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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0 日，中国航空发动机

事业奠基人之一，著名飞行器进气道专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张

世英在南京逝世，享年 99 岁。张世英教授

194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1945

年留学英国，1948 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大

学、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航空发动

机厂、国防部五院等单位工作。1959 年底

调至南航工作，在我国航空航天教育事业

领域辛勤耕耘 30 余载。现刊登张世英教授

学生、原南航副校长郭荣伟纪念文章，让

我们再次感受张老对党、对航空工业、对

教育事业的挚爱与奉献。

2017 年 3 月 20 日，中国航空发动机事

业奠基人之一，我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著名的飞行器进气道专家，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张世英因病医治

无效逝世，享年 99 岁。张世英教授的一生

全部奉献给了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在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三十余载以来，为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赢得了许许多多的声誉。

为了国家义不容辞

1918 年 10 月 18 日，张世英教授出生

于湖南益阳。年幼时父母不幸相继去世，

此后他经历了坎坷的少年时期。但是张教

授仍在磨难中成长，并且十分刻苦地学习，

于 194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5 年以全国工科第一的优秀成绩被派往

英国留学。

在我刚成为张世英教授的学生时，以

为在旧社会时期有过这样留学经历的大学

生，家庭条件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毕竟那

时候培养一个大学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张世英教授所有接受

教育的机会，都是自己通过青少年时期的

刻苦奋斗争取来的，包括所有的生活开销

和学费，都是平时节省下时间去做兼职，

努力争取奖学金得来的。

张教授一直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的

艰苦奋斗与付出都得到了回报。当时国民

政府教育部发出的考试成绩通知里，张教

授是 001 号，也就是当时全国的工科第一。

这个巨大的肯定让年轻的张世英高兴得好

几天睡不着觉。之后他便赶赴英国布里斯

张世英：一位立志报国的“战士”

○郭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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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教授在工作中

托大学深造，在那里接触了先进的航空发

动机等技术，为后来回国的科研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而张教授如此刻苦读书的经历背后，

有着与时代相嵌的深层原因。我这一代人，

恰好是赶上了一个不幸的时代的尾巴，而

张教授也在这个时代里。抗日战争爆发后，

在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战事发生时，他正

在北京读书。那时候老百

姓的生活水深火热，所以

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爱

国情感的强烈不是一般

人可以想象的。当时，大

家都非常希望国家能强

大起来。而支撑张教授全

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数

十载的精神动力，就是这

样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

张教授是一个战士，一

个立志报国的文化战士，

在国家最需要技术支持

的紧要关头，他迎难而上

了。

1950 年 朝 鲜 战 争 爆

发，彼时的南航一直致力于迅速培养急缺

的航空人才，这也曾让张教授印象深刻，

成就了张教授与南航的“缘分”。一个人，

一个学校，都是为了国家义不容辞地存在

着。

把每一件事做到最好

1959 年底，张教授来到南航开始教学

科研工作，从此在南航扎下了根。在 1962

年，我成为了张教授的学生，跟着张教授

学习发动机原理。我印象中的张教授，只

要是工作，他就一定会把每件事都做好，

这么几十年来一贯如此。也正是他，指导我、

鼓励我，发掘了我的潜力，竭力留下了本

已分配去天津工作的我。当时，我擅长画

图，而张教授也恰巧非常需要绘图的人才，

所以他申请留下了我。当时我非常的意外

和惊喜，因为能留下做张教授的科研助手

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1956 年国家十二年自然科学发展规划会议航空组代表及工作人
员合影。前排左起：沈元、钱学森、苏联专家米哈伊洛夫博士、王弼、
陈亚娥；后排左起：陈彩福、黄志千、张世英、昝凌、王玉京、刘永培、
任新民、刘树声、宁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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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张教授是如何发现我的，则还

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敬业的张教授发现有

一个学生在自己的课堂上从来不记笔记，

便单独找来了这个学生“谈谈”。而这个

学生便是我。当时我把自己独特的学习方

法告诉了张教授，并表示自己在上课之前

早就把书本上讲的内容看了一遍，做好了

标记，上课只想认认真真地听张教授讲课，

回去之后再花时间去整理笔记。张教授听

后非常认同我的学习方法，从此便多了一

份留意，之后也邀请我做进气道研究的助

手。不仅如此，张教授致力于航空发动机

原理和推进系统进气道方面的研究以及人

才培养的努力从未停止。

1963 年，张世英教授、彭成一教授等

这一代南航人创建了南航进气道研究团队。

进气道与飞机、发动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张教授开辟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研究

领域，带领着后辈们深入研究。1978 年主

持研制成功的某型超音速进气道风洞，技

术性能达到了国外同类风洞的水平；而他

主持完成的国内进气道试验模板的自主研

发，也获得了航空工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3 年，72 岁的张教授从南航退休，开始

享受恬静的晚年生活，打打太极拳，听听

古典音乐，为家人烧菜做饭。但与此同时，

张教授也在一直关心着南航的发展。

君子之交淡如水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最能够

形容我与张教授多年来的情感。贤者之交，

平淡如水，不尚虚华。多年来，张教授给

予了我特别多的无私帮助，而在跟着张教

授的这么多年里，我也真真正正地学到了

真东西。

张教授退休后，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

没有结束。在每一年的元旦早上九点整，

张教授一定会穿戴整齐，与老伴等待着我

前去拜访。这一天我们师生二人会坐在一

起，关心彼此的生活，谈谈学校与航空发

动机的发展。张教授曾特别欣慰地跟别人

说过：“每一年这一天的九点，我的学生

郭荣伟一定会来看我的。”

而这份彼此的记挂，也持续了整整 55

年。张教授是不善交际的，平时可以说是

寡言少语，可能给人一种距离感。但在搞

学术的时候，张老师就是“锋芒毕露”了，

他确确实实是个真正的学问家。对待任何

学生与同事，他都是保持着君子之交，不

趋炎附势，也不随波逐流。

如今这位 99 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坎坷却

极具意义的一生之后，划下了生命的休止

符。作为南航的“三张王牌”之一，作为

我国航空发动机进气道事业奠基人，张世

英教授的逝世对南航，甚至对我国航空事

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张

世英教授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为祖国

航空事业带来的积极影响，将会一直延续

传承下去，永不磨灭。

（转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4 月 3 日）

张世英教授在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