4月2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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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2年，一个未来的中国造船学者降生在人杰地灵的江南水乡无锡。
他在1934年毕业于时称东方MIT的国立交通大学，两年后又远渡重洋，迈入世界顶尖级舰船科学殿堂
，从此，振兴中国造船业与海军成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伟大理想⋯⋯　　《辛一心传：一个中国造船
科学家的奋斗》生动再现了辛一心先生当年在船舶的设计建造、科研、教学、著述和学会活动等领域
的诸多感人场景，精彩记述了他为祖国的造船事业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
这是一个中国造船科学家自强不息的成长史，是我国造船界前辈呕心沥血的奋斗史，也是新中国造船
事业历尽艰辛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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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辛亨复，辛一心先生次子，1948年生于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上，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在美留学、工作十二年，回国后笔耕不辍。
已出版的人文社科类泽作有：《思考——我的爱好》、《论现代散文》、《权力角逐——政治领袖的
成败之道》、《纽约简史》、《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人权与帝国：世界
主义的政治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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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45年复员到上海后，辛一心继续担任招商局船务处副处长和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
教授，并兼管造船系系务。
 同年11月，辛一心回无锡北乡辛巷与家人闭聚。
时父亲辛干因拒绝在日伪政权底下办学，已赋闲在家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正准备去无锡图书馆为
国家重建做点工作。
儿子辛元欧则已年近9岁，距上次同他父亲留英归国后在上海的两周相聚，已逾五年之隔，刚见到父
亲时，竟不相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时在家乡传为佳话。
 随即，辛一心把长期与他分离的母亲妻儿接到上海定居，住在华山路交通大学正门对面的校外教授宿
舍内。
在只身经历了将近整整十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他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他将自己携带多年的吴挚甫《古文辞读本》交给了童年和他共读文史名著、互相争看《资治通鉴》的
胞姐作为纪念。
此时，他姐姐辛品莲已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执教有年，弟弟辛一行则继续在国立西北工学院机械
工程系读大学四年级。
 二、领导才干，有口皆碑 招商局在接收了日伪船舶并接管了美国的一些剩余物资后，船舶吨位达到
将近40万吨。
其船舶种类很复杂：有万余吨的自南轮，亦有大、中、小型登陆艇，大湖型散货船，N3型货船，以及
一大批内河船、长江船。
面临如此大量的旧船，修建任务十分繁重，由此而造成的技术、组织、人员、检验、外事、船厂等各
方面的问题纷至沓来。
但辛一心以其出众的才干沉着应对，井然有序地完成了各项紧迫任务。
他先后领导了接收到的日伪船厂的改造工作，组建了招商局第一、第二、第二三等三家船舶修造厂，
主持了美国援华的百余艘船舶的改建工程。
原西北工学院机械系46届毕业学生、当时在招商局船务处一起参与这项改建工程、建国后曾任上海船
厂厂长的冷大章后来回忆说：“辛一心教授在管理这项工作时，抓得极为细致，虽然劳累异常，但却
任劳任怨，有条不紊。
我们在他的领导下，确实受益良多，我后来能负责一个大船厂的工作，是和他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广大同仁有口皆碑。
船长和轮机长们既佩服他的处事才能，更感到他待人和蔼可亲，都一卜分乐于接近他，公认他为造船
界和航运界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
原先还有一个工程委员会管理各项修建工程的，后来该委员会被撤销，全部修船任务干脆都交给辛一
心负责，并任命他为招商局总工程师，除领导修船外，同时兼管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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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撰写我父亲的传记，原本只是想作一次尝试，因为我觉得自己既非专业作家，又不在造船行业，唯恐
成书不够专业而有辱先人；另顾及先父英年早逝，其职业生涯未满二十年，生怕篇幅或显不足而有负
众望。
幸好初稿成文逾10万字，超过原先计划。
家中所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但丁传》一书，内含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和布鲁尼分别撰写的两部《但
丁传》，总字数为8万，这就是当初我为本传记设定的字数下限。
    本书的写作方法也许和通常的传记略有不同，即大量直接引用原始材料中各位作者的原话，这样可
以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所叙述的内容更生动，同时也可避免由于我作为传记主人公之子的
特殊身份或许带来的自吹自擂之嫌。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自始至终觉得，父亲的爱国情怀、学术思想和领导艺术尚可进一步得到深化。
本人殷切希望，这部传记的出版仅仅是抛砖引玉的一个开端，今后还会有更深刻地反映父亲人生轨迹
的好作品问世。
若本书的发行能够有助于振奋我国青年一代的民族精神，从而为实施建设科技、人才与文化强国的国
家战略稍尽绵薄，则足以使作者聊以自慰。
