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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专访

靠自信和踏实走向成功
——记土木工程系 1980 级校友李霆

○杨　帆（2010 级博，力学）

他，曾经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一

名研究生，以一篇《弹塑性有限元与边界

元的耦合方法及其在地下结构中的应用》

顺利获得硕士学位；他，曾经在凹凸不

平的火山岩上成功建起了年吞吐量可超过

1000 万人次的海口美兰机场。他，就是

2015 年全国劳动模范，中南建筑设计院

总工程师李霆。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刚刚

在北京出席完颁奖仪式的李霆回到母校和

老师同学欢聚，我们有幸对他进行了采访。

清华八年决定一生命运

1980 年的初秋，年仅 16 岁的李霆从

河南省汝南县的一个县级高中考入清华大

学土木工程系。本科时的班主任廉慧珍老

师像母亲一样的关爱，使这位初次远离家

乡的少年感受到来自母校的第一份温暖。

研究生时代，李霆师从于系主任江见

鲸教授。江老师待人宽厚，学术上却要求

很严格；他只在科研选题环节为学生把关，

之后就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探索。李霆曾不

止一次谈到，这种既严谨又民主的科研方

式锻炼了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他受益匪浅。

在清华的八年时光对李霆的人生是一

个很大的提高。首先，母校给予了他自信。

李霆始终认为，清华学子在中国应该是第

一流人才，如果一件事清华人做不到，那

么其他人肯定会更加困难了。1988 年，

获得硕士学位的他被分配到位于武汉的中

南建筑设计院（以下简称“中南院”），

那是建设部的几个大区设计院之一，与上

海的华东院、沈阳的东北院、西安的西北

院、成都的西南院齐名。尽管中南院里人

才济济，但是李霆觉得，作为清华人，应

该在自己的单位里干得最好。

除去自信之外，当年在清华所受的严

格的基本功训练也成为了李霆的看家本

领。清华的学风朴实，传授给学生的是实

李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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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在的基本功。在当今的结构设计业界，

计算机辅助商业软件的使用相当普遍，这

与李霆当年在学校时的情况大相径庭。80

年代的中国，结构力学的有限元计算还主

要靠自己亲自编程来进行。李霆当年做过

很多非线性有限元分析，以及边界元方面

的编程工作。尽管在工作之后不再自己编

程，而是使用商业软件，但是这看似没有

直接用处的训练却对他从事工程设计具有

非常大的意义。因为商业软件分析的结果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异常的东西，只有

具备编程经验的人才能很容易地判别和解

决。而且，扎实的基本功使李霆很快就能

独当一面。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成长为一

个大设计院的总工，李霆只用了 15 年的

时间，那一年他刚刚 39 岁。39 岁担任总

工不仅在中南院、就是在当时国内几个大

区设计院中也非常少见。

另外，清华“行胜于言”的校风对于

李霆的影响也很大。对于像他这样搞工程

的人来说，踏实做事永远是第一位的。作

为工程师，李霆把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把

自己承担的每一项任务，无论大小，无论

繁简，都扎实地做好，一步一个脚印地往

前走。不以事小而轻慢，更无好高骛远的

骄狂，这正是李霆朴实的做事风格。可以

说，清华的八年决定了他后来一生的命运。

结构成就建筑之美

结构工程业界有个口号，叫做“结构

成就建筑之美”。建筑和结构这两个专业，

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各有

侧重。建筑偏重于艺术和功能；结构则是

要保证安全。一个好的建筑，一定是综合

起来都比较好，而不是哪一方面单独的好。

为了这个“好”字，建筑和结构这两个专

业从方案阶段开始就一直互动。高水平的

结构工程师适应能力更强，思路更加开阔，

解决问题的方案更多样，他可以成就建筑

师的想象，实现其伟大的构想；而水平低

的结构工程师则对建筑师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新央视大楼，普通的工程师会认为这

幢楼设计歪了，结构工程无法实现。而李

霆作为总工程师，不仅要保证建筑效果，

而且要百分之百地保证安全，还要在这方

面起到领军人物的作用。

中南院曾在中国高铁发展最快的时

期，中标了很多高铁站房的设计项目。李

霆主持设计的有高铁延安站、厦门北站、

长沙南站、西安北站、郑州东站、杭州东

站等高铁站房。其中，延安站获得了中国

建筑学会建国六十周年建筑创作大奖。而

令李霆印象最深刻的是厦门北站。当年，

厦门市政府要求站房必须做成具有闽南风

格的“燕尾脊”造型，候车大厅是双向跨

度 132m×220m，整个大厅里没有一根柱

子，而且建筑造型是连续的抛物面，而厦

门又处于台风区，因此结构设计难度很大。

但是，千难万难也没有难倒李霆，在他的

主持下，设计团队采取了多种新技术，圆

满地完成了任务，厦门北站在经受了台风

和地震的考验之后都没有出现问题。而且，

该站还获得了 2015 年土木工程界最大的

协会之一——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

（IABSE）所设立的杰出结构奖（Outstanding 

Structure Award），这是李霆最新获得的

土木工程界国际大奖。除此之外，中南院

在北京的项目是李霆主持设计的、现在正

在进行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改扩建

项目。谈到这个项目，李霆很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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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外地的设计院工作，但是还能

够回到北京，为北京的工程建设做出一点

清华人应做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高兴！”

