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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大学航空学科的建设发端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

学分别于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４年开设了航空课程。１９３５年北洋工学院创设了航空工程组。

１９３８年西南联大设立航空工程系。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开办航空系。云南大学、

西北工学院、中国工业专科学校等开办了较小的航空工程系。至１９４９年，全国大学航空学科共毕

业学生约１０００人。民国大学航空学科的建设为新中国航空学科的发展储备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留下了教训，对当今高校航空学科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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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国大学航空学科的建设、发展的研究尚

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迄今尚无专门的专著、

论文论述。姜长英《中国航空史》第六章《航空工程

教育和研究》对新中国成立前各大学的航空工程教

育做了简要的叙述。姚峻《中国航空史》对民国大

学航空学科的论述更为简略，只几百字的文字叙

述。中国航空工业史编修办公室编《中国近代航空

工业史１９０９－１９４９》第五章《抗日战争时期的航空

工厂》第二节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民国时期飞潜学

校、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

等８所院校的航空学科建设。渠长根《民国杭州航

空史》对浙江大学的航空学科建设做了简要的介

绍。上述著作皆不是论述民国航空学科建设的专

书，对民国航空学科发展方面的史料挖掘尚不够深

入，也没有做全面的分析论述以总结其得失。沈元

等《回忆联大航空工程系》一文，对西南联大在昆明

办理航空系的情况作了简要叙述。姜长英《回忆上

海交大航空门和毕业生名单》、朱健主编《交通大学

师生抗战回忆录》对抗战前后交通大学航空系的办

学情况多有涉及。回忆录应是挖掘民国大学航空

学科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姜长英主编的《航空史

研究》杂志对民国航空学科发展的历史提供了重要

史料。牛杰的硕士论文《留学生与中国近代航空教

育的发展》对民国大学航空学科的建设作了叙述，

也是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有关论述，但在档案史

料、回忆史料的运用上尚有挖掘空间。总之，关于

民国大学航空学科的建设、发展的研究尚未引起学

界足够重视，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本文即以民国

大学航空学科的建设、发展为选题，做一梳理、分

析，总结 得 失，为 今 天 的 航 空 学 科 建 设 提 供 历 史

借鉴。

一、民国大学航空学科建设的开端

自民国初年始，国内已经开始选派留学生去国

外学习航空工程，为此后中国航空学科的建设准备

了人才条件。最早的一批航空工程留学生是１９１５

年赴美的巴玉藻（１８９２－１９２９）、王助、曾诒经、王孝

丰４人。巴玉藻于１９１６年６月获麻省理工学院航

空工程硕士学位，１９１８年任福州船政局海军飞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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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处主任。“一年多时间后，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