同时，也欢迎读者用电子邮件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我的电子邮箱是：xinhf@yahoo.com.cn。
    人物传记一般只写到主人公逝世为止，本书也不想打破这一惯例。
然而由于父亲的患病过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父亲逝世数年后中国又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史
时期，父亲虽已盖棺多年，但亦未能躲过这场浩劫。
作为一部完整的个人传记，我认为在正文后加进这两部分内容是完全必要的。
下面就按时间顺序对父亲逝世后所发生的有关事件进行叙述：    先来说父亲之病及卒。
    父亲的墓和祖父的墓只相距数排，两人辞世仅一年之隔，我太姑公所写挽联中的“两度哭君家”就
是指此。
祖父享年70，应高于当时我国男性的平均寿命；而父亲终年45岁，则无论如何都属于英年早逝，甚至
夭折。
以后祖母、姑母、叔父相继去世，享年均在85岁上下。
长兄因心脏病突发于2007年2月去世，享年70岁。
    对于父亲的意外早逝，当年组织上曾颇感疑惑，因为从父亲病情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似乎存在疑
点。
如果父亲是在自然状态下患癌症，并在12月初已发展到了肺癌的最后阶段，那么病情一定会在父亲出
国前的体检胸透或11月6日英国医院的肺部检查中有所反映。
据此判断，父亲在出国前至抵英初的轻微咳嗽应不属肺癌症状。
在英国那次就医出院后，父亲先出现每餐下咽困难但感觉腹中饥饿的症状，然后才有剧烈的咳嗽，这
恰恰与后来多位苏联著名医生会诊后的结论，即父亲的癌病系从胃部蔓延至两肺相吻合。
    当时世界正处于两大阵营的严重对立状态，而父亲此行的目的，又仿佛同中国海军发展计划有关，
英方后来可能获得了有关情报，因而临时取消了原定的所有与英国海军有关的考察项目。
此外，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的军事部署正甚嚣尘上，美国对台湾又从经援升级为扶植，中
美关系在1957年年中开始严重恶化；而中国和苏联则于同年10月15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即
“核协定”。
11月初，毛泽东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筹备委
员会由程望、辛一心、张文治联署，致电苏联造船科学研究院施孟斯基院士转全苏造船工业科学技术
协会，“热烈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    父亲近一年前访苏时就曾考察过核潜艇制造，并登上过新建的核潜艇，那时苏方对中国代表团非
常友好，技术上可以说也没有什么保留。
当然参观核潜艇一事双方均未对外公开，父亲回国后也从未与家人谈及，直到刘应虎先生晚年回忆当
时的情景与人说起，我才得以知晓，且刘应虎先生称父亲为“（中国）海军的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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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后的访英，父亲的感受却迥然不同，他觉得英国人是在敷衍，所以他最后把原先打算送给他留学
英国时皇家海军学院的教授和同学的礼品全都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
    又据何志刚、颜家骥先生回忆，他们在父亲赴英前与之有过较频繁的接触，清楚记得父亲在10月17
日离京前还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并无明显咳嗽症状，但于12月8日回京时，却已躺在担架上，被抬下
飞机，一月半之间竟判若二人。
癌症发展之速，世所罕见。
    正是出于这种疑惑，组织上在父亲回国后，向我们要去了父亲从英国带回的所有药品进行化验，与
此同时，父亲的暴卒在内部也被当作一起事故来处理，当时对外都没有公开。
甚至连他病重住院一事，告知范围也相当有限，以致许多造船界人士在获悉父亲逝世时，都感到非常
突然。
    后来，随着全球两大敌对阵营的消失，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以及海峡两岸紧张关系的日益缓和，
人们对于冷战时代剑拔弩张的国际形势渐趋淡忘，从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父亲的英年早逝系其积劳成
疾所致。
    回想当年父亲临行前母亲在衡山电影院不禁多次流泪的伤感情景，仿佛她已预见到了父亲这次出访
将造成的悲剧性结局，我一直在问自己：难道人真有一种心灵感应存在？
    ⋯⋯    同年4月，一群年逾八旬的老学长专程前往无锡市吴文化公园船桥史馆内的辛一心先生纪念室
，瞻仰父亲的铜像并敬献“饮水思源”的横幅，上款是“拜谒辛一心老师”，落款为“上海交大造船
系47、48届学子”。
    2007年，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第702研究所考虑到近年来“在出色完成科研生产、产品
开发和经营管理中，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和先进人物。
为纪念702所创始人辛一心先生，弘扬先辈精神，鼓励职工为702所的发展，为中国船舶事业创新创业
而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作贡献，特设立‘一心奖’。
”    2008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宗光女士主编的《老交大名师
》一书，全书收录了包括蔡元培、唐文治在内的共29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老交大著名教授的故事，
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还两次提到父亲的名字，足见他在交大的
影响深远。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步伐不可阻挡，事实终于重新以其本来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父亲最后仍以他一生“培育英才的良苦用心，献身科学的人格力量，一心为公的高尚品质和助人为乐
的博爱精神”，以“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崇高精神境界”，洗净了中国一个狂乱的
历史时代在他身故后给他带来的种种耻辱。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
    虽然父亲不幸英年早逝，“他的才华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中国造船业寄托在他身上的厚望也未
