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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
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丹徒（今
镇江）。桥梁学家、教育家。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1952 年加入九三学社，
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
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
1984 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
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
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
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
会理事长。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
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
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
名誉理事长。

茅以升 1982 年被选为美国国
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84年当选为
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名誉委员。
他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
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
茅以升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
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使我国土力
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
地位。

创新是推动科
学技术发展、形成先进生产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今年初，镇江市
发布了《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强市行动方案》，着眼于积

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深入实施“876”创新引领工程，明确了
新兴产业8个、未来产业7个、传统产业6个共21个重点产业方向，以
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壮大、以创新培育未来产业、以创新推动传统产业
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
技工作者长期科技实践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2019年 6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对“科学家精神”做出全面概括：它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

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
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对于镇江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议应该要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
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进一步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争做重大
科研成果的创造者、建设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
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茅以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
家，是我们镇江老一辈的杰出乡贤。他在长期的科学技术实践中所
形成的精神财富，既有“科学家精神”的基本内涵，又具有他自身的鲜
明特色。研究并弘扬茅以升先生的“科学家精神”，对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号召，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
自立自强、脚踏实地把我国建设成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是为了纪念茅以升先生，于1991年

由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科协、原铁道部、中国土木工程学
会、北京市科协、西南交通大学等有关单位发起并捐资设立的，旨在
继承茅以升先生的遗志，推动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基金会
成立以来，以弘扬茅以升先生“爱国、科学、奋斗、奉献”的崇高精神为
宗旨，围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科技自立自强”
等国家战略，开展了科技奖励、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科普教育、公益
慈善等一系列活动。

镇江市为纪念家乡先贤茅以升先生，促进家乡科技、教育和土木
工程事业的发展，鼓励对家乡作出贡献的土木工程人才、优秀教师、
优秀学生，与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茅以升家乡奖”，至
今已评选了 32届。许多获奖者为镇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

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把科技、人才、创新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
使我们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备受鼓舞，也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让
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学习践行
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承弘扬茅以升等老一辈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
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系茅以升女儿、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茅玉
麟在5月19日召开的“镇江很有前途”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的发言
摘编）

茅 以 升 在 《桥 梁 远 景 图》
中，描绘了各种各样的桥，毛泽东
曾称赞他：“不仅是科学家，还是
个文学家。”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在《桥梁专
家茅以升》一书中指出：“茅以升对
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
的。”他为中国科学普及事业乃至
科技馆、科技报建设等方面作出的
重大贡献，并不为更多人所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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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玉麟：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茅以升心念家乡，家乡也以他为荣。
1991年，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科协、原铁道部、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北京市科协、西南交通大等有关单位发起
并捐资设立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随后，镇江与茅以升
科技教育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茅以升家乡奖”，至今已评选了
32届，涌现了一批为镇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教育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2004年，镇江将镇江市第二中学（现崇实女子中学）命名
为茅以升中学。茅以升与市崇实女中结缘于上世纪70年代末。
作为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创建的中国物候观测网点之一的市第
二中学“物候观测站”，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编写的《镇
江的四季划分与镇江的自然历史》被中科院汇编入《中国的自
然历》。家乡的一所普通中学取得的科研成果，深深感动了时
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和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茅以升。
1979年全国首届青少年科学讨论会以后，镇江二中的孩子们
和茅以升老人之间鸿雁传书，结下深厚友谊。

多年来，茅以升中学以茅以升精神为科技之桥，特别提炼
茅以升“爱国、科学、奋斗、奉献”这4个最重要的精神，列入校本
教材。除了利用茅以升纪念馆，国旗下的讲话、学生入校的教育
讲座、黑板报等形式宣传茅以升精神之外，每年清明节的时候，
学校团员、教师党员、青年教师、中老年教师代表都会带领学生
一起到茅以升墓开展扫墓活动，弘扬茅以升精神。此外，每年还
借助茅以升科技节，培养学生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能力。

2020年，九年一贯制学校镇江市丹徒区茅以升实验学校
揭牌。学校十分重视科学课程的实施和建设，以科学课程教育
为核心，综合实践活动相结合，营造科技教育特色氛围。办学3
年来，学校教学质量居同类学校前列，学校获省、市、区集体荣
誉31项。学校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共获奖项50余项，其中
省级赛课获奖10项。

2023年，江苏科技大学设立“茅以升班”。至此，我市实现
了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茅以升命名的全覆盖，彰
显了茅以升精神在镇江代代相传，生动展现了镇江科教和人
才对发展的引领力、推动力。

2023年以来，茅以升家乡奖进行重大改革，全面走向社
会。改革后的茅以升家乡奖下设“优秀教师奖”“优秀学生奖”

“优秀土木工程人才奖”三个奖项，含金量更高、示范性更强、
影响力更大。

润扬大桥通车后不久，镇江特地在世业洲建了“茅以升纪
念馆”，在他的老家丹徒区修建了六车道的“茅以升大道”；茅
以升纪念馆新馆于今年5月24日正式开馆……镇江永远铭记
这位优秀乡贤。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茅以升“爱国、科学、奋斗、奉献”的
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家乡人民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小满一过，麦浪泛黄。
在万物向荣的五月，镇江迎来一场久违

