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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编        2012 年 3 月 15 日 

内容：西安交通大学钟兆琳教育思想研讨会举行 

钟兆琳生平（简历，早年生涯，在康奈尔大学，教书育人） 

                                                                          

西安交通大学钟兆琳教育思想研讨会举行 

3 月 14 日上午，西安交大科学馆 207 会议室座无虚席，来自国内 40

多名电机界精英老学长欢聚一堂，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参加“西安交通大

学钟兆琳教育思想研讨会”，共同探讨和总结我国电机工业的奠基者和教

育家——钟兆琳先生的教育思想。研讨会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首届

国家级教学名师马知恩教授主持，校党委常务副书记王小力教授、前党委

书记潘季教授、钟兆琳先生长子钟万劢教授、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参加研

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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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知恩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钟兆琳先生的生平。钟先生 1901 年 8

月 23 日生于浙江德清县新市镇，卒于 1990 年 4 月 4 日。1914 年 13 岁考

入交通大学附属中学，1918 年顺利升入交通大学，1923 年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1924 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系攻读研究生 1926 年获得硕士学位，

并进入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担任工程师。1927 年听从祖国母校的召唤，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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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舒适优厚的生活工作条件决定回国。钟先生是第一个在中国讲授电机

学的人，先前都是国外的教授在开设这门课。由此往后 60 余载春秋，他将

自己全部的爱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母校。尤其是 1956 年交通大学西迁，钟

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夫人多病，毅然带头西迁。教育学生严谨务实，

其启发式课堂教学更是为一代代学生和青年教师铭记于心。在半个多世纪

的教育生涯里，为我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电机工业人才，王安、钱学森、

江泽民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钟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学生，为人平易谦

和，淡泊名利，将自己的部分积蓄捐赠给学校设立“钟兆琳奖学金”，奖励优

秀学子。 

前校党委书记潘季讲述了自己 1952——1957 年在交通大学上学期间

聆听钟先生教诲的岁月。钟先生不但教会了他的知识，更教会了“好男儿志

在西方” 的做人道理。钟先生讲课生动风趣，能将抽象复杂的概念讲得非常

清晰透彻，善于突出重点、分解难点，为留出学生自学的空间，他对此记

忆犹新。随后，众多来自电气行业的钟先生的亲传弟子先后踊跃发言，深

情回忆钟先生的谆谆教诲以及人格魅力。姜全荣老学长讲述了钟先生对他

们 1958 年入学的一百余名“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特殊照顾与关心，回忆

钟先生强调电机的重要性：“没有电机就没有电，没有电就没有现代文明”。

退休教授周培白认为：“钟先生爱国、爱事业、爱学生的教育教学理念，值

得每个青年教师学习。应传承和发扬老交大的光荣传统，搞好教学工作；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每一个教师的天职”。电气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第六

届国家级教学名师获得者罗先觉教授总结了钟先生的教育理论实践活动，

提出了当前新的教育形势和评价机制下，各位教师应该研究教学方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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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高教学质量，把培养合格人才树立为教师的天职，回归大学教育的本

来面目。  

最后，王小力常务副书记对研讨会作了总结。他说：“各位老学长分享

的钟先生点点滴滴的细节感动着包括他在内的每位来宾，钟先生的爱国爱

校、生动风趣的教学风格，启发式的教学画面犹在眼前。以钟先生为代表

的老交大人留下的光辉业绩和教育思想是我们今天办好西安交大的宝贵财

富，学习和发扬老交大的优良传统，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使大学提供人民

满意的教育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学校近期正在开展的‘树立科学质量观，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大讨论，将继续探讨采取有效措施，激发教师尤其是中青

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王小力常务副书

记请各位老学长放心，众多校友和学长关注的目光和殷切期盼，将会激励

着交大人努力以先进的大学教育理念，敬业爱岗的精神，科学合理的教育

教学方法培养一流的人才。  

研讨会在各位学长和参会者踊跃发言的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钟兆琳生平 

 

1924 年赴美入康奈尔大学电气工程研究生院，

1926 年获硕士学位，随即任西屋电气公司工程师。

1927 年回国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1933 年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1934

