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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众托：60 年光热映晚霞
○马　坤　刘万生

2014 年是王众托收获颇丰的一年，

这一年他获得了中国系统工程学界的最高

奖项——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科学技术奖

终身成就奖。

在大连理工大学的校园里，人们经常

看到著名系统工程与管理工程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众托老师的身影。

“只要我写的教材还在使用，我就得

不断修改下去。”今年已是 86 岁高龄的

王众托老师（他喜欢别人称他为老师，不

赞成称他为院士）仍然坚持每天朝八晚五

的工作时间，虽然已经不再给学生上课，

但他仍坚持不断编修教材，亲自将写满修

改批注的教材逐字敲进电脑。

自 1951 年入校至今，60 多年来，王

众托将生命中最灿烂辉煌的时光揉进了教

书育人中。师者如此，乃学生之幸；师者

如此，乃学校之幸。

爱国，当报效祖国

王众托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小时候差点被日本人炸死。炸弹

差点落我身上，到处是弹片和灰尘，附近

的人都被炸死了，我躲在壕沟里幸免于

难。”采访在王众托老师的回忆中开始。

因为战争，1928 年出生于北京的王

众托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了中

国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我的中小学时

代正值抗日战争，而大学是解放前一半，

解放后一半。”

1951 年，王众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我们大学毕业时没

有强调志愿，就是服从分配。名单下来了，

不会有人有怨言，因为大家认为无论到哪

里都是有了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虽然不

同的人眼光不同、志向不一样，但爱国的

思想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有的。”

也许，正是经历了祖国的生死存亡，

王众托这一代人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尤为

纯真。“这是终身也不会改变的。”他如

是表示。

大学阶段留给王众托印象至深的，是

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学习知识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

上世纪 40 年代后的工程学正好是从

经验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门学科的时候，“在

那之前工程学就是靠经验，还有就是一些

现成做好的表格，要设计什么不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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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查表就行了。”当时的授课老师有很

多是“海归”，他们开始把国外先进的理

论带进国内，教授给学生，不仅限于基础

知识，还有科学方法的培训。“例如在电

子技术课程中，老师不限于介绍电子线路，

而使用量子理论对电子器件的原理进行分

析，这就为若干年后我们掌握半导体器件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王众托回忆说。

王众托的水力学老师曾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他不是只教计算明渠、暗渠

的经验公式，而是从流体力学的观点来讲

课。感觉这位老师不但在传授知识，而更

重要的是在演示对问题的分析方法，注重

介绍如何将抽象理论应用于实践。”

对于所学的知识，王众托引述他老同

学的一句话：“我的工作没有一样是直接

用到了我学的知识，但没有一样工作离开

了我学的知识。”

教师，当授业解惑

多年来，王众托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1998 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如今虽然

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然风雨无阻履行自

己师者的职责。

“那时王众托老师是一位刚从清华毕

业的助教，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讲授水平不

亚于教授，他讲的话思路清晰，逻辑性强，

听得明白。”当年的学生王酉芬对老师曾

有如此一段描述，“我至今还能记得电学

中的左手定则，右手定则，电动机、发电

机原理，电流、磁场、运动三个方向的关

系。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么好的教学，恐

怕早忘掉从未用过的许多基本知识了。”

的确，王众托将自己一生的心血结晶

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他将教学的水平分

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知识的传授。基础

的知识传授同样讲求方法，不能照本宣科

抑制学生的理解力，要结合自身体会让学

生理解；第二是方法的传授。老师在讲解

内容的过程中渗透着处理问题的方法，培

养学生的思维方式，能让学生举一反三；

第三个层次则是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对学生今后研究方向的引导，要求老

师也要有创造力，要对研究领域的发展有

比较清楚的认识。”

在王众托看来，老师教学生不只是课

堂教学，课下交流是一个途径。“我学理

论力学的时候，老师不要求作习题，但一

周一考，每次也只有两道题，老师通过考

试来诱导学生想问题。这些题老师并没有

讲过，但是也脱离不了老师讲授的范围。

这就逼得学生去广泛阅读和深刻思索。”

王众托说。

习者，当笃学创新

王众托曾任大连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研

究所所长、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是该校

功勋教师。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科

评议组成员（第一、二、三届），是我国

系统工程学科研究与学位制度创建人之一。

多年来，王众托非常重视基础，“有

基础并掌握方法就不怕接受新的东西，不

怕转行，而且也善于抓住新的机遇，特别

是现在交叉学科的发展更需要深厚的基

础。”他认为大学生毕业后的发展前途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时打下的基础和培养

的自学能力。

王众托本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

中曾经两次转行，也就是凭着自己比较广

泛的基础知识和自学能力适应了工作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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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创新能力的

培养。上世纪 80 年代，王众托在国际系

统分析研究所作为中方负责人主持国际合

作项目时，就很注意把东方传统哲学思想

和西方的先进科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

新尝试。“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创新的过

程，人的生存和发展就靠创新。随着社会

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新的需求，加之科学

技术的推动，为了改变现状，就需要创新。

“对于学生而言，成绩好和能力强不

一定等价。”王众托直言，“成绩固然重

要，但不能用苍白的分数衡量学生能力，

学生自己要意识到方法的重要性，在如今

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的信息时代，提高学习

自觉性和主动性很有必要。”

“大学是学生获取知识、给创新打造

坚实基础的重要时期，学生应该多参加一

些创新活动，培养创新意识，要注重创新

精神的培养，不能尽信书，敢于质疑，敢

于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不断挖掘大脑

潜力，提升创造力。”王众托说。

(原载《中国科学报》2014年 12月 26日 )

天之骄子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首席专家李天

○李晓滨

平和、刚毅的慈祥面容，儒雅、谦逊

的学者风范，51 个春秋的不懈追求，成

就了他航空报国的梦想。

2005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被誉为“航空英才的摇篮”的沈阳飞机

设计研究所，他成为继顾诵芬、管德、李

明三位院士之后的第四位院士。

2014 年，荣获第十届“航空航天月

桂奖”的“终身奉献奖”。

他，就是航空界著名的飞机气动力专

家、博士生导师、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首

席专家李天。

漫漫征程，艰苦求索，执着奋斗，披

荆斩棘。

李天，这位飞机设计专家，在飞机气

动布局设计、隐身技术研究、航空技术预

先研究和重大基础项目研究领域，做了大

量创造性工作，为我国新一代飞机的研制

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浩瀚蓝天，他用智慧

与辛劳书写了壮美的篇章，他，无愧为天

之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