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焦点 2025年2月8日星期六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黄旭华在家中排行老三，
父亲和母亲都学过医，在当地
开诊所和药房治病救人，颇具
声望。在父母的影响下，黄旭
华最初的人生理想也是成为一
名医者。

1938 年，日本全面侵华进
入第二年，黄旭华为了求学，翻
山越岭，步行了整整四天，才找
到了为躲避日寇而搬迁的中
学。但即便是在山区的草棚子
里上课，日机也常来侦察轰
炸。日机一来，老师就拎起小
黑板，领着学生钻进甘蔗地或
山洞里。这从天而降的夺命炸
弹，竟然是一个从小在渔耕社
会长大的农村孩子最早见识的

“现代化”。
1939年夏天，黄旭华回到老

家，正逢日机多次轰炸，黄家的
老屋就在海边，黄旭华和他的兄
弟妹妹站在屋顶上，一次次眼睁
睁地看着天上日机五六架一群，
依次从空中俯冲下来，把停泊在
海边的一艘艘渔船炸毁。虽然
父母希望他也继续行医，但是炸
弹的冲击彻底改变了黄旭华的
想法，他说：“学医只能救人，我
要救国。”

怀揣着报国梦想，1945年7

月，黄旭华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
取了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船舶
制造专业。9月入学报到时，交
通大学尚在抗战期间内迁到重
庆的九龙坡校园，随着抗战胜
利，黄旭华随交大全体师生迁回
上海老校园上课。

虽然考进交大时是班上第
一名，但黄旭华还是很快就感受
到了学习的压力。那时交通大
学老师授课用的都是英语，教
材也是外国原版的，想要找
一本中文的专业教材，
根本无处可觅。课
堂笔记自然也是
英 文 ，甚 至 连
试 卷 也 是 英
文。在这样
的环境熏陶
下 ，学生锻
炼出了很强
的外国科技
文 献 阅 读 能
力。同时交大
学生的学习面很
广，多年以后，黄旭
华依然强调，当初在母
校培养的宽广知识面，让自
己能够应付后来遇到的多方面
的工作需要。

“此生属于祖国、属于核潜艇”
上海交大师生深切缅怀“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院士

“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旭华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在湖北武汉逝世，
享年99岁。上海交通大学师生深切缅怀黄旭华院士。当年，他掷地有声的誓言再次浮现：“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
核潜艇，献身核潜艇事业，此生无怨无悔”。他的故事，被师生们久久传颂。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江倩倩 张文清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上，黄旭华荣获2019年
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说：

“我们的人生可以用两个字来概
括，一个是痴，一个是乐。痴，是
痴迷于核潜艇，献身于核潜艇，
无怨无悔；乐，科研生活极为艰
苦的条件下，我们是乐在其中，
苦中有乐，苦中求乐，乐是人生
的主旋律。”为支持学校教育事
业发展，激励优秀毕业生积极投
身祖国国防事业，黄旭华在母校
设立了“黄旭华奖学金”，以奖励
学校矢志投身国防等重点行业
的应届毕业生。

作为首批从事核潜艇事业的
“先驱者”之一、第一代核潜艇船体
设计的总负责人、第一代核潜艇最
终形成完整战斗力的总设计师，以
及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黄旭华

这个名字，已成为爱国奋斗的象
征，也激励着全体交大人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在上海交
通大学闵行校区有一条“旭华
路”。这条路与“元培路”“叔同
路”“学森路”等一起，构成了交大
校园内文化氛围浓厚的“大师之
路”。交大师生用自己的方式向
黄旭华院士致敬，这些“大师之
路”也作为“无言之师”，讲述着学
长们与母校之间的动人故事。

除“旭华路”外，交大也有一
个“旭华班”。在2024年上海交
通大学强基计划招生简章中，首
次将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作为
新增专业纳入强基计划，这一新
增的强基专业定名为“旭华
班”。“旭华班”采取本博衔接贯
通培养，最大程度缩短人才培养
周期，希望通过持续深化船海领

域工程教育改革，以培养适应和
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卓越工程科技人才为目标，
打造世界船海领域工程创新中
心和人才高地，提升国家硬实力
和国际竞争力。