造的第一架飞机———甲型一号水上飞机，在马尾飞

上了祖国的蓝天。”［１］３９１清华大学派出的王仕倬于

１９２７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学士学位，于

１９２８年获航空硕士学位回国。至１９３３年，清华大

学共派出１０名留学生学习航空工程。１９３３年民国

政府航空署选派了林同骅等３名学生赴美国留学

航空工程。１９３４年４月，中国第一个航空学术团

体———中国航空工程学会在杭州成立，钱昌祚任会

长。１９３４年航空委员会又考选了２５名理工科毕业

生赴意大利学习航空工程，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有季

文美、曹鹤荪、王宏基等１３人入选。以后派出的人

数逐年增多。据统计，１９３７年以前仅在美国学习航

空工程的就有６０人。抗战时期，日本空中力量的

优势使政府和莘莘学子更加意识到中国航空技术

的落后，因此出国学航空的人更多。通过政府选

派、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等几个渠道派出的航空工

程留学生每年达数十名。“据估计，抗战期间派出

的航空工程留学生人数在２００人左右。１９４９年以

前，中国派出学习航空工程的留学生总数高达３００
人以上。”［２］１８２留学人才成为中国大学航空学科建设

的中坚力量。

１９１８年，马尾海军学校附设飞潜学校，分飞机

制造、造船、造机三科培养学生，成为国内航空工程

教育的前驱，惜对后来的大学航空教育影响不大。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

华大学、北洋大学等高校先后开始设置航空课程，

航空学科建设在各大学陆续展开。

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技术处长钱昌

祚在中央大学工学院开设了最早的航空工程课程。

钱昌祚谓：“一九二九年起我曾连续三年有二学期

在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三年级兼授航空工

程学。”［３］３６１９３３年钱昌祚提出，航空“工程 师 之 训

练，宜于工科大学设立航空工程学系，即军官出身

者，亦可送至大学训练，可利用工科大学之普通工

程设备，得有良好之基础”［４］１３５。１９３４年，航空委员

会召开航空技术会议，决定在工科大学设立航空工

程系，并给予引导和协助。中国的航空教育开始从

机械工程学科分离开来步入正轨发展阶段。“是年

经资源委员会的建议由航委会补助一个大学设立

航空工程研究班，两个大学设立航空工程讲座。航

委会商准教育部同意，由中央大学招收大学毕业的

自动工程研究班（不用航空二字以求保密），……并

于交通大学、武汉大学辅助设立航空讲座……招收

大学毕业的机械电机工程学生二十五名，送意大利

都灵大学学习航空工程……其先在杭州考选的航

空机械人员七人，由我拟分配升学大学，赴美晋修

航空工程。”［３］４３１９３４年，中央大学开设自动工程研

究班，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设立航空讲

座。１９３５年，由航空委员会提供经费，南京中央大

学创设航空机械特别班，招收各大学工科毕业生，

学习航空课程一年半，实习２月后毕业，１９３７年毕

业了第一批学生共２１人。该特别班共办了３班，

先后毕业学生３３人。１９３７年中央大学开始招收航

空本科学生，１９３８年８月正式设立航空工程系，罗

荣安任系主任。航委会从意大利购买航空风洞，交

南京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使用。风洞直径１．２米，

收缩比为５，风洞气流速度为５５米／秒。中央大学

的航空学科建设颇得风气之先。

上海交通大学在开设航空课程的基础上，于

１９３５年在航空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支持下，

马翼周、姜长英等在交通大学主持设立了航空工程

门，“机械工程学院三年级学生纷纷转入该门学习，

１９３６年即有 航 空 专 业１２人 毕 业”［５］４９。马 翼 周 于

１９３３年获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任杭

州笕桥机场工程师，后回母校上海交大讲授航空工

程，为该校首任航空工程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

１９３４年 度 稼 成 奖 学 金，“拟 给 予 机 四 学 生 钱 学

森”。［６］钱学森于１９３４年夏考取清华庚款留学航空，

在王助、王仕倬两位导师指导下，先在杭州笕桥机

场和南昌、南京的飞机修理厂实习，１９３５年８月成

行。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钱学榘在《交大工程》第一

卷第 一 期 发 表《提 塞 尔 航 空 发 动 机 之 讨 论》一

文”［６］３１。钱学榘（１９１４－１９９７），杭 州 人，钱 学 森 堂

弟，空气动力学专家，曾任美国波音公司工程师。

１９３１年他以总分第四名考取交通大学机械专业。

１９３５年７月，以总平均８９．８７分名列全校第一名毕

业，先在清华大学任助教，１９３６年赴美入麻省理工

学院航空系留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其于１９３９年

回国，曾任中国政府航空委员会贵州省大方县飞机

发动机厂第二任总工程师。１９４４年，他返回纽约，

曾任全美交通大学联谊会会长。１９３３年，清华大学

在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２０名，上海交大毕业生表

现优秀。“考场分两地，一处在北京，一处在南京。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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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骅在南京中央大学的考场应考，考试的科目很

