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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迎来

建校70周年，而我是1952年从清华毕业就

投入沈航的建校工作，可以说我和沈航有

着一生的缘分。

与沈航结缘

1952年4月，为了填补我国在航空领

域的空白，国家重工业部四局（航空局）

决定在北京、南京、汉口、沈阳等地兴建

一批培养航空专业人才的院校。10月，在

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新开河畔，沈阳航空

工业学校正式成立。

1952年7月，我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

系毕业，分配到四局第四设计院。按要

求，分配到四局的毕业生都要集中到北京

北线阁俄文速成班学习俄文三个月。9月底

的一天，组织找我谈话，说沈阳要新建一

所航空工业学校，看到我的履历表上写着

“1952年1—7月任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建

委会第二工区副主任兼政治干事”，因此

决定让我去沈航建设学校。

情系沈航七十载
○谭家骅（1952 届土木）

当时有同学说东北那边正在打仗，留

在北京好一些。我想，沈阳我去过，1949

年暑假，李庆海教授带领我们去沈阳进行

测量实习。在那里，我还看到人民政府刚

解放沈阳，就马上抓水利建设恢复农业生

产，觉得沈阳是有前途的。另外，志愿军

在朝鲜保家卫国，仗打得很成功，所以我

决心去沈阳参加沈航建设。

1952年国庆节假期刚过，我就从北京

动身到沈阳，在位于小东门外的珠林路

2段2号的沈航临时校址报到。杨志廷校长

当天就给我分配了工作，让我去基建科上

班了。

当年设计当年竣工，建成北陵新校区

当时，小东门校区虽为临时校区，但

学校已经招生，急需食堂、大礼堂和大教

室。我参加了食堂厨房的设计，把豪式木

屋架的竖杆设计成钢拉杆，这一设计方法

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及信任。经过两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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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新食堂年底竣工，在里面举行了

1953年元旦文艺晚会。

那时，基建最紧迫的任务是选定新校

址，要求环境好，靠近航空工厂，便于学

生实习。我参加了选址小组，看过东陵

410厂附近和北陵112厂周围，认为北陵公

园西边较为合适。学校领导认可同意，上

报沈阳市规划局，之后划拨400米×600米

共24万平方米地段，作为沈阳航空工业学

校的校址。此处东隔黄河大街为北陵公

园，南邻水利学校，西北角为罗家屯农

村，西南角为日军占领时的跑马场。

为赶时间，不求外援，我们几个刚毕

业的年轻人顶着冬季的寒风，在这块收割

后的玉米地上进行地形图测绘，很快完成

了校界内的测量工作。接着，按2400名学

生的规模，我们根据测量图进行了总体规

划和总平面布置图的设计：校门开向东边

的黄河大街，校门内正对学校主楼，教学

区在校园中部，南边为实习工厂，北边为

学生食堂，西边为学生宿舍，围合成的空

地是300米环形跑道的运动场，冬天浇水

用作滑冰场，成为师生和孩子们健身的乐

园。家属住宅区在校园的东北部，五栋楼

呈庭院式布置，大家叫“家属大院”。西

北部有卫生所、汽车库、浴室、采暖锅炉

房、花窑等。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年，也是我校北陵校区建设的第一年，

设计和施工都要抓紧。主楼是自行设计，

也可能与保密有关。学校成立了主楼设计

组，由我担任组长。我们与苏联教学专

家一起商定，将主楼的平面形式设计成

“山”字型：一横和两翼为教学区，中间

一竖是学校办公区，包括教室、阶梯教

室、专科实验室、陈列室、阅览室、学

校办公室等。主楼全部为三层，层高3.7

米，走廊2.7米很宽敞，正面朝东是三个

硬山墙。这样的初步设计图很快得到了学

校和上级的批准。

学校为保证施工图设计得又快又好，

1953年1月，让我们设计组去到北京重工

业部设计处，以便就近得到指导和审核。

组里没有学建筑专业的，就由我负责平、

立、剖的建筑设计。在结构设计和计算的

分工中，我承担了砖石结构部分。

我们这几个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

生，要设计近1.4万平方米、面积比当

时沈阳市政府大楼还要大的学校主楼，

难度确实很大。但这是沈航的需要，要

敢于担当。我们在北京先学习有关设计

规范和苏联的先进经验。设计组同志团

结协作，认真计算、设计、制图，经过

两个月左右的日夜奋战，终于完成了经

济适用的几十张土建施工图纸，4月份

回到航校。设计任务完成后，设计组解

散，大家分散到各个工地，我分到了主

楼工地。

主楼与北陵相邻，需要有民族建筑

2014 年校庆返校，谭家骅学长与 1952 届土木

系同学合影。后排左起：龚思礼、邓尚诗、谭家骅、

罗福午，前排左起：魏耀荣、赵思孔、徐一新、张

思敬、梁应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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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文化气息，设计时考虑了一些，如