及充分实现，但是他那短短十三年的造船生涯已在中国造船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并对中国造
船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他生前所取得的许多成就都离不开上级领导的大力扶持和各方同仁的有力合作。
在他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造船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已步入世界造船大国之列。
他创建的船舶产品设计处，现已发展成能够自行设计国内外所需任何新型船舶的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
设计研究院；他创建的造船科学研究所，现已发展成作为亚洲最大的船舶科学研究基地和中国海军装
备现代化建设重要支柱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他作为创建者之一的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现已发
展成拥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两个国家重点学科的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他培养
的一大批学生，已分别在船舶设计、科研和教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他作
为创始人之一的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已成为在行业中发挥重要学术交流作用的专业学会；他创办的《
中国造船》学术期刊，已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些都已成为父亲留在他生前无限热爱的祖国大地上的一座座巍峨的丰碑。
    正如尤子平先生所说：“辛先生的爱国觉悟、学术思想和工作实践，为我们今天造船事业的蓬勃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优秀的后备人才，开创了科研设施的建设，他的功勋和业绩，值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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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远纪念他！
感谢他！
学习他！
”    亦若俞伯良先生所言：“先生一生虽然短暂，但其所播之种已结硕果：当代我国造船界领导层和
知名学者中，先生所栽之桃李不乏其人；当年为之创建奋斗之科研机构与试验基地亦已根深叶茂，名
闻遐迩。
先生之功绩当泽及后代，熠熠长存。
”    父亲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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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系我国已故著名造船学者、科学家辛一心先生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关于他生平的最详尽的实录。
阅读本书，读者不但可以了解老一辈中国造船工作者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而且
还能够从中感受到在他们所生活过的那个年代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变迁。
    ——杨槱    2012年是辛一心老师诞辰一百周年。
百年间的历史长河，新生了许多，湮灭了许多，也忘怀了许多。
但辛一心老师在中国造船界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所焕发的高尚精神，却是亘古不变
。
中国终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造船强国。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是我们对辛一心老师的最好纪念。
    ——王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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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一心传:一个中国造船科学家的奋斗》生动再现了辛一心先生当年在船舶的设计建造、科研、教学
、著述和学会活动等领域的诸多感人场景，精彩记述了他为祖国的造船事业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这
是一个中国造船科学家自强不息的成长史，是我国造船界前辈呕心沥血的奋斗史，也是新中国造船事
业历尽艰辛的创业史。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辛一心传>>

名人推荐

今天我再怎么说也无法表达出我对辛一心同志的崇敬之情。
辛一心同志的高大形象一直萦绕在我不尽的思念之中。
 ——程望   本书系我国已故著名造船学者、科学家辛一心先生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关于他生平的最详
尽的实录。
阅读本书，读者不但可以了解老一辈中国造船工作者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自强不息的奋 斗历程，而且
还能够从中感受到在他们所生活过的那个年代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变迁。
 ——杨檩 2012年是辛一心老师诞辰一百周年。
百年间的历史长河，新生了许多，湮灭了许多，也忘怀了许多。
但辛一心老师在中国造船界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所焕发的高尚精神， 却是亘古不变
。
中国终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造船强国。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是我们对辛一心老师的最好纪念。
 ——王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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