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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数十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中华儿女为祖国与世界的科学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不断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古代的中华曾有过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等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与创造，有力地推进了中华
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发展。
进入l 5世纪以后、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受到了很多的侵害与打击，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中华科学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与阻滞，但中华学人在探求中华科学重新辉煌的艰难历程中仍然做出了许
多创造性的贡献。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两岸四地的广大学人始终坚持发展科学与教育，奋发图强，努力创新，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世纪的广大中华学人及其从他们当中成长出来的著名科学家们，不负民族使命，在长期的科学生涯
中不断坚定为民族贡献力量和智慧的理想与抱负。
他们有决心有恒心为加速提高中华科学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华民族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做出一番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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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陈清泉》不仅介绍了陈清泉教授的丰富人生经历，还跟读者分
享了他宝贵的经验和思考方法，其中包括工程哲学、工程教育、教学方法、科研方法、社交方法、与
会技巧、领导方法、成功之道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读者通过《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陈清
泉》还可了解他从事的有关电动汽车、电机驱动和电力电子的基本知识和最新动态。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是世界著名的电机工程和电动汽车专家。
　　他曾被《亚洲新闻》评为“亚洲最佳创新者”，被《Global view》期刊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
，被印度誉为“电动车技术之祖”，被国际电动车同行誉为“世界电动车三贤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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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坎坷经历茁壮成长1.1 家世及成长1.1.1 家世背景1937年1月14日，印度尼西亚中爪哇马吉朗市，
一个男孩在当地一华侨家庭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的电动车专家陈清泉教
授。
陈清泉的父亲为陈盛昌，母亲为李菊花。
陈清泉有5位弟弟，分别是陈清孝、陈清松、陈清山、陈清宣、陈清瑞；3位妹妹分别是陈银娘、陈仙
娘、陈恒娘。
印度尼西亚，这个南太平洋上的岛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已有人居住。
据考证，印尼民族的祖先有一部分发源于现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在远古时代，他们从内陆向东
南出海迁徙到南太平洋上的爪哇诸岛并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形成了印尼的原住民族。
在16世纪欧洲人到达之前，印尼境内已经分布形成了许多小王国和部落，欧洲人抵达印尼后，发现了
这些小国，并开始在这里建立殖民地。
1596年，荷兰占领了现今印尼主要的领土，开始了长达350多年的殖民统治。
他们最初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这些地区实行管治，在1799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殖民地直接由荷兰
政府接管，史称荷属东印度。
明朝开始，中国沿海的商业开始萌芽，而郑和下西洋更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许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渡海来到印尼诸岛谋生，主要从事手工业和经商。
荷兰殖民统治者为发展当地经济，看中了勤劳勇敢的华人，于是采取宽容和欢迎华人定居的态度，因
此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不断有华人南渡来到印尼，这便是现今印尼社会中存在大量华侨华人的主要原
因。