年初，在电机厂设计制造电动机。他还指导华生电

扇厂生产他设计的频率表、同步指示器、功率表等。

http://www.hudong.com/wiki/%E5%8F%91%E7%94%B5%E6%9C%BA
http://www.hudong.com/wiki/%E7%94%B5%E5%8A%A8%E6%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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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年代开始，钟兆琳从事电工教育先后逾 60 年，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科技人

才。其中许多人成为知名学者、实业家，如钱学森、王安、褚应璜、丁舜年 、

张钟俊、周建南等。 

 

钟兆琳 - 个人简历 

1901 年 8 月 23 日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 

1923—1924 年上海沪江大学数学教员。 

1926—1927 年美国 WestingHouse 电机制造厂工作。 

1927—1942 年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教授。 

1933—1937 年兼任华生电机厂工程顾问。 

1943—1944 年上海新闻报馆理工学生辅导工作。 

1944—1945 年上海中华工程建设公司工程部经理。 

1945 年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并担任临时大学教务长。 

1946 年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主任。 

1956—1957 年随交大西迁至西安，任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 

1957—1990 年西安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学委员会副主任。 

1990 年 4 月 4 日逝世于上海。 

钟兆琳 - 早年生涯 

钟兆琳，1901 年 8 月 23 日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

钟兆琳的父亲钟养圣（1878～1940）曾追随孙中山先生

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和邵力子先生一起到过祖国大西北，

是一个见多识广，且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读书人。

http://www.hudong.com/wiki/%E9%92%B1%E5%AD%A6%E6%A3%AE
http://www.hudong.com/wiki/%E7%8E%8B%E5%AE%89
http://www.hudong.com/wiki/%E6%B5%99%E6%B1%9F%E7%9C%81
http://www.hudong.com/wiki/%E4%B8%8A%E6%B5%B7%E4%BA%A4%E9%80%9A%E5%A4%A7%E5%AD%A6
javascript:linkredwin('%E4%B8%8A%E6%B5%B7%E4%B8%AD%E5%8D%8E%E5%B7%A5%E7%A8%8B%E5%BB%BA%E8%AE%BE%E5%85%AC%E5%8F%B8');
http://www.hudong.com/wiki/%E8%A5%BF%E5%AE%89%E4%BA%A4%E9%80%9A%E5%A4%A7%E5%AD%A6
http://www.hudong.com/wiki/%E6%B5%99%E6%B1%9F%E7%9C%81
http://www.hudong.com/wiki/%E9%82%B5%E5%8A%9B%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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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兆琳的母亲俞氏，是家庭妇女（1876～1920），在钟兆琳不满 20 岁时便去世

了。新市镇早在明末便有工业手工业作坊，清末之际从事工商业的人更不鲜见。

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钟兆琳，对他以后的成长和事业，应该说不无关系。 

1908 年，钟兆琳开始在新市镇仙潭小学读书。这个时期，正是辛亥革命酝酿，

爆发的时期，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钟兆琳在小学时，即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小学时期的钟兆琳，国语、算术都是学校的头等。1914 年，钟兆琳 13

岁便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中学读书。那时南洋公学附属中学和南洋公学一样，以

学习洋人为美事，搬取了洋人的教育方法，所以钟兆琳在 4 年的中学阶段，受到

了近乎现代的教育，这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1918 年，钟兆琳由附属中学升入南洋公学电机科，中间因病休学一年。1923 年，

钟兆琳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钟兆琳到上海沪江大学当了一年教师，教数学和物理，旋即于 19

24 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系留学。 

康奈尔大学电机系当时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主持。卡拉比托夫在众多的学生中

间，发现了这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黄皮肤青年的与众不同；钟兆琳有非凡的数学

才能，数学考试几乎总是第一名。有一位比钟兆琳年级还高的美国学生，考试常

不及格，竟请钟去当他的小老师，钟兆琳的学位论文，也深为卡拉比托夫欣赏。

所以，卡拉比托夫经常以钟的成绩和才能勉励其他学生。1926 年春，钟兆琳获

得康奈尔大学的硕士学位，经卡拉比托夫介绍推荐，钟兆琳到了美国西屋电气制

造公司当了工程师。 

 

http://www.hudong.com/wiki/1908%E5%B9%B4
http://www.hudong.com/wiki/%E8%BE%9B%E4%BA%A5%E9%9D%A9%E5%91%BD
http://www.hudong.com/wiki/1914%E5%B9%B4
javascript:linkredwin('%E4%B8%8A%E6%B5%B7%E5%8D%97%E6%B4%8B%E5%85%AC%E5%AD%A6');
http://www.hudong.com/wiki/1918%E5%B9%B4
http://www.hudong.com/wiki/%E5%BA%B7%E5%A5%88%E5%B0%94%E5%A4%A7%E5%AD%A6
http://www.hudong.com/wiki/1926%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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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交通大学电机科长张廷玺

