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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张维院士

张维同志的逝世，令人不胜悲痛、惆怅。

使我回忆起五十多年前与他初次相识以来的一

些情景。 

提携后生
1946年8月我在上海正在寻找一个大学里

的职业。那是因为1945年7月我在西南联大结

业了，但缺一学期的体育没通过未能毕业。系

领导为了照顾我，允许录用我为半时助教。当

时我已决定响应《新华日报》上党的号召：到

农村去，并已确定到滇西一个县去教中学为依

托。这些不好对学校讲，所以离校是不辞而

别。不久日本投降，“一二·一”惨案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一度想去解放区，因而在

1946年又回到上海。但同志们又劝我留在蒋

管区，参加学生运动，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大学的职业，但回头再找清

华，有些不好启齿，便找到上海交大一位原西

南联大的老师，托他想办法。恰巧交大没有空

缺。这时正好张维夫妇回国到上海，那位老师

就辗转托他们想办法。

当时我已无职业地在上海耽了几个月，穿

一身带补丁的长褂。去拜见了张维同志夫妇。也

许是我功课分数还算可以，他们一口答应向北洋

大学推荐。他们是新回国的大知识分子，却平

易可亲。对我这个陌生的后生十分热心，使我

心里十分感激。不久张维同志从天津北洋大学

来信，告知北洋已同意录用我。这样在1947年

初我就到了天津。从此与他们接触就多了。我

还专门听张维同志的课，从中受到不少教益。

1947年夏他们转到了清华。这时清华航空系系

主任是新来的，我估计他不知道我过去不辞而

别的经过，也借机于1948年初经过申请，来到

了清华航空系，并在清华接上了党的关系。以后

我与他们就一直都住在清华。没有他们的介绍，

我一生的许多机遇也许就很不同了。 

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
张维同志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力学科学家，

曾为解决用离心法分离同位素的转子问题，从

理论上解决过环壳的力学问题。但同时又非常

关心国家的大事，建国初，中苏协议在新疆联

合开发有色金属，这件事我们虽然出于社会主

义阵营的大局是同意的，但从苏方讲是有大国

沙文主义的。张维同志为此曾向中央写了信，

批评了苏联的做法。又如，据刘达同志与我谈

起：希特勒德国投降时，一位德国教授保有一

块贵金属Pt（铂），因怕被盟军夺走，就托付

给张维同志保存。中德建交以后，虽然事隔已

多年，张维同志仍设法退回原主，并向组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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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待。这表明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尊

严。在“文革”中这是要作为里通外国受审

的。刘达同志抓平反冤假错案时曾对张维同志

的这种风格大加赞扬。

张维同志并不停留在爱国主义水平上。

解放前他对共产党和学生运动是采取同情的

态度的。北洋大学有一些进步的教授，其中

一位解放后是天津大学的校长，他喜欢打桥

牌，几个牌友在一起借机就交换一些新华社广

播的消息。其中有一位是与我认识的西南联

大的校友，通过他，我借看打桥牌为名，也去

了解一些信息。其中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进展的

情况我就传播给了张维同志，引起他们的欣

喜。1948年12月清华先于北平解放了，我记

得张维同志夫妇是如饥似渴地学习解放后的新

事物。大礼堂里的大报告也好，上大课也好

（因为胜任讲课的人少，当时常采用上大课的

形式），听众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并在

认真地记笔记。对部队的文艺演出，他们也是

每场必到。他们积极参加关于土地改革的学

习，以及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各种活动。

1952年开始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他

作系主任所在系的苏联专家正好是全校专家的

组长，成了学校抓的重点。当时主要问题是如

何结合中国实际来运用苏联经验，张维同志起

了很好的作用。

这样通过理论学习和社会、业务实践，

张维同志逐步实现了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转变，并于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几十

年的历史中，张维同志的许多表现是难能可贵

的。文革中以迟群为首的军工宣队控制了清华

的局面，蒋南翔同志被送到清华在铸工车间劳

动接受监督改造，一直到1974年10月1日前，没

有“解放”。他是清华被诬为头号“走资派”

的，我们都得与他划清界限，很少有人敢到他

的住处去看他。但张维同志去看望了他。又如

1989年的政治动乱中，张维同志是坚定地站

在党的立场上的，如认为一些人冲击新华门，

借口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一职的事，把攻击

矛头指向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是毫无

道理的，是一种阴谋。为此他写信给中央领导

同志。因而中央领导同志还让我向他转达过谢

意。这几件事都说明了他对党的利益的忠诚。

 

科教兴国的功臣
固体力学学科点是清华在国际上的相对强

项之一。张维同志是清华固体力学的开拓者之

一。张维同志通过授课，指导毕业班学生、研

究生和青年教师科研，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

作为社会主义大学的清华的一位领导者对学校

办学思想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他对全国的

科教事业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革中他是首

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有一

次他从巴黎回来带来了好几套西方国家的中小

学教材，介绍给国内。由此可见他对科教事业

的远见和关心，视野是很宽广的。他是中国科

学院的院士。中国是否应成立工程院一直是有

争议的，他是坚决主张建立的，为此与几位同

志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呼吁，终于成为现实。

这对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有不可估量的

作用。中国的学位制度几经周折，在邓小平同

志明确指示下终于在1981年经人大常委会立

法付诸实施。从此我国第一次有了博士学位

制度，标志着我国走上可以独立自主地培养

高层次人才的道路。为了科学决策和协调各

有关系统的学位工作，国务院设立了学位委

员会。第一届学位委员会成员大多是老科学

家，张维同志也是成员之一，是一贯倡导并

身体力行在研究生培养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

的方针的一位委员，为我国学位制度的健康

发展作出了贡献。晚年他又专门向工程院申

请搞了一项课题，研究工程教育问题，不顾

高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政府提出建

议。他是力学科学家，工程教育家，不愧是

一位实践科教兴国的功臣。 

（转载自薛明德、任文敏主编的《张维

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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