外墙周围底部为须弥座，重点部位的木窗

外面都有木制花格，但还不够理想。经领

导同意，我专程到清华请建筑系的汪国瑜

先生帮忙修改主楼东立面。他将东立面两

侧和中间的三个硬山墙的山尖取消，两侧

的硬山墙改为普通的四坡顶檐口，中间的

硬山墙改为加高的女儿墙，墙顶装饰为古

建筑的小挑檐线脚；在中间三个竖窗上部

增加古建筑斗拱和琉璃瓦的小屋檐；保留

原一层入口前的四根红柱和二层阳台上的

汉白玉栏杆形式不变。整体上突出了主楼东

立面中部的正入口形象，这就好看多了。

航校的施工单位是沈阳市建筑工程局

第三公司，航校工地为该公司的第16个工

地，为保密取名为316工地，发了316工地

胸牌，作为出入工地的标识。知识分子要

与工农结合，我作为技术员配合主楼施

工，和工人及工程师关系很好。主楼用的

红砖是新规格240×115×53（毫米），若

按图纸尺寸砌筑需打断很多砖。我接受瓦

工师傅意见，将窗间墙和砖过梁都调整为

丁砖整数，不仅节约了红砖，还便于满丁

满条砌筑，增强砖墙的整体性。混凝土工

在市劳动模范、组长王师傅带领下，人工

搅拌、振捣、养护，保证质量。抹灰工在

各房间抹灰时，天棚四周抹出线脚，混凝

土梁底边抹出眼珠线，增加室内美观。

基建科的技术员、工人师傅全都下到

工地各房号，配合施工，检查工程质量，

整个工地热火朝天、夜以继日。各项室外

工程相继施工，环形的自来水管埋深1.5

米以下，污水管网和化粪池、暖气地沟

和供热管道、泥结碎石道路、架空电源线

和开闭所、依南低北高地势挖排雨水明沟

等，在年底前都竣工了。十几栋校舍建筑

三万多平方米竣工，通水通电通暖气，

1953年的计划全面完成，我们奋斗一年有

了这么多成果，十分高兴。

1954年春节，全校师生从小东门临时

校址都搬过来了，北陵新校区全面投入使

用，沈航开始了新的征程。

随后，新校区又陆续建成了“砖双曲

拱屋顶”的体操房、“木网状筒拱屋顶”

的二三专科实验室等大型建筑，我边工作

边学习边实践，逐渐积累了一些设计经

验。1956年，沈航要实行二部制，学生

规模增加一倍，要新建2号教学楼、图书

馆、学生宿舍一栋和四栋。基建科已于

1955年成建制地调去建设西安航校，在技

术力量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很好地完

成了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建2号教学楼

时，我将预制小梁和砖板结合，设计成

“槽形砖板”，用在了三层屋盖，既增加

了楼层的整体性，还有效避免了裂缝的产

生，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轰动。辽宁广播

电台和《工人日报》相继作了报道，苏联

建筑协会代表团和建工部苏联专家也专程

来沈航参观学习。

1957年，沈航五年基本建设计划全部

完成，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5月16日至8

月6日进行了国家总验收。

扩建沈航  勇挑重担 

1958年到1962年，学校没有基建任

务，我归总务科领导。这段时间里，我做

了一些其他工作，主要搞维修管理，特别

是摸索出一些总务工作的管理规律，还写

了几篇相关文章。

1960年1月，部航空局借调我到局教

育处，主管新建十几所新航校的基建工

作，曾陪同处长到长沙、广州、新乡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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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看新建校的校址。业余时间，我还给局

