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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家国情
——纪念李国豪老校长诞辰110周年

李国豪（左二）在同济大学风洞实验室听取科研情况汇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

高水长！”

今年4月13日是同济大学老校长李

国豪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追忆老校长

以身许国、为国育才、为师生铸魂的高尚

品格，不禁感慨万千。

李国豪系广东梅县人，中国共产党

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同济大学

校长、名誉校长，荣获首届“上海市教育

功臣”称号，是杰出的教育家。他是中国

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首批

院士，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四届、第五届

理事长，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首届主席，

1981年被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推选

为世界十大著名结构工程专家之一，曾

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科技进步奖、

陈家庚技术科学奖、国际结构工程功绩

奖等，是杰出的科学家和土木工程领域

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一代宗师。他大

力推进改革开放后同济大学与德国的交

流，使同济成为国家在科教领域对德对

欧合作的重要窗口；他还曾担任政协上

海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上海市科协第

二届委员会主席，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的决策咨询建立了不朽功勋，是杰出的

社会活动家。16岁那年，他考入国立同

济大学，从此与这所学校心手相牵，在同

济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

的精神和品格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同

济人，同济后学亲切地尊他为老校长。

历经磨难
为救国留学 为育才而归

李国豪老校长在同济大学求学成长

的阶段，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

也是那一代热血青年寻求科学救国、实

业救国的历史时期。1937年，震惊中外

的“八一三”事变爆发，同济大学吴淞校

区在日寇连续两天的轰炸中仅剩残垣断

壁。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满腔悲愤的

同济师生被迫走上前路茫茫的流亡搬迁

之路。从上海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

广西八步，部分师生甚至绕道越南前往

昆明，在昆明办学两年后，四川宜宾李庄

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

供给”十六字电文，让几乎陷入绝境的同

济师生终于在长江边上的小镇安放了几

张平静的书桌。

迁校前两年，李国豪老校长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系并留校任

教，在随校从江西赣州迁往广西八步途

中，他收到洪堡基金支持赴德深造的通

知。其时的李国豪十分纠结，但“国破需

勇士，兴国需英才”，在导师的劝说下，他

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惜别患难与共的

同济师生，远赴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

学深造。在德国，李国豪迅速在学术界

崭露头角，27岁发表博士论文《悬索桥按

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德国桥梁工程界

为之轰动，由此一举成名，被誉为“悬索

桥李”。1942年，他以论文《用几何方法

求钢构影响线》获得德国特许任教博士

学位。留德期间，他参与汉堡易北河上

主跨800米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基

辅桥的初步设计计算和部分构造设计任

务，找出了德国弗兰肯谷河上在建悬索

桥垮塌的原因，参加了德国钢结构稳定

规范修订工作，深入研究了弹性稳定的

基本问题……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工程实

践，让李国豪成为当时桥梁建设领域最

顶级的专家。

潜心学术研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国内抗战动态和母

校师生安危。1940年，在慕尼黑的一次

中国留学生聚会上，李国豪慷慨陈词：

“国家要强大！只有强大，外敌才不敢加

害，国家强大需要我们挑起担子！”从他

内心迸发出来的强烈的家国情怀，感染

了在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医院工作的叶

景恩博士，也从此开始了他们40余年相

濡以沫的风雨人生。

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各国重建亟需