（号贡九）向钟兆琳发出邀请，热

切希望他回国到交通大学电机科任

教，此时钟兆琳在美国正是春风得

意，事业上鹏翅正举，生活上待遇

优厚之时，但激荡的报国爱国之心，

使他毅然扔下美国的一切，立即回国。到了交通大学，担任了电机科 

教授，先教授机械工程系的电机工程，同时主持电机系的电机实验室及其课程。

在 30 届电机系学生众口 

  康奈尔大学              一声的推崇之中，钟兆琳教授接任

了 “交流电机课程”，一直担任主讲。很快，钟兆琳便成为交通大学的著名教授。

钟以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引人入胜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赢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正

如他的学生们所说：“钟先生属于天才型教授，讲起书来如天马行空，行云流水，

使人目不暇接”。“他先把一个基本概念（特别是较难理解的概念）不厌其烦地详细

而反复地讲清楚，当同学们确实理解后，他才提纲挈领地对书本上其他内容作简

要的指导，随即布置大家去自学。令人信服的是，每当先弄清基本概念后再去消

化书本上的知识，会发觉既清楚又易懂，而且领会深，记得牢”。当时，教材都是

英文版的，钟兆琳用英语讲解，钟很注重英语语法，并通过严谨的语法结构，使

他讲授的“电机工程”，“交流电机”等课程中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得以准确地表达出

来。经过融汇贯通，同学们便可以触类旁通。 

钟兆琳教授通过教学，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培养成祖国电机科学和电机工业的骨

干。在 20 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搞电机的人才，微弱的工业所用的电机，

javascript:linkredwin('%E5%BC%A0%E5%BB%B7%E7%8E%BA');
javascript:linkredwin('%E5%BC%A0%E5%BB%B7%E7%8E%BA');
javascript:linkredwin('%E5%BC%A0%E5%BB%B7%E7%8E%BA');
http://www.hudong.com/wiki/%E6%95%99%E6%8E%88
http://www.hudong.com/wiki/%E7%94%B5%E6%9C%BA%E5%B7%A5%E7%A8%8B
http://www.hudong.com/wiki/%E4%BA%A4%E6%B5%81%E7%94%B5%E6%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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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技术人员都来自西方。以后，随着一批又一批中国学子从校门走出，被输送到

民族电机工业的前沿阵地上，中国才开始使自己的电机工业起步和发展。钟兆琳

教授不但以其出众的才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而且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教学和

祖国的工业发展结合起来，为民族电机工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2 年初，他

说服华生风扇厂总工程师杨济川先生，制作他设计的分列芯式电流互感器频率

表、同步指示器、动铁式频率表等，均取得成功。随之，受总经理叶友才先生的

聘请。钟兆琳作了华生电扇厂兼职工程师。1933 年，他又说服华生厂买下南翔

电灯厂，并介绍自己的助教褚应璜也进厂，和他一起设计制造交流发电机，由新

中动力机器厂制造柴油机配套进行发电，成为一个系统。中国的电机工业从此真

正发展起来了。 

1934 年初，钟兆琳教授又说服由汉口到上海来的实业家周锦水先生，和华生厂

合作，办起了电动机厂，起名“华成”，他又介绍并带领自己的九个学生和助教，

开始制造电动机，他自己担任技术指导，掌握、指点技术关键，配套成龙，使发

电机、电动机等制造业都发达起来。 

他还亲自培训厂里的工人掌握技

术，使这些工厂，一方面成为民族

电机工业的滥觞；另一方面，又成

为交大电机系学生参观、实验、实

习的场所，他常带学生到这些厂去

学习、实践，而毕业生一毕业，他

又介绍很多人参加到或国营或民营

的民族企业中去。他为了能经常下厂，便于在学校和工厂之间奔波以及去杭州兼

电动机 

http://www.hudong.com/wiki/1932%E5%B9%B4
http://www.hudong.com/wiki/%E6%9D%A8%E6%B5%8E%E5%B7%9D