工会办的夜校讲授数学课。

1962年6月，三机部调我去部属的保

定550厂（对外称保定惠阳机械厂）基建

处，任工程科土建组长。我们两年多就建

成这个航空工厂，其产品填补了航空工业

空白，满足空军急需。1964年9月，我被

调到八机部，筹建保定油泵油嘴厂，与天

津拖拉机厂配套。1965年天拖下马，油泵

油嘴厂停建，我又转到保定机床修理厂，

将它改建扩建为保定地区机床厂。这几年

真是指哪儿打哪儿，哪里需要哪里去。

1979年9月三机部通知，经国务院批

准，将沈阳航空工业学校改为沈阳航空

工业学院，培养规模为在校学生3000人。

建院之前，航院基建处首任处长常防谍三

次到保定，邀我回沈航搞改扩建。那时，

改革开放刚开始，哪儿都需要人。我在保

定建筑界小有名气，不久就要被推荐去河

北省设计院。但我反复考虑，从大的方面

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航空工业教育

建设校舍，培养航空工业人才意义重大，

回沈航继续搞建设也比较熟悉顺手。另

外，爱人李桂菊的老家在沈阳，也好互相

照顾。经过常处长再三努力，得到三机

部、河北省、保定市的支持，终于在1979

年6月我们全家五口回到了沈航。航院让

我担任基建处工程技术科长。

因航院1978年10月招生331人，1979 

年招生300人，急需教室，要新建应急教

学楼，三层2400平方米。我赶紧联系省设

计院出图，省建筑公司施工，1979年底就

竣工投入使用，解决了教学急需。根据航

院的总体规划，我建议下一步要先建801

教学楼，即航空系专用的教室实验室，由

设计单位设计了装配式结构，教室是三层

楼，为8米跨度双孔空心楼板，单层的实

验室，为预制柱、薄腹梁、6米跨度的大

型屋面板。

1980年，基建处贴出喜报，晋升我为

工程师。在工地大家都叫我谭工，其实到

此时才真正名副其实。在3%的涨工资指

标里，给我涨了一级，这也是我24年来

第一次涨工资。同年10月，我被任命为基

建处副处长，处长还是常防谍。11月增补

我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1年经过英语

考试，12月16日三机部通知，我晋升为高

级工程师。1983年11月，任命我为基建处

处长。1952年我在清华曾申请入党，直到

1984年6月30日才得到批准，宣誓入党，

实现了多年的夙愿。1986年学院聘我为研

究员级高工，1988年航空部颁发了批准认

定研高工职务的任职资格证书。

1983年，我曾经有机会调入军队单

位，享受师级待遇。我认为航院基建⽐炮

校基建更为重要，应该留在航院；常防谍

处长刚刚病逝，航院把基建重担交给我，

我应该担起这个责任。那些年，航院的基

建任务很繁重，除了需要建设教学楼和学

生宿舍、学生食堂外，还急需建设住宅。

在我建议之下，许树奎副院长请部教育司

到学校来开了一次基建计划会。当司、处

领导和部属各校参会人员看到航院许多家

庭住在“半间房”“一间房”的情况，都

表示同情。有了部里支持，住宅的建设加

速。1980—2000年的20年间，总计完成

了20栋住宅楼，住宅面积约为70,000平方

米，经过不断地调整住房，大家安居乐

业。遥想当年，教职工争先恐后分房的热

闹场面，仍然历历在目。

在基建处的管理上，我要求公私分

明，各尽其责。特别是国拨材料不能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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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几次有人要买胶合板、玻璃等调拨物

资，我都没有批准。我还到部里申请，经

批准成立了沈航建筑设计室，资质丁级，

组织起各专业人才搭起设计班子。我们先

做院里的设计项目练兵，如3号锅炉房，

基建处办公室三层小楼，工厂的油库、易

燃品库、毒品库、销售办公室，等等。

1986年，我57岁，到了退二线年龄，

学院发红头文件，让我担任基建处总工程

师。退二线后，成都航校邀请我去组建成

航建筑系，任系主任；有人邀我去深圳南

海石油上班，我都未去，一心想把航院的

事情做好。1991年，学院组织部通知我退

休，当天就办完退休手续，基建处处长林

友森让我补差，继续担任总工程师。许树

奎副院长退休后到基建处当顾问，和我在

一个办公室，共同研究航院的发展建设。

1993年1月，杨者青院长要求基建处

自己挣钱发工资。林处长组织成立建行航

院储蓄所，由基建人员经营，挣代办费。

1992年底，我参加筹建南科建筑设计公

司，任副总工程师。第一设计室由东北设

计院退休技术人员组成；第二设计室由东

北大学基建处退休人员组成，我兼任室主

任；第三设计室是铁西的。1993年，林处

长把沈航设计室加入南科公司成为第四设

计室，并任室主任，开始收设计费，以增

加基建处收入。

1993年起，我带领第四设计室，为航

院设计了八栋住宅楼、五栋学生宿舍，还

有航院培训中心、自动化锅炉房、新图书

馆、新体育馆、容纳5000个座位的400米

跑道体育运动场、教学实习基地厂房、带

钟的实验楼等。1999年，我获得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证书和图章，对沈航后期的几栋

