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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传记的手法全面介绍李国豪先生一生的功绩，在整合同类图书已有论述的基础上，运用手头的
资料进行加工、补充，力求向同济大学师生和校友、社会各界人士完整地展现李国豪先生在科研、教
育和大学改革建设中的卓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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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同济求学  “母亲挑不动了，就分一点给我”  “还是结构比较奥妙”  办法总比困难多第
二章  留学德国  争取到洪堡奖学金  “我们骑车去赣州”  “到了达姆施塔特，我已是两袖清风了”  “
抵德一个月，获准直接攻读博士”  跟随克勒佩尔做钢结构  赢得“悬索桥李”称号  获“特许任教工学
博士”学位  “听到大批的飞机和雷鸣般的爆炸声”第三章  回到同济  大使说：中国留学生可以经由法
国回国  修理外白渡桥  主持土木系系务  市长掉进水沟里  “李校长早就是我们的战友了！
”  院系调整中的李国豪  “1955年开始”第四章  动荡岁月里  担任武汉长江大桥顾问  通车那天，大桥
晃动起来⋯⋯  猜疑、冲击和光环一起来  设法保护弟子项海帆  南京长江大桥，中国自己建  武汉长江
大桥为何晃动？
  缝纫机变身试验台  “多用的40¨DO吨钢没有必要”  滨州黄河桥工地劳动第五章  复兴同济  先进表
彰会上当选校长  同济开始“两个转变”  34年后，再次踏上德国土地  获得“歌德奖章  ”  “高中初结
合”与“四条腿落地”  “两个转变”的速度惊人  名誉校长  百年同济：与祖国同行第六章  杰出的教
育家  “科研就像到陌生的城市，先找‘地图一’”  新时期，同济抗震研究从唐山开始  抗震研究，捧
回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风洞，越建越多”  “我们的工作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进行的”  结构理论研究
结出丰硕成果  “研究课题要有工程背景”  “要有国际化视野”  大跨度桥梁的“开创性贡献”  老同
济人眼里的李校长  桃李满天下第七章  战略科学家  南京大桥，李国豪提出钢桁梁方案  科协主席李国
豪：“对宝钢事业，历史将会作证”  “水源问题，主要听了李国豪教授的意见”  “发挥专家的作用
，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经济效益”  “南浦大桥，中国人可以自己建”  “让外国人在虎门造桥是不可
想象的”  “海上波涛翻卷，到了那里就风平浪静了”  “绝不能盲目争什么世界第一”第八章  政协主
席  “老李，保持你过去的风格！
”  “平反摘帽、落实政策工作要加快进度”  “我看就在原址建大楼”  “大家一起努力办好《政协报
》”  成立“政协之友社”第九章  晚霞满天  阔别44年后，再回老家  “既是大学又是研究院”  建桥名
誉校长  “我认为正确而有意义的生活是⋯⋯”  “每隔一步放一块大石头，人就能过河了”  “顾问，
既顾又问”  苏通大桥：“建设长江口越江通道非常之迫切”  学术界，他爱做“桥梁”  长寿其实有秘
诀  李国豪生平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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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9年秋，少年李国豪如愿进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
开始数学、物理的成绩不太好，  “到了补习班二年级，几门在高中没有系统学的课程就赶上去了。
”李国豪回忆，两年中，他还偷空强化了英文，听、说、写全能运用自如。
    按照同济大学当年的学制，不论学习何种专业，均先学两年德文。
每天3个小时的德语课，每周6天18个小时的德语课。
每个星期六测试一周的学习成果，测试方式是将中文翻译成德文，两年下来，成绩合格者升人心仪的
专业学习。
    预科学习结束时，李国豪成绩优异，获得继续学习资格，但他却面临着医科还是工科的艰难选择。
遵父命选择医科吧，但室友们（李国豪大学期间与医科生同住一室）聊起解剖、打针之类的事情就让
他头晕；  “还是结构比较奥妙”，李国豪决定选择工科，先上了再说。
    1931年秋天，李国豪进入工科学习。
    当时同济大学的学制带有鲜明的德国高等教育印记，非常注重从实习中积累经验和学科的感性认识
。
第一学年在实习工厂，要熟悉包括钳工、车工、铣床、磨床、翻砂、模型、锅炉、土木等工种、工具
的基本操作程序和技术，为将来的理论学习打下实践基础，与此同时还要学习德文、工厂须知、机械
画、数学等课程；第二学年主要学习理论，课程包括物理、化学、应用力学、流体力学、投影几何学
、机械元件学、工艺学。
“念到二年级觉得机械没意思，像什么‘工艺学’、‘机械元件学’很枯燥，比较奥妙的还是结构学
。
”李国豪最终选择了土木结构。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同济大学安排学生住宿打破了专业界限，将医、工专业的学生混编进入同一宿
舍，进入大学的李国豪就与学医的同学同住一室。
这样一来，平目的卧谈，讨论时的相互问难和激发，不同专业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碰撞让李国豪受
益终生，以至于晚年李国豪常常提起这段往事，并赞赏有加。
    大学的头几年里，李国豪的生活可以说是有声有色、衣食无忧。
那时，父亲在南洋的生意不错，每个学期都能按时寄来钱款，一心念想着儿子学业完成后就去南洋开
诊所的李晃宗默默地支持着李国豪每年七八百元（1927—1936年间，在上海_块银元可买16斤大米、4
～5斤猪肉）的开销。
    国立之后，同济大学学生需缴纳的学习费用大为减少。
据《同济大学概览（1934）》记载的每学期缴费情形：工学院包括学费25元、宿费10元、晒图费3元、