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地址：中心楼 2125-27 室电话：（029）82668931 邮址：jfzx@mail.xjtu.edu.cn     9 

课，钟兆琳先生自己买了一部小汽车，不但自已能开，还教会了他的夫人蒋志学

开车，他去 杭州，就由钟夫人开车去车站接送。 

1937 年日军侵华，战火所及，一片瓦砾。交大为日军所占，只好迁至绍兴路（属

法租界）。钟兆琳先生到新校址继续教书。在这种艰难的困境中，交大电机系仍

办得扎扎实实，出了不少人才（如现在美国的王安）。 

1942 年，日本傀儡汪精卫的伪政府“接收”交大，钟兆琳先生激于民族气节，拍

案而起，拂袖而去。宣布退出汪伪的“交大”。为解决生活困难、他到张久香先生

家担任家庭教师，另外还在新闻报馆担任中学生理科的辅导工作，又在上海统益

纱厂担任技术顾问，辗转挣扎在困难的生活之中，坚持不替汗伪政权做事，不畏

卖国贼的恐吓和利诱。 

1945 年抗战胜利，钟兆琳先生激动地书写了杜甫的两句诗：“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高兴地重回到华山路交大校园。这时，因为国民党政府称抗

战时留在上海未去重庆的学生为“伪学生”。予以岐视，钟兆琳教授复归交大后，

坚持重庆来的学生和上海学生一起上课。做工作让彼此消除歧见。维持了学生之

间的团结。1946 年春，校长聘钟兆琳为电机系系主任。（1945 年秋，钟兆琳曾

担任临时大学教务主任。1946 年，钟辞去此职）在 1945～1946 年间，钟兆琳

教授还担任“苏浙皖敌伪产业接收处”接收的工作。1948 年，钟兆琳教授还担任

了该年“高考典试委员”职务。 

在解放战争期间，交大曾是著名的民主堡垒，钟兆琳教授常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

政府的黑暗和不民主。为著名的民主教授。就在 1947 年底到 1948 年，钟兆琳

经其舅父俞寰澄及杨卫玉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俞寰澄先生解放

后担任民建中央委员，系中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葬于八宝山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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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公墓）。美国有大学曾向钟兆琳教授寄来聘书，国民党政府也曾想裹胁他到台

湾，但钟兆琳教授皆不为所动，一面积极参加护校迎接解放，一面继续做系主任，

多方保护，营救进步学生。 

钟兆琳 - 教书育人 

在 30 年代前后，钟兆琳教授还受聘

在浙江大学任兼职教授，主讲“交流

电机”课，每星期由上海去杭州一

次。那时，中国有电机专业的学校

不多，象钟兆琳这样的教授，自然

很不好找，钟兆琳担任的“交流 

电机”及“电机实验指导”，两门课 

的教材、讲义、实验指导书、补充教材等均由他自己用英文编著。因为这些教案

他都能背下来， 

浙江大学 

所以他上课可不用讲稿。交大和浙大两校听过钟兆琳教授课的老校友均回忆道，

钟先生教课不仅严格，而且系统、扎实，重视实验，他坚持“好实践、恶空谈”的

精神，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教学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迎来了教育的春天。钟兆琳万分高兴，他当时虽然还不

是十分了解共产党的一切，但从解放军严明的纪律、清廉的作风和对教育的重视

上，直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伟大的党。因而在交大党组织请他继续担任电机系系

主任时，他愉快地表示：一定做得更好，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科学技术人才。他

每天坚持到系办公室办公，了解全系的情况。因为解放后，学校迅速扩大招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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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了了解全系每一位学生的具体情况，他逐一检阅学生档案，他能在随便哪

个班级上课时，随时准确地不用花名册而叫出学生的姓名，并说出该生的家庭情

况甚至父名。为了改进教学，他向组织建议：“我认为①直观教材极能增加学生

之了解能力，拟收集直观教材方面的资料；②工业生产与学校必需密切合作，俾

得顺利的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对此事我拟作多方面的考察；③电机的试验方法我

亦拟多加时间研究，因为我感觉国内生产工厂试验设备太缺乏，太不注意，必需

积极地加以改进。”这实际上是相当早地涉及到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工业发

展要以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为前导这一辩证的双向对流问题。 

50 年代，钟兆琳虽已年过半百，仍积极参加科研工作。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比如 1955 年，他亲赴大连电机厂指导实验中遇到的科研问题，使问题得到迅速

