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纳之博 岁寒之格——访原上海电机（集团）公司董事长、总

工程师寒松校友 

人物名片： 

寒松，1930 年 11 月出生于上海，原上海电机（集团）公司董事长，总工程

师，长期来从事大、中、小型电机的研制和设计制造及科技管理等工作。工人

家庭背景， 1945 年加入新四军，1958 年从浙大毕业并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过

浙江大学电机系讲师，上海电机厂双水内冷电机研究室主任、科研科长、研究

所所长。上海市电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上海电机（集团）公司董事长

兼总工程师和技术顾问。由其主持组织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完善化科研项目

和参加研制的 Y 系列电动机新产品项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他

主持组织设计制造了 NE 系列交流电动机（按美国 NEMA 标准）出口北美市场，

该系列荣获联合国（TIPS）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与人合作编写了《电气绝缘

测试技术》一书，并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各类有关杂志上。 

  

2017 年 2 月 22 日下午，天明风清，由四名浙大学子组成的实践团对浙江

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优秀校友寒松学长进行了访谈。寒松学长在家中热情接待

了我们，并邀请了浙江大学上海市校友会理事、原上海校友会秘书长金煜渊学

长一同进行访谈。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过程中，两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们跌

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无论何种处境，寒松学长始终保持着求

学之心，真正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古话做到了实处。 

 



千难万险赴革命 

  

1930 年，寒松学长出生于上海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父辈和兄长们的

教导下，体会着在日军压迫下的上海生活，寒松学长建立起了对革命的无限向

往。1945 年，15 岁的寒松学长追随二哥参加革命，通过地下党参加了新四军，

在奔赴革命根据地的路途中，经历了重重险阻。 

第一个难题就是路途中要经过日军和伪军把守的关隘，这对所有人的生命

都是巨大的威胁。经过商讨，学长所在的队伍选择了一条由伪军把守的小路，

所有人先是悄悄地从旁边绕道，直到无处可藏的河岸边，然后一起全速冲刺，

伪军发现时已经追赶不急。等所有人都跳上了岸边的小船，并且拼命划到河中

央时，伪军才赶到河边，气急败坏地对着小船开枪。到达根据地后，大家都欢

快地唱起了歌，在“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歌声中，学长说他体会到了与在

上海时的压迫气氛截然相反的畅快。 

然而第二天，就遇到了新的难题，暴雨倾盆，等到再一天天晴时，根据地

却发出了日军即将进行清乡的警告，所有人都必须撤离。学长在当地政府派人

带领下进行转移，然而，刚下过暴雨的道路泥泞不堪，大大拖慢了行进的速

度，路上又遇到山洪暴发，有一个队员滑了一跤，便被洪水吞没了。队员的不

幸牺牲给所有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经历了一路的艰难险阻，队伍终于抵达了新四军司令部驻地，学长被分配

到军部下属的电讯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技术。到部队后，思想上虽舒畅，但生活

十分艰苦，部队北撤到山东后，特别在 1947 年底到 1948 年春，遭遇自然灾

害，人民生活非常困难，部队节衣缩食，一天只有两餐，每天吃的馒头一冷下

来就像石头一样硬。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学长却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在军中刻苦学习和工作。到 1947 年，新四军改制为人民解放军，隶属华东

军区司令部。1948 年，开始转入反攻阶段，此时已改称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学

长奉命随军一路南下。1949 年 5 月底，上海解放，学长调入上海市军管会重工

业处参加接管工作，进入中央电工器材公司四厂，任军事联络员。1949 年 12

月，华东工业部成立，学长所在工厂改名为上海电机厂。 

  

勤学不缀搞技术 

  

20 岁出头的寒松学长在上海电机厂，担任人事科长兼厂教育委员会副主

任，负责人事教育工作。工厂经过整顿改造后，生产飞速发展，一切走上正

轨。学长便向组织提出要求，想重新进学校学习。1952 年，经组织批准，学长

进入了复旦大学预科学习。结业后，参加全国统考，被浙江大学录取，成为浙

大电机系学生。1958 年提前毕业后，留校任教。在郑光华老师领导下参与双水

内冷电机研制和部分教学工作。 



1960 年初国家科委在京召开会议由浙大、北京电器科学院、水电科学院共

同派员合作研究蒸发冷却电机。浙大派学长参加该项目，并由学长带 4位毕业

班同学作为毕业设计课题，会同电器院和水电院科技人员完成了 650 千瓦水轮

发电机试验机组。 

由于双水内冷电机在电厂运行中发生不少事故，国家科委决定在上海电机

厂内成立双水内冷电机研究室对水轮电机进行完善化研究，于是该厂向学长发

来邀请。因考虑到可以照顾在上海的母亲，学长向学校辞行，回到了上海，到

当年他接管的上海电机厂，担任该研究室主任。说到这段经历，学长也不得不

感叹自己和上海电机厂的缘分之深。 

  