多，有 地 球 物 理、土 木、水 利、水 电 工 程、航 空 等

等。”［７］１７“不料有一天，在去洗澡的路上顺便买了一

份报纸，他一看可不得了，清华留学生的录取名单

揭晓了，竟然榜上有名，而且是被录取读‘航空结

构’专业。”［７］１７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６日《交大三日刊》（第

３２０期）刊登报道，本校有３名同学考取清华官费出

国留学生，均赴美深造航空工程，他们是：顾光复

（机械工程学院毕业）赴麻省理工学院学航空工程，

刘史缵（机械工程学院毕业）赴密歇根大学学航空

工程，林同骅（唐院土木系毕业）赴麻省理工学院学

航空工程。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交大三日刊》（第

３３８期）公布本校考取留学人员名单：丁履德（机械

专业毕业）考取教育部选派留欧工程生（总共录取

２５名，本校占１３名，其中机械专业占４名）；钱学森

（机械工程学院毕业）考取清华留学生（其中机械专

业占１名），赴美 学 习 航 空 工 程。丁 履 德（１９１２－

ｌ９７２），字骥甫，山东日照人，著名内燃机专家，曾发

表《螺旋桨叶素原理性能曲线直接积分法》《飞机发

动机废气喷射推进之商榷》等论文。他于１９３４年

赴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研究院留学，１９３７年获工学

博士学位回国，先后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航空机械

学校教官，西北工学院、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

授。１９４５年３月，其赴美国耶鲁大学机械研究院学

习，后至美国纽沃克工学院任教。他于１９４７年回

国，先后在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任教；１９５０年被任命

为山东大学工学院院长；１９５２年秋，任山东工学院

院长、教授。顾毓琇谓：“１９３５年……清华招考……

专习航空，钱学森当选，由国内培训一年，由王士倬

指导，后赴 ＭＩＴ及ＣＩＴ，成为冯·卡 门 教 授 之 高

足。”［８］３７１９３６年２月，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添设自动机工程门，分设汽车组与飞机组，前者以

汽车工程、汽车计划等课程为重点，后者以航空工

程、飞机引擎等课程为重点。上海交大航空工程学

科表现出了骄人的成绩。钱学森曾说：“１９３５年秋

（我）就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航空工程系学

习。这才发现，原来不知，上海交大的课程安排全

部是抄ＭＩＴ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都是一样的。

上海交大是把ＭＩＴ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

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已是世界先进水

平的。”［５］９

清华大学的航空学科建设不是最早，但发展最

迅速、阵容最强大。１９３２年，王仕倬到清华大学机

械系任教，“主要精力放在筹建航空工程系及风洞

设计上。我与冯·卡门教授取得通信联系。清华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招 考 官 费 留 美 学 生，其 中 有 钱 学

森。”［９］４６“（１９３３年）８月，庄前鼎、王士倬筹设航空工

程组。国防设计委员会拟于下年度在清华设置航

空讲座。”［８］３５“（１９３４年）夏，航空工程组王士倬教授

设计制造五英尺口径之实验风洞，由张捷迁襄助。

翌年４月完工，为中国自制之第一具风洞。”［８］３６“一

九三四年夏机械工程系即已规模初具，并设立了航

空讲座……在机械系还加设航空组，选择学习成绩

优良、志 愿 学 习 航 空 工 程 的 学 生，编 入 航 空 组 学

习。”［１０］１３９“（１９３５年）秋，航空工程组正式开班。冬，

高压实验室装置完成。”［８］３８清华大学的航空学科建

设在师资、实验条件上已居国内领先地位。１９３６年

２月，清华大学在冯·卡门的介绍下，从美国聘请

华敦德教授前来讲授航空学，另外还聘了几位中国

教授，学科发展迅速。同年６月全国第一批学习航

空工程专业的毕业生（１９３６年清华大学第一批机械

工程毕业生中有８名是航空专业的）毕业。１９３６年

清华航空研究所成立，由航空委员会给予补助，顾

毓秀和庄前鼎分任正副所长。该所开展了空气动

力学研究，进行了高空气象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

了飞机结构和材料方面的研究。另外，研究所还研

究了直升机，设计、制造了滑翔机。１９３７年夏，冯·

卡门教授应聘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来北平讲学。

１９３３年，浙江大学机械系开设了航空工程课

程，由机械系学生选修。１９３６年，浙江大学在机械

工程学系下设立了航空工程门。“北洋工学院教授

邓曰谟仿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１１］２１３１９３５
年北洋工学院于机械工程学系开办航空工程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的航空学科建设在各地大学