黄旭华曾语重心长地对交
大学子提出殷切希望：第一，需
要有扎扎实实的知识基础，而且
面要广；第二，要有思想准备要
自力更生，争取外援可以不放
松，但是立足点是我们自己；第
三，创新的道路不可能平平坦坦
的，往往是要经历不少个反反复
复，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第四，科
学发展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黄旭华院士的成就、为人和
对母校的情感，是上海交通大学
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一直激励着
交大师生奋发向上，勇攀高峰。

1996年，上海交通
大学迎来百年校庆之际，

黄旭华回校，以《发扬母校优良传
统，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核潜艇事
业》为主题，与母校师生座谈交
流。黄旭华深情地表示：“我永远
感谢母校的培育，感谢母校给了
智慧和本领。是母校的荣誉和祖
国的重托，激励着我勤奋工作，开
拓向前！”

2010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
湖北校友会在武汉成立，黄旭华
当选为名誉会长。2011年4月，
在上海交通大学纪念建校115
周年之际，黄旭华欣然回到母校
参加庆祝活动，并在校庆大会上
获得了学校颁发的“杰出校友卓

越成就奖”。2013年10月，上海
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
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系70周年
系庆之际，黄旭华来校出席海洋
强国论坛，共话海洋强国战略。
他还积极参与和支持地区校友
会活动，担任湖北校友会名誉会
长，为推动校友工作贡献力量。

在上海交通大学，黄旭华学
长与“两把椅子”的故事一直是师
生校友心目中的美谈。2017年，
黄旭华光荣当选为“全国道德模
范”，和600名全国道德模范代表一
起，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看到
黄旭华年事已高，习近平总书记
主动移开椅子，一再邀请黄旭华

坐在自己身边，这成为全国关注
的焦点。

2016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
学纪念建校120周年大会现场，
年届九旬的黄旭华作为校友代
表发言，他轻轻地推开了学校为
他演讲准备的座椅，坚持站立着
向大家讲述心中的“交大精神”，
让无数人为之动容。当黄旭华
以颤抖而坚决的语调说出“此生
属于祖国，此生属于核潜艇，献
身核潜艇事业，此生无怨无悔”
时，全场掌声雷动。当时，青年
报曾以整版篇幅报道了这则故
事，他如深海中潜艇般无声但有
无穷力量的大师风范与人格魅
力催人奋进。

交通大学拥有百余年历史
的徐汇校园，承载着黄旭华大
学时代的美好记忆。大一、大
二期间，黄旭华居住在“新中
院”宿舍，大四时移居到“执信
西斋”。

在交大就读期间，黄旭华参
加了交通大学的进步学生社团

“山茶社”。黄旭华和伙伴们通
过这个阵地，以各种形式演出大
量蕴含进步思想的剧目，产生了
广泛的社会影响，黄旭华也因为
在“山茶社”的卓越努力，不仅成
长为“山茶社”后期的负责人，而
且其思想也渐渐发生了实质性
的演变，逐步成长为地下党培养
的进步青年。

除了组织和参与“山茶社”
的各项活动，黄旭华还是上海许
多重大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见
证者。在著名的师生自驾火车
赴京请愿的“护校运动”中，黄旭
华一腔热血，振臂疾呼；在让国
民党当局悚然心惊的“五四营火
晚会”中，黄旭华敢为人先，不仅
积极参加各种表演，而且竭力维
护晚会秩序，阻挡特务的破坏；
在“大江歌咏团”与“晨社”里，黄
旭华更是身先士卒，机智地与国
民党当局周旋，领导同学们坚持
对敌斗争。凭借进步的思想、出

色的表现，成长为地下党培养的
重点对象。1949年4月，黄旭华
在交大校园里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他一直记得当初立下的铮铮
誓言：“党需要我冲锋陷阵时，我
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党需要我
一滴一滴地流血时，我就一滴一
滴地流！”

2019年9月29日，在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前夕，党龄与共和国
同龄的黄旭华，光荣地获得了

“共和国勋章”。

追寻“造船报国”梦想
以专业第一考入交大

从山茶社中成长
1949年在交大入党

交大有条“旭华路”有一个“旭华班”

感恩母校培养 关心母校发展

位于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的
山茶社纪念碑。

▲黄旭华在上海交大120周年校庆大会“推开椅子”，坚持站立讲述心中的
“交大精神”。

交大师生缅怀黄旭华院士。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