制服费15元、体育费2元、图书费2元、保证金10元、备用金20元。
在这些费用中，制服费并不是每个学期都需缴纳的，备用金、保证金只要不是损坏公物、设备也是可
以退还的，这样，每个学期所缴费用不过42元。
    但，李国豪每个学期的花销达到三四百元之巨，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
    大学期间，李国豪是学校网球队队员。
时间标明为“1933年6月”的一张，“国立同济大学网球队”照片证明，当时李国豪是学校网球队4名
成员之一。
在当时，网球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尚不知为何物，从球拍到用球到装束，所有设备均为国外进口。
要从事这项运动，除了学校少量的资金支持外，平时一切开销都得个人自掏腰包。
不仅如此，李国豪还对当时十分流行的留声机、收音机等新鲜东西兴趣极浓；周末，还跟随喜欢跳舞
的同学到大光明电影院楼上的大沪舞厅做观众，看同学们翩翩起舞。
2013年1月3日，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吴启迪接受采访时谈道：“李校长任名誉校长期间，对学校的一
些文娱活动依然兴趣浓厚，比如艺术节期间的音乐会，新年前夕的‘新年舞会’，他都会携夫人一同
参加，活跃胜于年轻人。
”    会玩的李国豪学习成绩同样十分优异，大学5年，在每年全校仅有的三四名免费生中，虽然其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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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面孔经常改换，他却始终牢牢占据一席。
    办法总比困难多    李国豪读同济的7年正是同济大学迅速发展的“黄金岁月”，虽然淞沪抗战，地处
交战区域的吴淞——同济校园受到重创，但并没有拽住同济高速发展的步伐。
    和今天的大学生一样，作为学生的李国豪，当年也～样较少感受到学校的风云际会。
他当时的处境是：1934年以后，远在南洋的父亲再也支撑不住李国豪的花销了。
  “第五年不能供应，第六年父亲来信要我休学找工作。
”李国豪回忆说，  “学医多半自己开业，机械在军工系统，土木没什么门路。
”当时，同济机械系毕业生基本都去了军工系统；医学毕业生基本都是自谋生路，或自开诊所或出洋
深造；而土木类毕业生，由于当时相关政府部门主事者大都是唐山交通大学校友，其他院校土木毕业
生要谋到一份公差十分不容易。
    李国豪思来想去，自己已经欠了好友李敦谊四五百元，要是不读了，这些钱就没有办法还了。
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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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不再是键盘的“咔咔”声，当输入最后一个字符后，坐在电脑前的我已经难以自已，脑海里，李国豪
、同济大学、国家、学校、桥梁、工程教育⋯⋯一个人和一所学校、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它究竟是怎
样的一种关系？
它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李国豪，放到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长长名单中，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位置？
     1929年9月，一名客家少年走进国立同济大学，和很多富家子弟一样接受德式高等教育；和很多富家
子弟不一样的是，他经常要为学费发愁。
千难万险地完成学业之后，走向社会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还是母校张开了宽厚的怀抱接纳了他
。
在同济大学，他获得了洪堡奖学金资助得以负笈德国深造，可以说是同济大学成就了李国豪。
    8年之后，李国豪回到祖国。
他也曾想过为国家干些修桥建楼之类实务；也想过到中央研究院，为此他还请长期在国民政府中任要
职的校友朱家骅帮忙，但他最终还是和母校不分不离、患难与共。
“一·二九”、大搜捕、院系调整、反右、“文革”、两个转变⋯⋯作为同济的教师、领导者，李国
豪与母校一起经受考验，一起煎熬等待，一起大展宏图，同济大学今天已经成为一所在中国著名的综
合性大学，李国豪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是同济养成了李国豪求真务实、勇于追问的学术品格，李国豪给同济也带来了爱国爱校的大局意识
、勇担大任的做人品格、独立勇敢的学术精神、淡薄名利的人生境界和团结合作的集体观念。
虽然，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在空前的政治灾难中，李国豪彷徨过、犹豫过、悲观过，但这些却如一
面镜子，照出的正是一名为学术而生的知识分子的善良与无奈。
    作为一名学者的李国豪，在民族、个人均遭厄运的困难时期恰恰是最先从学术研究中找回了做人的
尊严，找回了做人的自信，找回了学校的希望。
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李国豪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没有做出多少自己能引为满意的在大范围或小范围内有益于劳动人民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事。
”哪怕是厄难不能苟免的艰难岁月里，尽管遍体鳞伤，李国豪也没有去怨天尤人，他的心中想着的还
是大小范围内“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之事，他的报国之心依然不改，于是，甫一改革开放，李国豪随
即站到国家发展的时代前沿：“历史将会证明”、“让外国人在虎门造桥是不可想象的”、“海上波
涛翻滚，大小洋山风平浪静”⋯⋯斯人已去，言犹在耳，“每当国家需要，我自贡献绵薄”。
深厚的学术素养、独立的学术品格、强烈的爱国之心，让李国豪从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成为了一名