大量工程技术人才，但李国豪归心似箭，

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归饱经战火蹂躏的祖

国。他说，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

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国家急

需的建设人才，修复战乱带给祖国山河

的创伤，架起振兴中华民族的桥梁。他

挥手告别恩师和学界同仁，带着临产的

妻子叶景恩，辗转法国、越南，终于在

1946年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担任同济

大学土木系主任，他为回国途中在难民

营出生的女儿取名“归华”……

2000年仲夏夜的莱茵河畔，李国豪

一生中最后一次前往德国，约见了同样

从同济大学赴德留学，时任德国奥迪汽

车公司生产部、总体规划部技术经理万

钢。他向万钢讲述了自己当初在德国留

学的经历和归国的心路历程，语重心长

地说：“我已经是接近90岁的老人了，今

后也可能来不了德国了，我这次来这里

的心愿之一，是希望你回国工作。虽然

你在奥迪工作得很不错，达到了你人生

的一个高峰，现在国内发展形势很好，国

家亟需像你这样又懂科技管理又有国际

视野的人才，为什么不回到祖国，走向你

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呢？”老校长推心置腹

的长谈，深深地打动了一直密切关注国

家发展的万钢。那年西方圣诞节的前

夜，在奥迪公司打拼了10年的万钢毅然

放弃优渥的待遇，背负简单的行囊回到

同济大学，从一名普通的教授做起，开启

了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乃至推动国家科

技发展的新征程！多年以后，已担任科

技部部长的万钢回忆起莱茵河畔的那个

夜晚，感慨地说：“是李国豪老校长让我

最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他的一片赤诚

之心，深深地打动了我。”

忍辱负重
为江河架桥 为民族立心

在“文化大革命”风雨如晦的日子

里，李国豪老校长也受到了冲击。原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

平曾在上世纪90年代采访过李国豪。

在谈到“文革”的经历时，李校长控制不

住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我从来没有看

到过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这样泪流满

面。”龙平平说。关于“文革”期间的心路

历程，李国豪老校长说，作为一名知识分

子，当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屈辱，他

也曾想过一走了之，告别这个苦难的人

世。长夜难眠的时候，翻看枕边的《史

记》，读到《报任安书》时，忽然有所感悟：

司马迁当时居庙堂之高，受万人尊崇，却

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之祸。这样的奇耻

大辱，一般人都可能会一头撞死在大殿

的石柱之上，何况像司马迁这样的士大

夫？但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用毕生

精力完成皇皇巨著《史记》，影响后世几

千年。他说：“如果自己一走了之，祖国

广袤的大地上，有那么多的大江大河，有

那么多的高山深谷，如果有一天国家要

搞建设了，掰起手指头数一数，国家还有

几个人会修路造桥，培养建设人才啊？”

于是，他把那瓶保存多日的安眠药，悄悄

倒入驻地附近的小池塘，哼起了最喜欢

的那首德国民谣：

Allesgehtvor?ber（一 切 都 会 过

去），

allesgehtvorbei(一切都将逝去)；

Nachdem Dezember（寒冬腊月之

后），

kommtwiederderMai（又是明媚

春光）。

李国豪老校长果然迎来了改革开放

的春天，也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修路架

桥的春天。1986年底，李国豪的学生项

海帆在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时，偶然得知

象征着浦东开发开放的上海南浦大桥可

能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免费设计、低息

贷款帮助建造的消息。回国后，项海帆

立即向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老师报告

了这一情况，师徒二人决定为中国人争

取这次历史性机遇，实现我国大跨度桥

梁的自主设计建造。李国豪找准时机

向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同志讲述了

由中国人自己建造南浦大桥的理由，并

建议江泽民市长抽空到同济大学看看

已开展的工作和科学实验。1987年7

月，江泽民同志如约来到同济大学，听

取专家汇报。其后项海帆又向市领导

写信：“中国桥梁工程界完全有能力自

己设计和建造像黄浦江大桥这样规模

和技术难度的大跨度桥梁。由外国人

在国际桥梁会议上的讲台上演讲有关

中国大桥的论文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工

程界需要用实践来提高自己的水平。”李

国豪老校长略加修改后送出。1988年初

江泽民市长在这封信上批示：“我看主意

应该定了，就以中国人为主设计，集思广

益，至多请个把美籍华人当当顾问。”