荷兰殖民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常常挑拨印尼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以坐享渔人之利。
1945年8月17日，印尼在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苏加诺的领导下宣布独立，但是一直到1949年，荷兰人才正
式放弃在印尼的统治，将政权移交给印尼政府。
1950年，印尼诸群岛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并在4年后宣布取消荷印联邦关系，真正成为一个
主权国家。
陈清泉是印尼第三代华侨，祖籍福建省漳州市，祖父时期来到印尼定居，父亲是马吉朗市当地的华侨
企业家，主要从事出租车和公交车行业的生意，属于当地的中产阶级。
陈清泉小时候，印尼仍属于荷兰殖民地，所以父亲将他送人当地的荷华学校就读，学校采用荷语作为
主要教学语言。
由于该校的华侨学生都已经是印尼出生的一代，校内的中文课程只作为外语学习，而中文课程的老师
竟也是荷兰人。
同时，陈清泉的父亲为他请来了德国人做家庭教师，教他英文。
和当时其他较为富裕的印尼家庭一样，陈清泉从小就在多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
由于父亲从事汽车行业的生意，陈清泉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汽车，每次看到汽车排出大量烟气和工人因
为修车而弄得全身油污时，他就觉得奇怪，感到很不舒服，心想为什么外表漂亮的车子，会对周围的
环境造成这么大的污染。
于是，他的心里便萌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如果汽车不用汽油做燃料也能在大街上行驶该有多好啊！
也许，这只是一个孩子当年的梦想，但谁会知道这个梦想在幼小的心灵中正生根发芽，不断生长，最
后更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1.1.2 少年求学印尼华校的历史已有100多年，起源于清朝时期改革派梁启超等人的宣传，强调救国必
须从教育人手，鼓励华侨办学，因此当时在爪哇岛的雅加达、三宝垄、直葛、马吉朗和泗水等城市纷
纷成立了华校。
最典型的是由华侨团体中华会馆出资建校，并常常称为中华学校。
当时的印尼华侨子弟，一般在中学时会选择进入华校，以学习更多的中国文化，陈清泉也不例外。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印尼境内特别是雅加达的华校，其办学目的、办学规模和教学方针均不尽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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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印尼沦陷于日本后，所有华文中学被勒令停办，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各华侨团
体才开始恢复筹办华文中学。
陈清泉先后在印尼中爪哇直葛市中华学校（简称直华）、万隆市南侨文化学校（简称南化）、三宝垄
市华英中学（简称华英）从初中读到高中一年级。
陈清泉非常勤奋好学，从小就打算要用最短的时间读完中学，这样既可省学费，更可省时间。
他从学长的经验了解到，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的课程多为复习小学六年级所学的各种内容，而高中一年
级上学期又多为复习初中三年级的课程。
他认为这些内容完全可以靠自学，不必浪费时间。
于是陈清泉努力自学，从马吉朗中华学校小学毕业后便跳班进入直华初中一年级读下学期，后来从南
化学校初中毕业后又进入华英高中一年级读下学期，读完后插班考入巴城中学高中二年级。
由于陈清泉经常这样跳级。
因此在班上一直都是年龄最小的。
回忆起这些，陈清泉感叹地说，现在有人称他为“老陈”或“陈老”，他真是不习惯，因为从读书到
移居香港之前，人们只会称他为“小陈”。
直华是印尼中爪哇著名的华校，当时中爪哇一些城市的华校还没有高中，而直华已办了高中，因此很
多中爪哇各地的华侨学生远道而来直华读书，当寄宿生。
当时陈清泉在直华读初中一年级下学期至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其班主任王文华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教师
，经常向学生介绍中国解放区的情况。
在他读初中二年级上学期时，恰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使直华的爱国师生非常振奋
。
陈清泉所在的班级出版了壁报特辑来庆祝，不料校董视察学校看到壁报时，竟然大怒并撕毁壁报，并
追究中学部主任吴直由和班主任王文华的责任，将他们两位革职。
但这两位老师都深受学生爱戴，革职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并导致学生自治会领导进行罢课抗议，
并走上街头游行，以争取华人社会的同情支持。
校董随即报告警察，要求警察镇压学生的游行。
在游行进行时，警察骑着摩托车阻拦游行队伍，但学生自治会领袖不畏强暴，和警察讲理，陈清泉因
为个子矮小，站在游行队伍前列。
后来经过调解协商，直葛中华会馆接管了直华并恢复吴直由的职位，这样学潮才平息，学生得以复学
。
这时王文华不愿留任，先后转到井里汶市中华学校和万隆南化学校。
南化学校是万隆市的进步华校之一，有自由的学习环境。
王文华原也是南化学校的老师，原名黄文赞。
陈清泉拿着王文华的介绍信，直接找到南化学校负责老师杨望东，未经任何考试就直接进入了初中二
年级下学期。
在南化学校时，陈清泉感到南化的自由进步气氛浓厚，课外活动丰富，他积极参加班会和学生会的工
作，担任学生会的秘书并负责班会的壁报工作，负责组织学生会演讲比赛，每周参加时事学习班，讨
论国内外新形势。
陈清泉还参加了当时万隆市著名的南化合唱团，学习古典音乐和进步歌曲。
1951年，陈清泉以优异成绩从南化中学初中毕业后。
跳班进入三宝垄市华英中学高中一年级下学期。
华英中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英语水平高，令陈清泉的英文水平大大提高。
