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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戴茜

两幅手绘零件图背后的故事

王先逵，1932 年出生，江苏南京人，

教授。1954 年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制造

系研究生班学习，1956 年毕业留校，

先后在机械制造系、精密仪器与机械学

系任教。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

精密和超精密加工及计算机辅助制造等

先进制造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是我国第一台数控机床的最早参加者和

主要完成人之一。曾任校专业课程教

学委员会委员、系教学委员会主任、机

械制造教研组副主任、全国高校机械加

工自动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 CIMS

工程研究中心 CAD/CAM 研究室副主任

等职，荣获多项科技奖励。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等联合举办的“严

谨、勤奋、求实、创新——清华大学优良学风档

案史料展”上，两幅手绘的机械零件图吸引了众

多参观者的目光。

经过岁月的洗礼，图纸已微微泛黄，但内容

依旧清晰可见。两幅图下笔干净利落，由于绘制

的零件构造复杂，许多线条密集之处在绘制时非

常容易粘连混墨，但绘制者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

因为图纸画得太过精细，参观展览的很多年轻人

以为它们是机器喷绘出来的。那么，如此构造复

杂、画功精良的手绘机械零部件用图，是出自谁

的手笔呢？

原来，这两幅图是出自我校 1954 级研究生

王先逵之手。2018 年秋天，王先逵教授将家中珍

藏多年的听课笔记、课堂作业、毕业证书、教材

教具、获奖证书、历史照片等物品捐赠给清华大

学档案馆，这两幅手稿就出自其中。

王先逵 1954 年从大连工学院毕业后，进入

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这两幅图是他读书期间“工

程制图”课的作业。当时，他学习的是机械制造

专业，机械绘图是专业的基本功。通过图纸，绘

图者要准确、详尽地表现出机械零件的全面构造，

绘制时要求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实物尺寸，图纸完

成后交给工厂制作，再由工人按照图纸制造实物，

所以对绘图的要求很高。

那时，没有计算机绘图软件，所有图纸都

需要人工手绘。王先逵教授介绍说，这两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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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幅是水阀装配图。水阀就是我们平时用

的水龙头开关，装配图就是介绍机械结构的图。

水阀结构非常复杂，装配图要求全面、精细地

展现其结构，因此绘制时必须非常细心才能画

好。另一幅是各类零件工程图，如轴、盘、垫

等。当时的绘图工具有绘图桌、图板、丁字尺、

三角板、圆规和专用绘图铅笔等。绘图铅笔很

有讲究，绘制时需要用到 2B、HB 等不同规格的

多支，还要削成不同粗细及扁头等多种形状，

从而绘制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线条。机械制图使

用的纸张质量非常好，但如果画错的次数多了，

经过多次修改，也会影响图纸质量。所以，一

张好图，画的时候要构思清晰、下笔审慎、仔

细认真，做到尽量少擦。

通过这两幅手绘图，不难看出王先逵教授读

书时认真的学习态度和细致的工作作风。当时的

王先逵的手绘机械零件图

王先逵的手绘机械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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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是来华援助的苏联专家，因此上课一律

采用俄语，考试方式是俄罗斯惯用的口试。口试

跟笔试不太一样，主考教师当场提问，学生准备

30 分钟后马上回答，根本无法预知老师问什么问

题，所以必须把课程知识都掌握透彻，才能问哪

儿答哪儿。考试打分采取的是五级分制，即 5 分、

4 分、3 分、2 分、1 分。3 分是及格，2 分以下

是不及格，得了 5 分主考老师有时会站起来跟学

生握手表示祝贺。王先逵成绩优异，所有课程几

乎都是满分 5 分，并圆满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

顺利拿到了蒋南翔校长、刘仙洲副校长联合签发

的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

王先逵获得的“优秀发明”证书及证章

王先逵讲授“机械制造自动化”课程时使用的

电化教学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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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后，王先逵被留

在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任教。因为

成绩优异，早在读研时教研组就安

排他教授“机械制造工艺学”。两

个学期，146 学时，5 个班，150 名

学生，学生课程毕业时还要对这

150 名学生进行口试，每名学生口

试时间约半小时，要完成 150 名学

生的口试就需要近两周时间。开始

上课时，王先逵感觉压力很大，课

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会先写

一遍讲稿，去请教资历深的老教师，

然后再给学生讲。成为教师后，他

一边从事教学和科研，一边在教

研组担任教学秘书，负责制

定教学计划等工作。

“文革”期

间，学校办起

了工农兵学员

班，四年制，每

个班 40 至 50 名学

员，由不同专业的十

几名教师组成一个班子，

负责全部教学环节和各科课

程，由党支部书记、正副班主任

领导全面工作。王先逵被任命为班

主任。那年正好碰上唐山大地震，

他带领工农兵学员前往唐山支援抗

王先逵的研究生毕业证书

王先逵的听课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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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正在研究液压系统

震救灾，经历了一次锻炼。

1958 年，王先逵全身心投入到数控

机床的研究工作中。当时教研组主任邹致

圻教授前往苏联考察学习数控技术，回国

后牵头组织有能力的教师一起研究数控机

床，王先逵就是其中一员。他们与北京第

一机床厂合作，进行程序控制自动线等科

研开发，这个项目受到了北京市的高度重

视。据王先逵回忆，他当时需要找一个液

压元件，市领导立即派出秘书开车接他去

寻找。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大家一刻也

不敢松懈，最忙的时候王先逵甚至一个星

期都没怎么睡觉。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不

懈努力，1959 年夏秋之际，我国第一台

数控机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研究成

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前来

参观。采用液压系统的数控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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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展示，学校决定把数控机床的样机

从机械系馆搬到东主楼一层，周恩来总理、陈毅

元帅等都多次陪同外宾前来参观。在王先逵捐赠

给档案馆的物品中，有两张研发数控机床时的珍

贵照片。一张是在数控机床工作间里，教研组的

科研人员正在研究液压系统。左起第一人为研发

负责人邹致圻教授，左起第二人为项目主要的高

级工匠何厚之师傅，左起第三人就是王先逵。另

一张照片是一台采用液压系统的数控机床，照片

中的操作者是当时参加科研的学生。这些照片是

当时教研组喜爱照相的梁关培老师拍摄的。

 在几十年的工作时间里，王先逵参加了一项

又一项科研课题。常常是这个研究刚做完，又马不

停蹄投入下一个研究工作。凭借突出的专业能力，

他先后荣获国家发明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 项。2020 年春节前，清华大

学档案馆人员专程前去探望并采访王先逵教授。面

对一张张获奖证书，王先逵教授说：“其实，我从

未为了获奖花过什么大力气，只是尽力认真地做

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所获奖项均是顺其自然。”

王先逵与前来探望的清华档案馆科技档案部主任李运峰合影

王先逵的获奖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