1991年南浦大桥建成通车，日本桥梁界

权威参观后感慨地说：“我们本来以为中

国工程师不敢自主建设这一工程，但是

你们完成了，而且做得很好。你们会了，

我们就很难竞争了，按照你们的造价我

们做不下来。”事实上，南浦大桥的造价

不足日本概算的一半。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虎门珠江大桥

经国家计委立项后，传来由一家英国公

司承担大桥设计任务的消息。李国豪老

校长心急如焚：虎门是什么地方？在这

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让英国人设计大桥，

这让中国人情何以堪？他连夜致信时任

广东省省长叶选平：“虎门是中国的南大

门，又是当年林则徐焚烟之处。虎门大

桥的建设不但有着经济意义，同时也含

着特殊的政治意义。我国桥梁工程界，

尤其是广东省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都十

分关心此事，盼望能为大桥建设出力，并

为国争光。”1992年10月，由中国人自己

设计的虎门大桥终于破土动工，李国豪

亲自担任大桥的顾问组组长。1997年虎

门大桥飞架珠江口，全长15.76公里，建

成时被誉为“世界第一跨”。

两座大桥的设计建造，迎来了中国

大跨度桥梁自主创新的崭新时代，标志

着我国大跨度桥梁建设的理论和技术取

得了重大突破。其后，李国豪又担任了

武汉长江二桥，南京长江二桥，上海杨浦

大桥、卢浦大桥，江苏润扬长江大桥、江

阴长江大桥，广东汕头海湾大桥、伶仃洋

大桥以及长江口交通通道、杭州湾交通

通道、琼州海峡交通通道等重大工程的

顾问或专家组组长，很多桥梁在跨径、桥

塔高度、技术难度等方面都开创了当时

的世界第一。他把论文与情怀写在了祖

国大地上，在大江大海、高山深谷之上架

起了一座座气势恢宏的桥梁，更在民族

的心灵深处奠定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

基石！

殚精竭虑
为同济指向 为师生铸魂

几乎在李国豪回到祖国的同时，同

济大学也从李庄回迁上海。彼时同济大

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医、工、理、法、

文五大学科门类、蜚声海内外的综合性

大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教育科技

事业百废待兴，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同

济的医学、理学、文、法、测绘、造船等优

势学科或支援其它高校，或整体搬迁内

地，为新中国优化高教布局作出了重要

贡献。这一轮高教布局调整结束后，同

济成为仅有铁路公路、上下水道、结构、

建筑、测量五个系的单科性大学。据不

完全统计，上世纪50年代高校布局调整

中，同济大学调到兄弟高校的一级教授

多达16人，调整结束后同济大学一级教

授仅剩李国豪1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中华大地迎来科学和教育的春天，

李国豪也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引领

同济发展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李国豪肩

上。他带领全校师生，意气风发，开风气

之先，倡导并组织实施“两个转变”，即

“恢复对德联系和德语教学传统，由土木

为主的单科性大学向以理工为主的多科

性大学转变”。

1979年1月，邓小平、方毅等八位副

总理批示同意《关于同济大学与西德建

立联系并恢复使用德语教学的报告》后，

李国豪校长旋即带队赴德进行了为期近