有序开展。日寇侵华，打乱了其发展进程。

二、抗战时期大学航空学科的建设

抗战军兴，国步艰难，中国各大学的航空学科

惨淡经营，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１９３８年秋，西

南联大依教育部命令设立航空工程系，清华航空研

究所自成都迁昆明。１９３９年，清华航空系开始招收

航空工程研究生。在国内各大学中，清华航空系规

模最大，条件也最好，取得的成绩也最大。“１９３９年

春，又决定在昆明白龙潭建造五英尺口径航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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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它的构造与抗战前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航空

组建造的全国第一座五英尺口径回气风洞相似，而

其长度则展至七十余英尺……一九四〇年夏全部

竣工。”［１０］１４２这 是 当 时 国 内 唯 一 可 用 的 航 空 风 洞。

清华航空研究所还制造初级滑翔机两架及中级滑

翔机一架。“举行献机命名典礼时，清华大学航空

研究所制造的滑翔机，一架命名为‘清华号’，一架

命名为‘昆明号’，另一架参加展览。”［１０］１４４

中央大学从１９３７年开始招收航空本科学生。

抗战时，中央大学迁到重庆，航空教学用的三架飞

机全部运了出来，１９３８年８月正式建立航空工程

系，有航空委员会奖学金、航空工程学会奖学金专

门奖助航空工程专业学生。到１９４０年，航空机械

特别班共毕业三批学生共３３人。１９４０年秋，中央

大学航空系已有学生１２５人。到返回南京时，中央

大学航空系有风洞、发动机、仪表和结构四个实验

室。１９３５年秋，上海交通大学在机械学院自动机工

程组内增设航空门，于１９４０年设立重庆分校。１９４１
年，交大机械系分铁道、汽车、航空、造船四组，到

１９４２年夏，共有７届毕业生７２人。１９４２年交大增

设航空工程系。“从重庆到上海，９班航空工程系毕

业生共１８０余人。”［１２］５９６１９３８年７月，西北国立工学

院成立，初设土木、电机、化工、纺织、机械、矿冶、水

利、航空８个系，航空学科有一定发展。

抗战期间航空学科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航空委员会的航空研究所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７
日在成都建立，后改为航空研究院，黄光锐和王助

