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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博士生导

师龚晓南学长的名片，背面赫然列着9个

头衔。我们很好奇，这一切究竟是如何有

机地结合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在崭新

的浙大土木科技馆5楼龚晓南教授工作室

里，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

1944年10月，龚晓南学长出生于浙江

省汤溪县（今属金华县）的一个农民家

庭。像许多农家子弟一样，龚晓南学长凭

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于1961年9月考入

了清华大学土建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从而迈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一步。

龚晓南学长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可能

是从农村到城市需要有个适应期，第一学

年他成绩并不出色，但很快就赶了上来，

并成为因材施教对象。根据清华“又红又

专”的人才培养传统，成绩优秀的龚晓南

学长先后担任过班长、团支部书记和系学

生会副主席。

大学毕业后，龚晓南学长被分配到陕

西凤县秦岭山区从事“大三线”建设。开

始几年干的是道路和桥梁、防洪堤及挡土

墙的设计与施工，后来虽在“三通一平”

后搞土建工程，但主要还是管理。秦岭地

区山坡滑动和泥石流现象时有发生，然而

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当时他醉心于结构

工程，在秦岭山区自行设计、施工了几座

桥，甚感满意。

龚晓南学长开始与岩土工程结缘，是

在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因为夫人与孩子

在杭州，他决定报考浙江大学。考前浙大

土木系的一位教授向他介绍了该系当时唯

一留学回国的曾国熙教授在软土地基领域

的科研成果。也许是缘分，龚晓南学长立

即对岩土工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毫不

犹豫地报考了岩土工程专业。

这是一次决定事业方向的选择。22年

后龚晓南学长回忆当时情景，依然深有感

触：从此他有了一个很好的专业，或者说

有了一个很好地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同

时也有了一位很好的导师。

龚晓南：结缘岩土写辉煌
○钱伟刚（1992级物理）

龚晓南学长与儿子龚鹏(1993级环境)、
外甥女马心悦(2007级经管)，百年校庆之日在
清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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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清华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和长期

不辍学习，龚晓南学长在考研中脱颖而

出，成为浙大全校160多人的研究生班班

长。三载春秋倏忽而过，1981年取得硕士

学位后留校任教，开始迈入教师生涯。

任教不到半年，浙江大学开始设立博

士点，机遇再次降临到龚晓南学长头上。

1982年2月，他成为浙江大学首批5名博士

生之一。经过两年半的奋斗，于1984年9

月12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浙大和我

国岩土工程专业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博士。

为此，当时的《浙江日报》在头版头条发

表报道《浙江大学培养出第一个博士》。

博士学位论文《油罐软粘土地基性状》随

后也被EI收录。1986年，龚晓南学长被浙

大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年底，获得洪堡奖

学金，赴德国Karlsruhe大学做博士后研

究。1988年4月回国后，同年破格晋升为

教授，并担任浙大土木工程学系副主任。

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龚晓南学

长为岩土工程博士生导师。一年后，担任

浙大土木工程学系主任、建筑工程学院副

院长。

岩土工程学科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经济

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近年来，世界土木工

程建设的热点移向东亚、移向中国。中国

地域辽阔，工程地质复杂，而中国土木工

程建设的规模和持续发展时间更是其它国

家所不能相比的。这既向我国岩土工程界

提出许多崭新课题，也为我国岩土工程研

究跻身世界一流并逐步处于领先地位创造

了很好的条件。

面对广阔的舞台，龚晓南学长坦言自

己是个“爱折腾”的人。然而无论折腾什

么，他总能折腾出个名堂来。

作为教授，著书立说搞研究和培养人

才是立身之本。龚晓南学长是个“高产”

的学者，在其20多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

已出版著作14部，发表论文228篇，主编

学术论文集16本，并完成纵向科研项目12

项；至今已培养硕士25人，博士23人，接

受博士后2人，国内访问学者3人，在校研

究生30余人。1990年还创办了《地基基

础》刊物。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岩土工程

界的知名专家。说起这一切，龚晓南学长

谦虚地说自己只不过是记住了母校“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勤奋学习、勤

劳耕耘而已，觉得越研究岩土工程越觉得

问题多。

作为系主任，龚晓南学长更把“爱折

腾”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改善教

师办公条件，他决心在任内建成一座新系

馆。建系馆资金是关键，通过千方百计

在系内自筹200多万，向社会各界募集200

多万，又通过学校从香港拉来250万元。

1998年9月，一座崭新的土木科技馆终于

在浙大拔地而起。

“折腾”新系馆的同时，龚晓南学长

还“折腾”起了教育基金会。想方设法

筹措本金100多万元，设立“土木工程教

育基金”，用利息来奖励系内的“十佳教

工”、优秀学生和学生干部，同时还补助

家境贫寒的学生。至今，土木工程教育基

金已在系内颁奖4次。

龚晓南学长大胆突破传统的教育模

式，浙大土木系率先在全国实施“大土

木”教育，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更好地

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新建了道路桥

梁、建筑经济管理、防灾减灾等学科。龚

晓南学长认为，未来一所大学在社会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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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大小，将会取决于其培养研究生人

数的多少。为此，他在任内大力扩招研究

生，在他当系主任的五年间，系里不仅成

立了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还

使研究生人数翻了一番多。

“文革”耽误了一代人，龚晓南学长

笑侃自己是属于被延迟使用的一代人。回

首自己进入浙大以来走过的路，他说他只

是读了不少书，看了不少论文，也写了不

少书，发表了不少论文，参与了不少工程

实践。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加上社会职务

众多，时间对他说来尤为宝贵，为此不知

牺牲了多少节假日。去年9月，龚晓南学

长从系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本以为可以

放松一下，可依旧有许多事等着他去“折

腾”。

当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天，龚晓

南学长兴致勃勃地登上西湖边的玉皇山。

远眺湖光山色，感慨之余他曾即兴赋诗一

首：

昨摘博士冠，今登玉皇山；抬头向前

看，明日再登攀。

诗以言志，我们真诚祝愿龚晓南学长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另，中科院外籍院士已有8批共66人，工程院外籍院士9批共50人。中科院外籍院士

中，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姚期智（2004年调入学校）5名为我校校友。

合计校友院士为471名。

项目
中国
科学院

中科院
哲学部

中国
工程院

合计
其中
双院士

实际
人数

全国
院士
总数

2011年前
1141

不含外籍
64

831
不含外籍

2036 34 2002

2011年新选 51 　 54 105 　 105

合计 1192 64 885 2141 34 2107

清华
校友
院士
总数

2011年前
304

不含外籍
22 144 470 14 456

2011年新选 3 　 7 10 　 10

合计 307 22 151 480 14 466

百分比 25.8% 34.4% 17.1% 22.4% 　 22.1%

资料

两院院士中我校校友综合统计
（截至2011年年底）

2011年新选院士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