1个半月的考察，并与波鸿鲁尔大学、达

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

系。其后广泛开展与联邦德国文化、教

育、科学技术、工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并在德国成立了“同济之友协会”。联邦

德国总统卡斯滕斯、总理科尔相继访问

同济大学，李国豪校长被联邦德国授予

“歌德奖章”，这标志着同济大学对德合

作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当之无愧成为我

国对德教育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李国豪老校长对向多科性和综合性

大学发展念兹在兹，把它当作重振同济

先贤开创基业的责任和培养高水平综合

型人才的必由之路。他常常向师生们讲

述他在同济求学时期与医学院学生同住

一个寝室相互交流学习的往事，他说不

同学科背景的师生在校园中交流激荡，

有利于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这也是

综合性大学的魅力所在。他提出把同济

建设成为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

社会主义大学，大力推进学科建设向理

科、文科和管理学科拓展，并力求恢复

重建同济医科。他任内最大的遗憾是

虽经苦心孤诣的努力，但因种种原因重

建医科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办学追求

没有得到批准。1984年，李国豪退居二

线，担任同济大学名誉校长。他对继任

的江景波校长语重心长地嘱托：“恢复

同济医科，在我手上没有实现，希望你

能完成这个使命。”这句话几乎成为其

后历任校长交班时一个沉重的话题，也

成为历届校领导班子肩上沉甸甸的责

任，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直至吴启迪校

长任上同济医科才得以恢复重建。李国

豪老校长倡导并实施的“两个转变”发展

战略，为同济大学今天发展成为综合性、

研究型、国际化的一流大学起到了奠基

性和引领性作用。

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和民族的希

望，早在1947年国统区“反饥饿、反内

战、反迫害”运动中，担任同济大学工学

院院长的李国豪就大力保护请愿学生，

为民族营救希望的种子。他常说：“培养

人才要不遗余力，也要不怕担风险。”他

把为国家民族造就栋梁之材当作毕生使

命，敢于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压担子、让青

年人才挑大梁。著名的结构力学专家俞

载道教授曾说：“如果说我这一辈子还做

出了一点科研成绩，那也归功于李校长

在我起步之初的搀扶和指引。”在他的引

领下，同济大学形成了“严谨、求实、团

结、创新”的校风；他的学生中，有多人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行业的精英骨

干更是桃李满天下。如何让大学生成

长成才、报效国家，是李国豪晚年最深

切的牵挂。改任名誉校长后，无论工作

多么繁忙，他几乎每年都会参加新生开

学典礼，直到90岁高龄。许许多多世纪

之交毕业的同济校友都依然记得，老校

长在开学典礼上勉励师生为振兴中华而

奋斗的场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

学原校长杨福家这样评价李国豪老校

长：“大师的涌现需要‘大爱’托举。他以

人格力量、学术功底，跨越人生无数障

碍，为后人留下精神财富。”