而圆满的解决。以后还多次在西安、上海等地讲过上述有关课题，推广应用新技

术。 

1954 年，钟兆琳教授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以后又连任第二届人民代

表。1958 年任陕西省人民代表。1954 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当时，

钟兆琳作为校务委员会委员、电机系系主任非常积极地赞成。1956 年搬迁时，

本来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兆琳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夫人又病卧在床，他可

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何况，当时情况有了变化。交大已经决定分设西安

和上海两个部分，不全搬迁了，但钟兆琳表示：“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

法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要到西安办 

钟兆琳雕像 

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共和国的西部象当

年的美国西部一样需要开发，如果从交大本身讲，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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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讲，或者留在上海有某种好处。但从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当初校

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我是举手赞成了的，大学教师是高层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

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因而，他踊跃报名，第一批到了西安。他的表率作

用，鼓舞了、激励了电机系及交大的许多教师、学生，为交大的成功西迁，作出

了贡献。一些了解他的教师说：“迁校时，许多上海教师对上海有感情，不愿离

开上海，但看到解放前夕曾拒绝了美国和台湾而坚持留在上海的钟先生积极倡导

响应党的号召到西安，并第一批别妻离子离开上海，也没得说了。” 

学校刚迁到西安之际，条件十分简陋，下雨天泥泞不堪，生活条件极为不方便，

比上海差得太多了，钟兆琳因夫人病留上海，当时两个儿子一个在沈阳，一个下

放到河北农村，两个女儿随母亲留在上海。他自己近届花甲又患多种慢性病，生

活更是艰辛。但就在这种条件下，他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那时的实验室还

没有建好，西安也难找到一个象样的电机厂。但作为系主任的钟兆琳教授事必躬

亲，一条条解决困难，象老骥样伏身工作，终于使西安交大的电机系迅速走上了

发展的轨道，又逐渐成为国内基础雄厚，条件较好，规模较大，设备日臻完善的

电机系。 

1960 年，钟兆琳教授在西安加入九三学社。1962 年作为中国政协委员，出席中

国政协会议。一次在北京开会，小组会上发言，他坦诚地提到要勤俭建国，在议

及有些国营企业浪费严重，管理不善时，他很有感触地讲，解放前我和民族资本

家联系较多，我认为民族资本家精打细算办事业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幸好，他

的这段话没有人深究。不过，正因为没有人深究，二三十年前钟兆琳先生的这条

有识之见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今天，应深思钟兆琳先生的这条有识之见，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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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的民族企业家，解放前专家学者办企业、搞科研的经验中，找到可借鉴的

东西。 

1963 年 10 月，钟兆琳在出席中国电机学会理事会时，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于 10 月 10 日亲切地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钟兆琳由北京开会回

来后，更增添了信心和干劲。他领同学们在大西北实习、考察，除宁夏外，大西

北的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他都一一考察过，西北不少电机厂，都驻留过他的

足迹。他动员一批又一批的西安交大毕业生留在大西北工作，直到晚年，他还很

具体地设想；在黄河上游筑坝，中下游建桥，改变黄河流域地貌；在西北增修西

安经延安到包头至蒙，苏的国际铁路；修西安过秦岭到安康，重庆的铁路；修西

安经商洛到南阳的铁路接京广线；修西安到银川线。现在发现，钟兆琳教授的这

些设想国家也正在考虑。他认为，铁路建起来，就会有物质文明，进而也会有精

神文明。他曾多次将实地考察后的建议细节向在铁道部工作的交大校友们讲述。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钟兆琳受到严重迫害。因为钟兆琳讲：“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

句，我想不通。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为此造反派给他加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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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主席”的罪名，多次对他进行批斗。他被打断两根肋骨。但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替刘少奇、彭德怀及交大党委书记彭康讲话。认为“刘少奇、彭德怀没有重

