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浓浓电气情，深深求是意——访陈渭贤院友 

人物名片： 

    陈渭贤，1957 年入学，五年后毕业于电机专业。陈老在电力系统行业从业近

四十年，从基层做起，退休前担任浙江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陈老与电气学院

渊源颇深，曾参与发起设立电气学院最高院设奖学金——王国松奖学金。 

  

三月初的杭州乍暖还寒，春雨淅淅沥沥，雨中的玉泉有着诉不完的故事、

道不尽的往事。玉泉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热血青年，如今又迎来了当年的追风

少年，——陈老虽已年届八十，依旧精神矍铄，在教二侃侃而谈。历史与现

实，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六十年前，陈老也正是在教二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

活。 

    

恰同学少年 

陈老是 1957 年入浙大求学的。彼时玉泉校区刚建成两年，教一、教二已启

用，教三刚建成，校园全貌还未成形。浙大也刚经历过全国院系调整的痛苦洗

礼，数十位有名望的教授陆续被调走，一所蜚声中外的综合性大学只保留机、

电、化、土四个工科院系。学校生活设施较简陋，一个简易的运动场、一座用

茅草盖顶的健身房、两座学生食堂，十多平米一间的宿舍挤着八个同学，冬天

尚可，夏天受罪。 

尽管条件受限，生活清苦，但陈老和同时代人对自己的学习使命非常清

晰，“国家每年付出极大的代价供我们读书，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地学。”一

句话，道出了老一辈人质朴的人生观。就这样，他们早读晚修，在四座教学楼

和图书馆来回奔波了五年。 



几十年来，浙大就这样为祖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浙大自身也一步

一步地重新走回到了蜚声中外的今天。作为后辈的我们听起来不免感慨。隔着

半个多世纪，故事有些朦胧，一如杭州的雨。 

  

求真求实 

陈老在座谈中对我们说“学生毕业，走上社会，是人生的一大改变，社会

上的很多情况，与主观想象完全不一样。”陈老毕业以后，分配至浙江电力系

统工作。学的是电机制造，干的是电力系统，那时学校并没有专业交叉培养和

宽口径的说法，所以专业不对口径，除了一些电气基础知识外，很多都是从头

开始，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干什么，学什么，一年一年地积累。陈老说：当

年的环境和条件下，做任何事都必须有一股干劲和韧劲，系统规划设计、电力

潮流计算等等都是用一把计算尺拉出来的；输电线路的测量设计也都是靠人背

着经纬仪和测量大尺爬山涉水搞出来的。浙江电力系统的基础就是这样一步一

步打造起来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浙江电网装机和输变电容量已有数以百

倍的增长，浙江电力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靠的就是实干。 

在陈老心里，一直牢记着“求是”的校训。他对我们说：浙大校友遍布全

国。在电力系统行业，很多发电厂厂长、电力局局长、设计院院长、研究所所

长以及相应的总工程师都是从浙大走出去的，并且获得了同行很高的评价，因

为他们脚踏实地地做出了业绩。求是是他㐰身上最鲜明的标签。 

限于学识和阅历，我们很难完全理解他们一路走来所面临的坎坷，但陈老

对中国电网的评价，却使我们颇有共鸣，“中国的电网是世界上最好的”——

一句话，掷地有声。这“最好”里面凝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和心血。 

   

  

继往开来 

说起对浙大的印象，陈老坦言，浙大的求真求实伴随着他的一生。他认

为，这永远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在他们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为了



自己的职业发展投机取巧，从上到下都有着一种执着的信念一一这种信念我们

描述不清，但我们能感受得到。 

在访谈过程中，令我们感触最深的，还是老一辈人的家国情怀。陈老说

“进入社会，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为国家出力，不做损害国家和他人的

事”。鲜明的时代烙印，厚重的时代特征，在陈老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老前辈，陈老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和我们谈

起了钱学森之问。在陈老看来，这个世纪难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他认为：

第一，一个科学家要潜心搞研究必须有适合的环境和条件，如果科学家不时地

处于恐惧和迷茫之中，他如何沉得下心？第二，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

须一步一个脚印，然而五十年代以来的浮躁心态，已经成了社会的顽疾，这个

顽疾不除，难出人才。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精神解放了，但功利主义却日益

严重，追名逐利永远不可能出真正的人才。所以陈老认为，虽然现在客观条件

己大为改变，然而主观上能否克服那种缺乏科学精神和追求功利名望的顽疾，

才是关键。陈老希望年轻的一代能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陈老对大学敎育的培养目标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一个人的教养和良好的习

惯是大学期间的必修课。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真诚大度受人欢迎、放下架子不

耻下问受人信任、刻苦钻研不断探索受人尊重。 

最后陈老希望大家要保持浙大人求真求实的本色，将个人的追求和国家的

需要相结合，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突破自我、奋勇前进。 

  

笔者手记： 

    虽然整个采访过程只有短短一个下午，但是陈老对我们的教导却令人受益无

穷。我们在陈老身上，看到的是浙大东方剑桥的底气，看到的是电气学院蓬勃

发展的基础，更看到了老一辈人的家国情怀。与院友促膝长谈，我们仿佛翻开

了学院的历史卷轴，六十载的荣耀、一甲子的荣光，一幕幕真切的场景在我们

面前闪过。作为电气学子，我们是幸运的，院史几乎和校史一样漫长，我们传

承的是百年求是情；作为新时代的电气学子，我们更幸运，先贤已经为我们树

立标杆，未来只待我们去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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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人员：于悦电工 16 硕   马润泽  电力经济 15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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