教学楼和厂房的结构设计可以盖章出图。

到2002年，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北陵校

区全部建成，成为拥有400亩土地25万平

方米校舍、在校学生7000人的高等学府。

建设沈航新校区

到了2003年，北陵校区已远远满足不

了学校发展的需要，只好到沈北新区谋求

发展。起先学校只是想北去8公里，在道

义一村买地扩建，后来决定将北陵校区全

部土地拍卖置换，航院全部搬迁到道义

新校区去。学院决定组建“新校区建设指

挥部”，人员由各处抽调，基建处全员加

入，副院长芮小苗担任总指挥，聘许树奎

和我为顾问。2004年6月6日，指挥部全体

入驻新校区，开始道义校区的建设。2004

年9月19日举行了奠基典礼，并打下了第

一根混凝土桩。

这次建设项目多、工程量大，等于要

从零开始建设一座新的学校。在我们编制

总体规划和单体设计任务后，通过招投

标、评标、定标来确定设计单位和施工单

位。新校区图书馆评标后由北京市建筑设

计院设计中标，图书馆方案设计者是我大

儿子谭辽川。他生在航校，长在航校，曾

就读于航校子弟小学，也算是航校培养长

谭家骅学长 ( 左 ) 与其子谭辽川在沈航新

校区图书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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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怀着对沈航的感情，他反复按学院

领导的建议完善图书馆的方案。图书馆为

圆环形，外径108米、9层高、4万多平方

米，造型有航空航天丰富的内涵。建成后

成为学校的地标，加之使用管理得当，现

成为省市的优秀图书馆。

我在新校区的建设过程中，提建议、

审图纸、下工地，深入实际、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参与考察，积极建议采用先进

的设计方法，运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

料，工作热情和努力程度一点不亚于建

设北陵校区时期，实际起到了技术总工程

师的作用，被指挥部评为技术工作二等奖

获得者。经过大家的努力，到2011年，道

义校区1500亩土地上已建成建筑60多万平

方米，一座适用、经济、环境优美的崭新

校园完全建成，可容纳在校生两万多人。

2010年，航院更名为“沈阳航空航天大

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在沈航工作的几十年中，有奖励的喜

悦，也有失误犯错的时候。在新校区体育

馆建设中，我仔细审图，发现比赛馆的屋

顶网架设计图少了一根杆件。支座的三根

钢管没有“对中”到铰支座中心会造成

结构失稳的大事故，就立即让哈工大设计

院改正、补图，避免了大隐患。后来在现

场，我无意中又发现，工地图纸标出的比

赛馆钢网架钢柱底混凝土支座位置尺寸与

记忆中的位置不一致。回到办公室一查图

纸，果然相差45厘米，无法安装。我们马

上通知设计院修改位置尺寸，并立即通知

钢结构制作厂家马上停工。幸好南方的钢

结构工厂还没有开始制造加工，这就避免

了24组钢柱大返工的重大事故，也避免了

经济损失和工期延误的严重后果。

从2003年到2011年，我参加道义新校

区建设已九个年头，时年82岁，就此完全

退休下来。

2021年10月20日，沈航举行“沈阳航

空航天大学建校70周年校旗传递启动仪

式”，我代表第一批建校者荣幸地成为校

旗传递的第一棒传旗手。在小东门外珠林

路2段2号航校临时校址，接过时任党委书

记翟文豹手中的校旗，我挥舞着校旗，欢

呼着：“祝沈航生日快乐，祝沈航越来

越好！”之后，到沈航北陵老校区，在

原校名匾牌前将校旗传递给了第二棒传旗

手，此后，校旗在全球沈航校友之间传递。

回想沈航在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

时，为我们这些1952年参加建校的人设

了专座，我感到莫大荣幸。我要感谢沈

航为我提供的工作平台，在沈航总计工

作了43年，算上在保定工作17年，使我

能为祖国健康工作60年。我这一生已走

过95个春秋，回顾过去，光阴似箭，只

建了一座学校和两个工厂，平凡低调，

无怨无悔，舍的少，得的多，没有虚度

年华。

2021 年 10 月，沈航举行“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建校 70 周年校旗传递启动仪式”，时任党委书记

翟文豹代表学校将校旗交给第一棒传旗手、沈航第

一批建设者代表谭家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