的盛会。明天，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三
十三届颁奖大会将在我市举行。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城市荣耀。
128年前，茅以升出生于镇江市区五条

街。他，23岁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现为
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
位工科博士；37岁主持建造中华民族历史
上第一座铁路大桥。他，一生学桥、造桥、写
桥，被誉为“中国现代桥梁之父”。

1991年，在他去世两年后，以他名字命
名的“茅以升科学技术奖”设立，并于1999
年首次在镇江举办颁奖大会。时隔25年，
这一被誉为我国土木工程界最高奖项的颁
奖大会，再一次“回”到了茅以升的故乡。

1987年，茅以升最后一次回到镇江时，
曾向故乡深情喊话：“很荣幸，我是镇江人。”

其实，家乡人一直想说：“很骄傲，你是
镇江人。”

孩童时期的一个念想，往往有着令人惊讶的力量。
1896年，茅以升出生于镇江。10岁那年的端午节，已随家人

迁居南京的茅以升观看秦淮河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
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
件也压在了年少的茅以升心上，少年立志：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
结实的桥。

那时的茅以升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就是祖国最坚实
的“桥”。

1911年，茅以升考入唐山路矿学堂。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
是全班第一。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同年
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
位。经导师贾柯贝介绍，他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
业余时间到卡耐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
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

“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
奖章。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后，他谢绝了国外多家公司的重金聘
请，怀着“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志向毅然回国。

1933年3月，茅以升同时收到了两封来信，邀请他到杭州主
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座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
人造的。茅以升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有能力修好
这座现代化大桥”。

1934年 11月 11日，钱塘江大桥举行开工典礼。随后的几年
里，茅以升为大桥日夜忙碌，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
法”等技术创新，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难题。

1937年，大桥快要竣工之际，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战火烧
到了钱塘江边，新生的钱塘江大桥面临被炸毁的命运。9月26日
清晨，第一列火车终于从大桥上通过。为了不让修好的桥落入日

本人手中，茅以升拿出了设计图纸，在 14 号桥墩上画了一个
圈——那是用来埋藏炸药的地方。

1937年 12月 23日，日军从北面攻入杭州，在日军到达江边
之前，钱塘江大桥起爆了。茅以升挥泪作下《别钱塘》七绝：陡
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终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全
部修复工程结束。至此，茅以升主持的钱塘江大桥工程，前后14
年，经历了建桥、炸桥、修桥3个时期，这在古今中外建桥史上
也是十分罕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任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
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
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

1955年至 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
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
江大桥的任务。通车后的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
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毛泽东这样赞美这座万里长江
第一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茅以升不仅是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还是工程教
育家。他深知工程技术人才之于祖国的重要性，曾在海外奔走呼
号数十年，为国家迎回来一大批科技人才，并矢志于工程教育事
业。他曾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并创造启发式教育法，反对把学
生当作“受体”的灌输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变“考学生”
为“考先生”。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
前次学习的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
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
好，或老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如提不出问题，
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此法推行后，深受欢迎。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
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
的革命，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1962年，茅以升将自己
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 《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
度》，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好评。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在他眼里，桥不仅是工程，
也是文化。他高度重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
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
选为协会副主席。他认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
化，只有把科学普及工作做好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才有基础”。
在他发表的200多篇作品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
占1/3。他亲自撰写了《科学属于人民》《进一步开展职工科普工
作，迎接新的生产高潮》《科学与科普的十大关系》等文章，在
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 《中国石拱桥》 一文入选中学课
本，《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获1981年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
奖。1963年2月至3月间他在《人民日报》连续刊发《桥话》，广
受好评。

1985年，年近 90岁的茅以升抱着对党最大的忠诚，再一次
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1987年10月12日，时年已91岁高龄
的茅以升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夙愿终成现实。

1989年11月12日，93岁的茅以升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党
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万里、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同
志，同首都各界 500多人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著名桥梁专
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茅以升同志的遗体告别。

2001年8月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发布第43193
号公报通知国际社会，第 18550 号小行星于 1997 年 1 月 9 日发
现，这一天是茅老诞辰日，永久命名为“茅以升星”。

茅以升终生奋斗、追求不息，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
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
何名欤？曰奋斗”。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
毕生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
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
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2019年 9月 25日，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茅以升被评
选为“最美奋斗者”。

一代“桥魂”出镇江

美好的幼年时光，茅以升是在镇江度过的。他始终以镇江人为
荣，深爱故乡这片土地。成年后，他曾五次回到故乡。

第一次回镇江是1930年春，他34岁。那年，他因故辞去北洋工
学院院长，在老友力邀下出任江苏水利局局长。当时的江苏省会在
镇江，茅以升在镇江工作、生活了近两年，其间他为镇江奔走辛劳筹
建象山新港，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港口建设最终搁浅，但他心系家乡
的眷眷之心还是令人动容。