中华民族急需但又稀缺的战略科学家。
    李国豪身上让我们汲取的东西很多很多⋯⋯    坦率地说，我来写大师李国豪的条件是不够的。
我既不是他的人室弟子，也和他没有什么交往，加上对结构力学、桥梁理论的陌生，唯一有的只是对
李国豪先生的学问和人格的高山仰止、风从影随。
    既然领了命，自己暗下决心，把这次机会当成自己洗涤灵魂、陶冶人生的一次长征。
于是，2006年初开始，在北风呼啸的隆冬季节开始了资料搜集，在春光明媚的三月到了先生故乡梅州
，那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和祖国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不同的是奇特的民居建筑和那里古老的风俗
。
形制奇特的围龙屋围住了客家人的凝聚力，以祭祀祖先、教子勉读为核心的风俗固守住了客家人的传
统，挽住了客家人的未来。
留住了传统，走遍天下的客家人还是团结的一家人；挽住了未来，天下的客家人都是有为的炎黄子孙
，李国豪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资料工作是枯燥而繁琐的，好在李国豪先生的亲朋好友、学生弟子以及学校老领导、相关部门的同
志们鼎力相助。
他们是孙钧、王建云、吴启迪、周家伦、朱绍中、陈小龙等领导、专家，李国豪的夫人林凤棣，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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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沪曾、李乐曾，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项海帆、袁国干、葛耀君，先生的同事赵其昌、赵松龄、赵
振寰、肖友瑟、朱照宏等，党委宣传部长吴为民、副部长孔德懿及同事们，同济大学出版社前社长郭
超、现社长支文军等，还有上海市政协、上海市科协、同济大学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东海大桥指
挥部、上海长江隧桥指挥部、宝钢⋯⋯词短话长，难以尽述，是大家的倾力支持，最终促成这本传记
的成形，因此，也可以说这篇东西是集体的劳动果实；李先生的早期经历，参考了代绣、庄辛二先生
所著《一片丹心化彩虹》及其他同志的回忆文章等等，难以尽述。
在这里，笔者对大家的无私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写作的过程虽然十分吃力，但是快乐也如影随形。
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我们不止一次地猜想，如果当时先生作了另外的选择，如果先生当时放弃了，
如果⋯⋯哲学史家任继愈说：“历史没有如果。
”风风雨雨、曲曲折折，有时有些狼狈、有些颠仆，甚至有些落魄，有些无奈，但无论何时、无论何
地，客家之子李国豪骨子里的坚毅与顽强没有改变，客家人的豁达与恬淡始终如一。
正因为如此，作为科学家的李国豪让历史、让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他。
“我主要听了李国豪教授的意见。
我从工作中感到，他的深厚的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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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锦华语）在上海、在中国土木工程界，李国豪成为了科学风骨的代名词——既然天降大任，我
便站立潮头。
    斯人已去，其风长存；风过草偃，高山仰止。
共和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政明治晏大好时期，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国家需要更
多的“李国豪”，需要更多兴国兴邦的科学家、大师。
当国家召唤时，我们就能站到前排，大声说：我担当！
于是，中国崛起有望，强盛可期。
    2012年夏，学校开始了李校长百年诞辰的前期筹备。
因为有百年校庆之前撰写《李国豪与同济大学》书稿的积累，我再次领命拿起拙笔，以数年间所撰有
关李国豪的文字为基础，进一步增补、扩充和改写，结为专册，以纪念老人家百年诞辰。
这次撰写，除了将原有文字重新梳理之外，还增补了许多新发现、新出版的资料，包括多位同志为李
国豪百年诞辰而撰写的纪念文章，采访了同济大学前校长吴启迪、原党委书记周家伦等众多当年亲历
者。
我的同事姜锡祥老师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图片。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自己学浅识陋、辞拙笔涩，能力十分有限，书稿中必然存在大量难尽人意
的地方，未能将大家的满心期待尽数变为现实，还望大家多多包涵并不吝指出，希望日后还有机会补
充、完善和进一步的提升！
谢谢大家！
    笔者谨识    2012年12月于同济园    2013年春节前夕再改于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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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程国政编著的《李国豪》讲述作为一名学者的李国豪，在民族、个人均遭厄运的困难时期恰恰是最先
从学术研究中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找回了做人的自信，找回了学校的希望。
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李国豪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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