巴城中学（印尼首都雅加达市原名巴达维亚市，简称巴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由司徒赞
、刘耀曾、刘宏谟、赖绍基、温湘兴、韦同芳、何福同和王耀西等一批有远见卓识的老师于1945年10
月在雅加达创立的一所中学。
学校奉行严谨的教学学风，培育学生“乐观、进取、合作、奉献”的精神，提倡学生德智体群等各方
面发展，其招生和考试都十分严格，激发了学生奋斗不息的学习热情。
学校从中国内地聘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教师，如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赖增创，毕业于南京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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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谟、刘宏谦等。
同时广泛招收当时内地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担任老师，给巴中注入了生机勃勃的师资力量。
在学校教学设备上，巴中采用了内地最新的中文教材，而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堂（上海交通大学的前
身）的韦同芳老师更亲力亲为，为巴中建设了具有先进设备和功能完善的物理实验室，水平之高是当
时印尼其他学校所不及的。
高水准且资历雄厚的师资力量，聪明自律而又勤奋的学生，加上民主开放、严谨求实的校风使师生团
结友爱，上下一心，学校教学质量突飞猛进，培育了不少学识独到的专才。
同时学校亦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文艺体育比赛，出色的表现和高素质的学生，令学校声名不
胫而走，名扬四方，让印尼全国各地的华侨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巴中来求学。
当陈清泉在华英读书时，晚上时开始自修巴中的课程，准备考取巴中。
因为巴中对插班生的考试很严格，通常采用本校学生补考的题目来考外校插班生。
陈清泉通过同学了解到巴中高中一年级的课程教材并刻苦复习，终于在1951年应考顺利通过巴中的入
学考试，就读高中二年级。
在巴中，陈清泉各学科成绩优良，打下了数理化和语文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学生会
和各种文娱活动，并于1953年担任了巴中回国同学会文书。
新中国的建立促使巴中就读的一批爱国学生组成了活跃进取的学生会。
他们组织同学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活动，密切关注祖国的发展，还通过写诗歌、小说、出壁报，开展纪
念鲁迅晚会等各种方式来宣传爱国思想。
陈清泉向往如日初升的新中国，积极参与各项课外活动，一次与同学到巴厘岛旅行，陈清泉还向有关
部门借出了一批关于新中国的图片，在旅途中举办图片展览及演出新中国舞蹈，向偏远地区消息闭塞
的侨胞宣传祖国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印建交，海外华侨对新中国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而祖国欣欣向荣的气象更增
强了华侨，特别是年轻一代向往祖国，一心要投入祖国怀抱的愿望，同时也为巴中的毕业生提供了更
为广阔的升学途径。
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感召下，从1951年开始，巴中掀起了回国升学的热潮，高素质的巴中
毕业生们抱着年轻人固有的激情，不顾家人的劝阻，纷纷越过重洋，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去参加联考
。
1950年夏，巴中50届中，95％的高中毕业生都在毕业时选择了回到新中国去。
但在开船前一周，朝鲜战争爆发，家长们担心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纷纷要求自己的孩子先看清楚
形势再去。
但是，其中一些甘当“过河卒子”探路先锋的同学，按原计划如期赴港。
20世纪50年代，香港受英国管治，是英国的殖民地。
当时香港警方不许他们登岸，两天后把他们送至深圳，再到达北京。
先期到达北京的同学给仍在印尼的同学们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随后大批同学包租一艘艘货轮，不顾旅途的颠簸与呕吐，一路勇往直前地抵达天津塘沽港口。
为了赶考期，他们马不停蹄直奔北京，住宿在临时安排的房间里，行李刚刚放下，生活还没安顿好，
便赶到考场参加全国统考，这足以看出当时印尼巴中同学们对祖国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凭着在巴中打下的扎实学习基础，这批同学中，绝大多数都考上了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并且在大学
的校园里，继续发扬巴中勤奋好学的学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把巴中的风采展现在国人面前。
陈清泉在巴中读书的时候，经常收到先期回国同学写信传回来的信息，他们所描述的祖国欣欣向荣的
现状和美好的前景给了陈清泉极大的鼓舞，他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去，为祖国作出贡献。
1951年，印尼华侨学生纷纷回祖国升学的时候，陈清泉想立刻回国，只是当时老师劝阻了他，建议他
高中毕业了回去也不迟。
还有一次，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来学校参观，他们劝说同学们一定要有准备再回国去，而且
走之前要先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才是真正爱国学生的表现。