严谨求实
为国家献策 为发展担当

宝钢建设工程是改革开放后上马

的第一个重大工程项目，第一根桩基打

下那天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发布之日。然而，宝钢工程建设之路却

一波三折，李国豪老校长以其精湛过硬

的专业水平和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为

推进宝钢工程顺利建成投产立下了汗

马功劳。

面对投资巨大的“国字号”项目，为

了确保宝钢建设不走弯路，李国豪力主

成立顾问委员会并被任命为首席顾问。

顾问委员会成立不久，一期工程的高炉

区、焦炉区、初轧区和炼钢区建设工地均

不同程度地出现桩基位移，最大位移达

到50厘米，各种议论指责纷至沓来，认

为选址出了问题，宝钢面临停建的风

险。时年67岁的李国豪校长赶到现场

认真踏勘，连夜寻找桩基位移的成因，进

行理论分析和论证，并委托指挥部开展

实验验证，在此基础上冒着高温酷暑，写

出1.3万字的报告《关于桩的水平位移、

内力和承载力的分析》，提出了解决方

案，桩基位移问题迎刃而解。

1979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

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

字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

行调整。宝钢的投资规模居当时大型引

进项目之首，被列入调整选项，再次面临

下马风险。面对宝钢生死存亡的重大问

题，李国豪校长决定实事求是，坦率直

言，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放手一搏！面对

有关部门决定先停建一期工程再论证的

要求，李国豪直言这是程序颠倒，不恰

当，应该先论证再决策。他详细分析了

下马可能带来的资源浪费、经济损失、违

约责任和未来国家的钢铁需求和经济效

益，力主继续推进宝钢建设。《宝钢志》记

载了李国豪当时的发言：“对宝钢要算经

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不要孤立地看宝

钢，要从上海、从全国来看，全国一盘

棋”。在李国豪发言的基础上，顾问委员

会逐渐形成了共识，对宝钢工程采取“缓

中求活”的方案，提供中央决策。

1982年9月宝钢一期工程在争论中

有惊无险地建成，对于是否再上第二期

工程各方意见再次出现分歧，一时难有

定论。李国豪认为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是

宝钢的两条腿，原来设计的两条腿是一

个套，不能只搞半套。他说：“一条腿不

能走路，技术经济上不合理，是错误

的。”1983年宝钢二期工程成套设备列

入国家“七五”“八五”期间的研制任务，

1984年宝钢二期工程顺利上马，一个现

代化、国际化大型钢铁企业从此走上了

发展的快车道，使中国钢铁工业前追了

20年。在其后宝钢给水工程建设中，李

国豪也以一贯的科学态度，从技术、经

济和发展考虑，建议在江边筑库从长江

取水的方案得到了采纳。时任上海市

分管宝钢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陈

锦华感概地说：“国豪同志的意见给了我

很大的底气呀！”他在后来回忆宝钢建设

历程时提到：“在最后决策时，我主要听

了李国豪教授的意见。我从工作中感到

他深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经验，认真负

责的精神，严肃的科学态度，使我在决策

时感到心里踏实。后来实践证明这个选

择是对的。”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洋山深水港还处于论证阶段，李国豪就

担任了专家组组长。当时釜山、神户、高

雄等港口城市都在竞争东北亚地区的国

际集装箱枢纽港地位，形势逼人。1999

年底国家计委在上海召开专家论证会，

李国豪说：“目前国际上第五代、第六代

集装箱货轮要求水深15米，大小洋山完

全具备此条件。大小洋山的地理位置是

一个极好的避风港，那里建港条件也很

好。从上海南汇芦潮港往东，在海面上

架设一座长桥，往来上海就更方便快捷

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原本就是

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上海，更成了这个

深水港壮阔而又便捷的腹地，这是中国

未来的战略选择。”这次论证会之后，李

国豪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坦陈自己对于

在上海设立国际航运中心的看法和在大

小洋山建设深水港的可行性，期望这项

关乎中国未来的工程尽快上马。2000年

10月在参加润扬长江公路大桥开工典礼

时，李国豪再次向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建

议：“上海一直都是以港兴市的，深水港

是上海发展的生命线，现在更是迫在眉

睫的事，釜山和高雄都因为有了深水港

发展很快，我们得抓紧上马啊。”2002年

2月22日，国务院最终批准洋山深水港

建设方案，已近九十高龄的李国豪老校

长被确定为东海大桥专家组组长，他在

一次专家论证会上云淡风轻地说：“我们

中国的建设队伍已经有了多年的大江大

河造桥的经验，在东海建造一座跨海大

桥，技术上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问题。”

2005年2月23日17时37分，李国豪

老校长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辞世

前三个月，他把在同济最后的足迹留在

了同济大学医学院；辞世前10天，他还

在病床上询问东海大桥的建设进度；他

最后的牵挂是同济的发展和钟爱的桥梁

事业，他把对国家民族的赤子之情和铸

就的校魂桥韵，镌刻在后辈同济人心中

2008年11月，李国豪老校长的纪

念雕像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最中心

的位置落成，老校长魂归同济。清明时

节，面对李国豪老校长的塑像，凝视老

校长慈祥的笑容，不禁心潮澎湃。他的

一生经历过青少年时代国家的贫弱，感

受过西方的发达，接受了同济先辈救亡

图存、济世兴邦的心灵洗礼，在炮火硝

烟中负笈海外，在百废待兴中学成归

国，在“文革”岁月里忍辱前行，在改革

开放后践行“同舟共济、振兴中华”的价

值追求，耄耋之年情系国家重大工程建

设，心牵为党为国培养栋梁之材……李

国豪老校长是同济大学杰出的代表，他

身上折射出的“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

艰苦创业精神，“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

世”的强烈使命担当，“同心同德同舟

楫、济人济事济天下”的深厚家国情怀，

激荡在一代又一代同济人血脉中，激励

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李国豪老校长，同济之魂，高山

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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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李国豪（右一）在宝钢总厂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