向学之心唯求是 

  

学长经历了我国的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回顾这段历史，深深体会到违

反客观规律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在科技工作中必须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

伪，科研必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才能获得丰硕成果。当时国家科委的一位领导

为成立研究室之事，约见了学长商谈，同意拨发开办费和 150 万元的试验研究

费，将完善化研究成果应用到发电机上。 

学长在筹备研究室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科技人才。在厂党委支持下，

学长调入了一批设计、工艺方面的精英，并要求科委和上级部门分配有关专业

的大学毕业生，还与母校浙大和清华等大学的电机教研组进行了合作。 

为了摸清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学长亲自组织调研访问，为进一

步的科研打下坚实基础。双水内冷电机主要有漏水、局部发热等问题，涉及了

空心铜线的材质、绝缘水管、焊接工艺、端部漏磁场引起铁心局部发热等多方

面因素，需要与各有关单位合作攻关才能解决。 

在学长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援助下，研究室成功完成了 10 万 KW 水内冷电机

制造。在空载、半负载试验运行时都很好，但当加到 3/4 负载时，电机发生了

爆炸，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学长谈起此事时，深感遗憾，事后估计原因是测

试人员在安放热敏电阻等测试点时，有可能导线碰到机壳，在高电压、高负荷

下，对地绝缘击穿，引起短路爆炸。在电机修理后，再进行了三个月的试运

行，检验无误后，确认了研究任务的完成并交付电厂并网发电。此后生产数十

台 12.5 万千瓦双水内冷机组运行都很良好，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学长

说这是集体完成的成果。 

文革中，寒松学长被造反派打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

主义份子进行批斗、抄家、审查，在造反派一无所获后，被下放劳动。但在这

样艰难的环境中，学长仍坚持着学习。197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发函邀请学长

和另一科技人员合作编写《电气绝缘测试技术》一书。1971 年该书以编写组名

义出版发行。 



学长是技术人员出身，深知技术随时代的发展在不断进步，在不断地创新

变革。1978 年，学长调任上海市电机公司技术负责人。当时我国生产的中小型

电机不符合国际标准，不能出口。若按国际标准生产的电机，则不仅能成功出

口，还能提升我国电机的产品质量和品种。因此，机电部电工局成立了电机技

术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学长为成员之一），组织按国际最新的 IEC 标

准进行统一设计，并设立系列电机技术领导小组（学长也是小组成员之一），

于 1980 年通过了部级鉴定，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勤返国际促交流 

  

改革开放后，为提升我国电机行业的水平（包括产品质量、品种和科

研），学长还多次赴欧、美、日、俄进行技术交流和考察。了解到美国的电机

采用 NEMA 标准，且美国的中小型电机已不再生产，大多从东南亚、台湾、韩、

日等地区进口。于是学长就组织班子按美国 GE 公司最近的企业标准，进行 NE

系列电机设计生产，该电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IPS）授予发明创新之星

奖。 

学长现在仍对电气行业的相关技术和发展前景保持着相当的关注，不得不

令人钦佩。他过去曾担任国全国中小型电机行业经济技术信息协会的理事长、

上海电机行业协会理事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工技术协会常

务理事、上海市科协委员、上海电机工程学会和电工技术学会理事长等多项社

会职务。 

  

殷切祝福庆华诞 

  

听闻母校即将迎来 120 周年校庆，寒松学长和金煜渊学长显得又是感慨又

是激动，几十年间，沧海桑田，母校焕发新颜而传承不变。当我们问及寒松学

长对母校有什么期待时，寒松学长如是说，“我觉得浙大现在的发展特别好。

我们很多在校的各个专业的学生，希望他们都能在学校学到很好的知识，今后

为国家建设出力。但是有一个问题要考虑，国家需要技术人员，但是学校要思

考如何去满足工厂的这部分需求，如何将新的技术应用到我们电气行业中。要

培养敢想敢说、敢拼敢干的精神，始终创新！” 

金煜渊学长则说，“过去，浙大在上海这个地方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和上

海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但是现在有点弱了。浙大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

要重视上海，加强和上海各方面的联系，同时也能使浙大的影响力更加强

大！” 

最后两位老人都热切地祝愿母校 120 周年华诞，！ 

  

 



笔者手记： 

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过程中，寒松学长展现出了与其年龄相去甚远的强健精

神，学长不仅记忆力强健，谈吐也不乏幽默，访谈过程中完全感觉不到一丝一

毫时代相差造成的隔阂。我想，这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魅力，学长作为一个老

技术员，也跟随着技术进步的脚步不断提升自己，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

考和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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