第二次回镇江是1948年，他52岁。1946年，茅以升的母亲在重
庆去世。1948年1月7日，他将母亲灵柩运到蒋乔嶂山墓地，将父母
合葬一处。

第三次回镇江是 1959年。63岁的茅以升赴江苏视察，来到镇
江，与镇江地方政府的负责同志亲切会面，畅谈甚洽。

第四次回镇江是 1984年 4月。已经 88岁高龄的茅以升到镇江
的第二天，就专程到镇江二中与学生代表欢聚座谈，勉励学生们：为
四个现代化勤奋学习。

最后一次回镇江是1987年9月29日。91岁的茅以升在参加钱
塘江大桥建桥50周年纪念活动后，返京途中特别来故乡镇江看看，
坐着轮椅游览了金山。接着，又去蒋乔嶂山祭扫了父母的墓。晚上
在伯先公园和家乡人民一起欢度国庆佳节。次日，茅以升又参观了
梦溪园，并留下了墨宝。

作为家乡党报，《镇江日报》一直关注和记录着茅以升与家乡的
互动。

1956年8月28日出版的《镇江日报》刊登了一篇《漫谈镇江（四）
文化名城》文章，文中说：“现代镇江也产生了不少的优秀人才。例
如铁道桥梁专家茅以升、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李方训、优秀的剧作家
和导演张骏祥，还有最近逝世的史学家柳诒徵等。”这是茅以升的名
字第一次出现在家乡报纸上。

1983年1月25日的《镇江日报》刊登了一篇《“我是镇江人”——
记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文章。这是家乡报纸第一次对茅以
升作专题报道。报道说：“去年11月3日，美国工程学最高级的学术
机构——‘全国工程学会’授予一位声名卓著的中国科学家以外国
院士称号，这还是该会破天荒的第一次。获得这一荣誉的就是出生
于镇江的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现代桥梁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87
岁的茅以升教授。”文章还报道了茅以升为1981年市科协主办的《镇
江科技报》题词的往事。

1981年，在镇江二中工作并兼任《镇江科技报》编辑的宋志成，
为编写《镇江科技人物志》，写信向茅以升询问一些情况。茅老寄来
了他写的《征程六十年》，并为《镇江科技报》题词“广泛开展科普活
动，为向四化进军做出卓越贡献”。

1984年 4月 5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工程卷》编委会在
我市一泉饭店召开成立大会。作为全国土木工程界专家学者的茅
以升回到了镇江。《镇江日报》记者范德平采访了茅以升，并于 4
月8日在《镇江日报》上刊发了《造桥，造出中国人的志气——访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文章。这是茅以升第一次接受家乡报纸
的人物专访。

1985年 8月 9日的《镇江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回忆文章《斋堂灯
火忆柳师》，作者正是茅以升。这是茅老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投
稿给家乡的报纸。在文章中，他深情回忆了与恩师——同样是镇江
杰出的乡贤柳诒徵的往事。他在文中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
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

‘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所起的
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

1985年，我市开展纪念沈括逝世890周年活动，聘请茅以升为
活动筹委会名誉主任委员。镇江派人赴京拜访茅老，作为随从人
员，《镇江日报》的记者呼延镇也因此有了在北京专访茅以升的机
会。10月10日，《“请向镇江人民问好”——记茅以升在北京和家
乡人的一次会见》 的文章在 《镇江日报》 上刊发。文章的最后
说：不知不觉竟谈了一个多钟头了，镇江去的同志怕影响茅老休
息，几次想告辞，可是茅老再三说：“不要紧，不要紧。”临别时

大家紧紧握着他的手，相约镇江开会时再见，茅老依依不舍地送
大家出门。一直走到大门口才留步。他说：“请向市委、市政府领导
问好，请向镇江人民问好……”

1987年，茅以升最后一次回到家乡，《镇江日报》也给予了详尽
报道。10月1日，刊登了《“很荣幸，我是镇江人”——茅以升与家乡
人民共庆佳节》，详细介绍了茅以升与我市千余名游园群众在伯先
公园共庆国庆佳节的盛况。10月9日，刊发《故乡情——茅以升在镇
江》，详尽报道了茅以升在家乡的点点滴滴。

1989年11月12日，一代“桥魂”“镇江骄子”茅以升在北京逝世，
终年94岁。

在茅以升生命最后时刻，神志已经不清的他还在叮嘱秘书：“小
郑，车来啦？快，我们回镇江……”

茅老的长女茅于美教授也曾回忆茅老十分思乡，愈老愈烈，“他
常常谈起镇江的香醋、肴肉和早点干丝。”

1992年 6月 3日，茅以升的骨灰由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回镇
江栗子山公墓安葬，他的大部分遗物也捐献给了家乡，了却了生前
的心愿。镇江人民热忱接纳自己的孩子魂归故里……

家乡筑起传承“桥”眷眷乡情动人心

1984年4月，为镇江二中学生们做科普讲座时，校长为茅老戴上
二中校徽。

茅以升公园

小记者参观茅以升纪念馆。

青年茅以升

江苏科技大学设立“茅以升班”。

茅以升纪念馆落成开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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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作家蔡永祥创作的
《茅以升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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