担任正副院长。这个研究院人数最多时有１００余

人。在抗战期间，该研究院开展了空气动力学、发

动机、飞机设计以及结构和材料方面的研究。该时

期还出现了航空专业杂志《航空工程》，成为各大学

航空学科发表科研成果的园地。该杂志于１９３９年

创刊号刊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协助科学工作人

员工作报告书》，其中报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程

学科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９年１月主要的工作即是

研究飞机机翼之结构及其制造，认为“机制成品方

面，自不如欧美。所幸者天然富藏不少，加以廉价

之人工，自可在制造方面另辟一径”［１３］７９。

这时期我国航空科学家也获得了不俗的科研

成绩。清华航空研究所教授林同骅在《美国航空学

会学报》发表《薄层板剪力的研究》。上海交大毕业

生林士谔于１９３５年９月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研

究院学习，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陀螺仪表专家德

雷珀博士，入学后翌年即获硕士学位，１９３９年６月

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飞机自动控制理论》

中提出的高阶方程劈因解法后来被国际数学界以

他名字命名为“林士谔法”。他本人也成为国际知

名的航空自动控制专家。在异国的学业一完成，

１９４０年林士谔立刻返回祖国，任职成都机械学校、

航空研究院等，投身航空工程研究事业。

机械学专家王洪星于１９３６年考入北洋工学院

航空系。抗日战争中，王洪星随校远赴西安继续学

业，１９４０年毕业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数年后赴美

进修实习。回国后，王洪星到母校北洋工学院机械

系任教，后任该校航空工程系主任。航空教育家王

绍曾早年留学法国，他放弃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

机会，转而进入法国国立高等航空学校攻读航空工

程。“当时他写下了‘研习物理本夙志，为报奇辱改

航工，他日应得偿宏愿，冲天铁翼啸东京’的七言

诗，表现了他弃理学工走‘航空救国’的志向。”［１４］５７

作为该校唯一的中国学生，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

航空工程师学位和洛氏（ＲＯＣＨＥ）奖金，受聘于法

国席格玛（ＳＩＧＭＡ）航空发动机工厂任设计工程师。

当欧亚间交通一恢复，他就立刻辞去条件优渥的工

作，回到祖国，投身抗日的大后方，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

任云南大学航空系主任。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于

１９４４年开办航空系，四川大学于１９４５年开办航空

系。还有一些学校开办了较小的航空工程系，如云

南大学、中国工业专科学校等。

在外患叠侵的艰难形势下，抗战期间的中国航

空学科获得一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

地也积极筹办军事航空，１９４１年成立了延安航空学

校，１９４３年军委成立了航空研究组，１９４５年又在东

北成立了航空学校。这些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筹

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打下了基础。

三、战后复员时期大学航空学科的建设

战后，搬迁到大后方的各大学纷纷复员回原

址，航空学科也随各校恢复到原址发展。１９４７年中

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有专任教授６名，教职员共１３
名。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北洋大学搬回天津，１９４６年１月

复校，１９４６年５月茅以升任北洋大学校长，恢复了

航空工程学系。西北工学院继续办理航空系，有教

授７人，助教４人，到１９４９年毕业１００余人。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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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航空系有教授７人，助教４人，１９４８年第一届

毕业生计１０人。厦门大学航空系有教授７人，助

教３人，１９４８年第一届毕业生约３０人。１９４９年上

海交大航空系有教授７人，助教３人，航空系学生

到四年级分成空气动力、空气结构和发动机等３
组，交大航空专业总计毕业生１８０余人。清华大

学、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系是当时国内

规模最大的。到１９４９年，清华大学航空系共毕业

２００人左右。三个学校到１９４９年时已毕业航空工

程学生达５００人。此间，云南大学航空学科的建设

可圈可点，航空系主任王绍曾辛勤经营，积极网罗

人才，创造教学科研条件。“到１９５１年云南大学航

空系从初建时仅有一名兼职教师发展到近１０名

（其中教授、副教授５名），开出了空气动力学、飞机

构造、发动机设计等近十余门专业课及部分专业基

础课。实验室从无到有，建设起近千平方米的各类

实验室和陈列室，开出了发动机装拆、风洞、飞机仪

表等实验课，招收了七届学生，培养出了四届毕业

生。”［１４］５９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９年前国内各大学培养

了约１０００名航空专业人才。

由于政治、经济大环境的限制，民国各大学航

空学科惨淡经营，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航空学

科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有一定发展，为新中国航

空学科的发展储备了人才，积累了经验，留下了教

训，其学科创设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人才是民国航空学科发展的关键，留学生群体是民

国大学航空学科建设的主体力量。民国大学航空

学科建设与国家忧患息息相关，多难兴邦，多难兴

学。时代的背景、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民国

大学航空学科发展的道路是曲折艰难的。当今航

空学科教育已成蒸蒸日上的势头，亟须寻求中外智

慧尤其是中外办学的历史智慧作为借鉴。民国大

学航空学科教育从无到有、做大做强的历史进程无

疑对今日的大学航空学科建设有 着 一 定 的 借 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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