大错误。彭康也不能说有重大错误。”他的铮铮铁骨，连当时的造反派也没有办

法。虽然被打成“反动权威”受尽迫害，他心里却仍然想着给学生传授知识。那时，

学校招收了“七二一”式的大学生，他没有“资格”上讲台。但他并不计较这些，而

是主动跑到学生中间，给大家辅导功课。他讲得有条有理，想办法让每一位“七

二一”学员都能听得懂，并给同学们介绍一些好的学习方法。每当他拄着拐仗，

走进学生宿舍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那时学生经常下工厂，钟兆琳教授也跟着去。

1971 年冬，有一部分同学到离学校 20 里的坝桥热电厂实习，钟兆琳也和同学一

起住在厂里，每周六回家拿点东西，周日就赶回班级。一个星期天，下了大雪，

同学们想钟教师来不了啦，但大家正说着，却见他身穿破大衣，满身泥雪，跌跌

撞撞地扑进了门。看着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同学们不敢想这一段路他是怎么

走过来的，都纷纷上的搀住了这位当年已年过 70 的老“辅导教师”。 

1978 年以后，钟兆琳教授得到彻底平反。这时，他已近乎耄耋之年，但他仍很

关心学校工作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1973 年他因胃出血在上海动了手术，胃大

部分切除，并发现了癌症，留在上海治疗。在他平反后，因工作需要，他又毅然

返回了西安。他很重视提高同学们的英语水平，主张选一两门课用英语教学，认

为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必要措施。80 年代，他觉得毕

业留校的青年教师英语程度不够，为了提高他们在专业方面的听、讲能力，他亲

自开了一个班，在家中辅导青年教师，这时他已是 82 岁高龄。可以说，他把一

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在他因病卧床，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之际，他仍然以

各种方式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建设和学校的工作。钟兆琳教授为人正直，有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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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事求是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师告诉笔者：“钟兆琳在很小的时候，他父

亲就教育他要开发大西北，所以他从小就立下了开发大西北的宏愿。”笔者将这

段话写入给他整理的材料中，他看后告诉笔者：“不是这么回事，我父亲有肺病，

在江浙一带潮湿的地方，他的病总不好，后来有一次，他和邵力子先生去西北，

在西北干燥的气候里，我父亲的肺病就减轻不少。所以他曾对我讲：“我的病适

合到西北去，你们将来和我到西北吧！”文化人革命中他被编到“学习班”受“全面

专政”，造反派要他“老老实实低头认罪”，钟兆琳教授竟一本正经地对造反派讲：

“我知道这次运动我会成为重点，但是不应把我的肋骨打断，毛主席没有让你们

武斗我嘛！你们不该逼供信嘛”。一时，连造反派也哭笑不得。 

钟兆琳教授在生活上长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从不轻易浪费任何一点东西，几十年

来，一贯如此，并以此教育家庭子女。直至如今，他的子女都已年过 50，但没

有一个有烟酒习惯，所有子女皆喜爱劳动，勤俭节约。钟兆琳在生活上要求自己

非常严格，但对于公益事业，却经常慷慨解囊，从 30 年代前后至今，他一直坚

持这样做。钟兆琳是中国电机学会终身荣誉会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荣誉会员、

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荣誉证书和陕西省电工技术学会荣誉证书。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钟教授喜欢下围棋，他经常找学友

兼棋友的金悫教授对奕。在抗日战

争的敌后环境中，他们以棋明志，

相互鼓励，克服困难。抗战胜利后，

陈大燮教授来到上海交大，陈教授

的棋艺很高，具有专业棋手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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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先中和陈先生由棋友发展成为好友，经常互相鼓励，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1956 年交大西迁，他们多次磋商，相约同来西北，一直到晚年，钟兆琳先生住

在医院，他仍围棋不离身，一有机会就和人对奕，每赢了，便高兴得如孩子一样。 

晚年的钟兆琳教授非常消瘦，长着白白的长胡子，显得很慈祥。但年青时的钟兆

琳却是英俊异常，大大的眼睛戴一副眼镜，目光炯炯，尤其在课堂上讲课，那矜

持而又热情洋溢的样子，使听课者无不为其风采倾倒。 

钟兆琳懂英文、俄文，晚年又学日文，英文尤其纯熟，讲一口浙江官话，说得快

了，或者说得急了，找不到合适的词向对方解释清楚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

个英文的短句出来，钟兆琳写得一手好字，待人接物，常带谦恭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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