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李霆认为，学

生在校阶段往往更加注重学习能力，而工

作以后，遇到的问题会更加复杂，对能力

的要求会更加综合。作为工程师，李霆要

与政府官员、开发商、施工单位人员、包

工头，以及各种各样的材料商打交道，要

和他们把关系协调好，还要避免一些陷阱，

因此必须具备比较强的综合素质。真正决

定一个人成功的一定是综合素质，一个人

即使智商再高，但是如果情商太差，最终

还是会一事无成。

在二线城市迅速成长

中南院地处武汉，属二线城市，计划

经济的年代清华毕业生还比较多，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有相

当多的清华毕业生更愿意到北上广深这样

的一线城市去发展。李霆在 1988 年到武汉

工作的时候，那里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

不是很好，他的生活也相当有压力。不少

同学在深圳工作，他们的收入要比他高好

多。面对如此大的差异，李霆也有过动摇，

但是当时中南院正好在海口成立了一个特

区，建立了一个分院。由于院里很多老同

志都不愿意离家去海南分院，李霆就自愿

去了；又因为当时的海南分院是刚建成的

特区，人才奇缺，李霆笑称，当年的自己

有一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感觉。

那时候海南分院恰好中标了海口的美

兰机场项目，作为分院“水平最高”的工

程师，李霆成为项目总负责人的不二人选。

由于他当时刚毕业不久，还是个刚满 30

岁的毛头小伙子，因此机场指挥长要求他

在机场通航之前不许离开海南，后来直到

美兰机场投入使用，他才被放回武汉。

海口美兰机场的建设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由于机场选址的地方以前是个火山喷

发地区，喷出的岩浆到处流，流经之处冷

却后形成了火山岩，厚的厚，薄的薄，有

的像球一样，有的地方还没有，导致基础

很难做。结构工程界对于都软或都硬的地

基很容易处理，但是对于这种软硬不均匀，

有地方是石头，有地方没石头的地基，就

很难处理。由于问题的挑战性，李霆回到

总院寻求技术委员会的帮助，然而连续三

次的总工会议都无法形成结论，他只得空

手而回，所有的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后来，在李霆的主持下，经过分院设计人

员的反复讨论和比选，最终采取了一种创

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对于最复杂的问题一

定要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因为这个困难

说穿了就是要解决一个不均匀沉降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遇到石头就把它炸穿，然

后中间再糊一层稀泥巴就当它没石头了，

最后再打桩，大家就都一模一样了，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经过这一次的历练，李

霆身上所具备的敢于担当的精神与“舍我

其谁”的豪情得到充分展现。他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办法，要靠自己来想，与其“等、

靠、要，”不如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要在工程设计这一行立足，需要业绩

做支撑。美兰机场项目的如期完成，不但

奠定了李霆在本单位的技术地位，也使李

霆得以迅速地成长， 而这之后一路轻松

跨越多个台阶的一帆风顺，更使得那些当

年和他前后脚进入院里的同辈人难望其项

背，因为他们中不少人在当时也只能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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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当当助手。

清华毕业生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

总结李霆成长的轨迹，无疑和五六十

年代老一辈清华校友有许多相同之处：把

自己的专业作为职业，几十年来一直坚守，

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尽

管当年大学同班同学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到

四分之三的人，都不再从事本专业了，而

且他的很多同行，在这二三十年中也改行

去做别的事情，比如有的去当开发商，有

的去当甲方，有的去当政府官员，等等。

李霆认为，土木工程是一个传统学科，第

一是赚钱比较难，第二是在技术上很难有

所突破，它不像 IT 这样的朝阳产业，技

术日新月异。所以坚持下来的很少，但只

要是坚持下来的，几乎都能有所成就。

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李霆希望清华的

学生要有一个远大的人生目标。因为以清

华毕业生的素质，要想赚钱过个好日子并

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要把事情做得社会意

义也比较大，就难了。也就是说，注重自

我发展很容易，但是在自我发展的同时，

能够对这个社会产生更有意义的贡献，就

是更高的层次了。他一直认为，在自我成

才方面许多大学毕业生做得都不差，但是

在自我成才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还能够

影响周围的一群人，甚至一个区域的人、

一个领域的人，共同把一件事做好，对国

家对民族产生更大的意义和贡献，到这个

层次上的人就少了。李霆希望清华的学生

要把自己定位到这个层次。

其次，李霆谈到能力的培养，他希望

在校的学弟学妹要注意培养自己的综合素

质，包括人文方面的训练，还有创造性的

思维方式，而这些正是许多清华学生所欠

缺的。清华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老

师出个题目，他可以把它解出来，但是题

目从何而来，他就无从知晓了。解决问题

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创新能力往往是决定

成败的法宝。就工程设计上的创新来说，

经常采用的是一种集成型的创新，而不是

大学教授们所做的原始创新。所谓集成创

新，就是把几个领域已有的知识或技术结

合起来，产生一种新的技术。比如把钢结

构技术和预应力技术结合起来，可以产生

一种张弦结构，上海浦东机场的屋顶用的

是张弦梁结构。这种创新形式的特点就是

拆开看，每一样技术都是成熟的，但叠加

起来它又是一个新的东西。

最后，李霆谈到了清华毕业生的就业

问题，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学弟学妹选择到

二、三线城市去，不要都集中在一线城市，

因为竞争激烈机会就会相应减少，不太容

易成长。他笑称，自己当年也曾经想过留

在北京、上海，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到了武

汉。后来发现，去武汉实际上是个非常好

的选择。有了一个好的选择，只要一步一

步往前走，看起来很慢，实际上会很快的。

作家格拉德威尔曾在《异类》一书中

阐述了“一万小时定律”： “一万小时

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超凡的必要条

件。”而李霆正是这个定律的代表者之一，

他的成功，靠的是以适合他的专业为职业

并坚守多年；他的成功，靠的是敢于担当

重任、“舍我其谁”的自信；他的成功，

靠的是成功完成一个又一个设计项目的丰

硕成果。李霆学长凭借自信与踏实走向成

功的事迹正是百年清华“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精神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