为了做有意义的事情，陈清泉决定留了下来，晚上到进步华侨社团民生社办的夜校教英文。
民生夜校是为没有机会进入正规学校的华侨职工开办的，由于陈清泉教学认真负责，讲课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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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生年龄都比他大，但是深得他们的爱戴，在陈清泉回国时，学生们还组织了欢送会。
1953年，陈清泉高中毕业时，父亲原想让他到英国留学，并要求他参加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
成绩出来后，陈清泉考得很好，因此陈清泉想回祖国深造学习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认为新
中国虽然有新希望，但毕竟还是不稳定，况且百废待兴，陈清泉去了一定要受苦。
与父亲相左的想法让陈清泉苦闷不已。
当时他的不少同学是先回家悄悄拿了钱，留下一封信，就偷偷逃离家，奔向新中国。
陈清泉一度想仿效这些同学的做法，但最终没有这样做。
就在陈清泉不断争取家人同意自己想法的时候，印尼政府颁布了针对华侨的新条例，父亲经营的汽车
运输业因而遭受打击，使原本提供陈清泉远赴英国剑桥求学的费用也难以筹措。
父亲的想法改变了，不再坚持初衷，终于答应了他回祖国求学的要求。
1953年6月，陈清泉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登上了“芝利华”号邮轮，经过8天的海上颠簸，到达香港
。
当时的港英政府只准他们过境而不准逗留，一上岸便由港英警察送上火车直抵罗湖，然后步行过罗湖
桥到深圳。
第一次踏入国门，看到在国土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陈清泉和伙伴们的心情激动极了，漂泊海外的
赤子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值得一提的是陈清泉的母校巴城中学。
1955年，巴中举行建校10周年纪念盛会时，司徒赞校长曾自豪地说：“巴中的10年是辉煌的10年，由
当初的27位教师发展到现在的124位老师，由当初的1000多位学生增加至现在的3500位学生，10年来为
社会培育了5000多位优秀人材。
”一所建校10年的中学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足以说明学校背后各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侨生的优
秀才华。
1960年，巴中为适应时代的要求，改名为“雅城中学”（简称雅中）。
这时期，学校再度掀起回祖国升学的热潮，几乎所有高中毕业的同学都争着回祖国升学。
而同年司徒赞校长也回国定居，接任的是刘耀曾先生，至1963年再由刘宏谦先生继任校长。
1966年中，印尼反华排华浪潮再起，当时的雅城中学遭到当局勒令停办。
至此，经历了21个寒暑的巴城中学，已为社会培育了近万名英才。
巴中虽然只有21个春秋，但学校培养的莘莘学子却造福于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其中许多同学为新中
国初期的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巴中“乐观、进取、合作、奉献”的校训。
至今仍然为巴中校友们牢牢地记在心中。
巴中校友虽然分隔世界各地，但是心心相连、息息相通、团结友爱，至今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香港、雅加达、奥克兰、新加坡、大阪等地都有巴中校友的身影和巴中校友会。
他们定期举行校友聚会，以纪念这所培育他们的印尼著名华侨学校——巴城中学。
陈清泉一直认为中学阶段是为学问打基础的重要阶段，而年轻人的接受力最强，应当抓紧这二时机，
尽可能学到更扎实更广泛的知识。
他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的物理老师韦同芳，韦老师对所有人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做实验时一定要每个
人亲自动手。
中学阶段所掌握的知识、理念和实践等方面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令陈清泉在日后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
术工作中获益匪浅。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    >>

后记

本书的写作虽然只经历短短三个寒暑，但编写组却付出了不少努力。
我们在紧张和忙碌的工作和学业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替我们尊敬的陈清泉老师编写这本书，纵然因为
编写中文传记的经验比较少，而编书的时间又相当紧迫，因而出现不少困难，但我们对老师的尊敬之
情可以说已洋溢在整本书中。
本书因仓促编成而可能有不少错漏，希望读者能多多包涵，不吝赐正。
本书的写作还要感谢下列人士：梁凤翔、阮衍章、诸自强、蒋全、程明、姜淑忠、崔淑敏、祝春波、
程远、刘开培、张慧、邹国棠等。
编写组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感谢，感激他们对本书的初稿给予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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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陈清泉》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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