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文虎黄文虎（（后排左二后排左二））年轻时与家人的合影年轻时与家人的合影

1926 年出生于上海，出生后不久被送回永康云靖乡（现舟山镇舟二村一带）,由祖父母抚养，
10岁外出求学，辗转多地后扎根东北。在黄文虎大放异彩的人生履历中，关于故乡永康的记录并
不算多。这让家乡人在赞叹、仰慕其杰出成就之余，不免好奇：这个黄家少年是如何在舟山这片沃
土长大，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永康这座小城。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黄文虎的族人、亲友、学生等，抽丝剥茧，探寻到了他与永康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舟山
古民居、江南烟雨，和睦宗族、兄友弟恭⋯⋯家乡种种，赋予了他的诗意柔情和浓浓的家国情怀。采访中，记者深
切感受到，黄文虎对于“根”的清晰认同。他那抹自始至终化不开的浓浓乡愁耐人寻味，终其一生，他都在以赤子
之心回望家乡。

“
1926 年 7 月，出生于上海市，出生不久即被

送回老家舟山由祖父母抚养。
1931 年 7 月，进入云靖乡小学（彦彩祠堂校

址）学习。
1933年10月，转永康师范学校附小学习。
1936年，进入金华师范附属小学学习。
1937年10月，“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轰炸

金华，未及毕业逃难回家。
1938 年 1 月，考入金华中学初中部（现金一

中）。
1941 年春，初中毕业。回到舟山在母校云靖

乡小学任小学算术教师。
1942年1月，考入金华中学高中部。
1945年春，高中毕业。应聘到因避战乱由上

海迁至云靖乡办学的君毅中学，任初中代数教师，
后任校长室秘书。

1945年10月，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电讯组。
1949 年 4 月，杭州解放。加入解放军，参加

杭州市电信局资产接管工作。
1949年9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

通讯总部中央电工器材第二制造厂（天津中央电
工二厂）工作。

1950年9月，进入哈工大研究生班。
1952年，改学理论力学。
1953年8 月，完成机械振动方向的研究生结

业论文，从此确立了终生的振动研究方向。
1957年，任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1959 年 1 月，任工程数理力学系副主任，分

管教学、科研。
1962年10月，被评为副教授。
1971 年，加入我国首台自行设计最大容量的

60 万千瓦汽轮机攻关小组，提出“长叶片组振动
设计”的创新方法及“三重点”调频准则，取得重大
科研成果。

1977年，组建飞行动力学研究室。
1979年3月，被评为教授。
1981 年 5 月 7 日，被任命为哈工大副校长，

任期 4 年。在校长空缺期间指定黄文虎主持学校
工作。

1983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任命黄文虎为哈
工大校长。

1983年 7月，当选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第
五届委员会委员，前后 5 年间陆续参加 9 次全委
会，参政议事。

1983 年 9 月，哈工大研究生院成立，黄文虎
兼任研究生院院长。

1985 年 2 月 9 日，卸任校长职务，回归教学
科研工作。

1991 年 5 月，黑龙江省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
上当选省科协主席；被授予“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
出贡献的老科学家”光荣称号；被列入美国《马尔
奎斯科学与工程名人录》。

1995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6年，转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2012 年，列入中国工程院“老科学家学术成

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受聘为上海航天八院803
所首席科学家。

黄文虎一生大事记

黄文虎简介：
机械动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1926 年 7 月 22 日出生于上海

市，原籍浙江省永康市。1949 年毕

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曾任哈尔滨

工业大学校长。曾兼任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国振动工程

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黑龙江省

科协主席、名誉主席。2022 年 5 月

19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哈尔滨逝

世，享年 96 岁。

长期致力于一般力学、动力学与

控制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为大容量汽轮机安全振动设计提供

了汽轮机末级整圈连接长叶片振动

设计的新方法和调频的“三重点”准

则；在国内较早创导为降低电力及化

工产业旋转机械维修率的设备故障

诊断技术，并开发产品装备生产现场

取得经济效益；开展非线性动力学理

论的若干应用性基础研究。较早开

展卫星故障诊断技术研究，为飞船安

全可靠性设计提供提高故障诊断效

能技术支撑；提供改进星上力学环境

的卫星整星减振隔振技术；开展潜水

高速航行体关键基础理论研究等。

著作有《振动与冲击手册》《一般

力学（动力学、振动与控制）最新进

展》《多柔性体系统动力学》等；曾获

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

上奖励 13 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00

余篇，培养博士生70余人。

融媒记者 马忆玲 王洁航

“二哥在我们家族里很有威望，很受爱戴。不光是因为他成就高，
更重要的是，他有兄长的责任和担当。二哥参加工作后，省下工资资助
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上学，真的很感动。”谈起黄文虎，今年 73 岁的堂妹
黄幼文精神头十足。黄家是个大家族，黄文虎为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三
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黄幼文则是黄文虎小叔黄洵煜的女儿。

纵使相隔遥远，难得见面，但黄幼文和黄文虎这两家人的感情笃
深，一直保持联系。后随着黄幼文年事渐高，她的女婿施飙当起了与
黄文虎保持联系的“桥梁”。逢年过节，黄文虎总会通过电子邮件发
来贺卡和问候，请施飙代为转达。与此同时，家乡的山山水水、父老
乡亲也牵动黄文虎的心。“文虎阿舅常常会问永康的发展情况，每每
听到好消息，他就很兴奋地说，有机会一定要回家来看看。”施飙说。

黄文虎钟爱诗词，并在 80 岁那年编成一本诗集《两文集》馈赠亲
友。记者翻开这本厚厚的线装诗集，注意到其中有两首关于永康的诗
作。诗情涌动的文字间，这位游子的思乡之切一览无余。

1992年4月，阔别故乡数十年的黄文虎回到舟山老宅。举目四望，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酸楚涌上心头，遂写下《四十五年后归访永康舟山
旧宅》：

梦阻关山路八千，归心四十五年前。

乡音渐近情犹怯，旧境重来物半迁。

小巷深庭人已查，长廊故宅泪泫然。

多情最是门前水，仍记儿时笑语喧。

黄文虎儿时记忆中的永康城面貌焕然一新，喜看家乡巨变，慨叹间
他又赋诗一首《归访永康故里》:

改革春风变故乡，回乡不辨旧沧桑。

通衢拥堵车千辆，广厦绵延水一方。

淳朴农民成老板，古香庭院设工场。

小微企业井喷势，指日小康臻永康。

光阴匆匆，19年一晃而过。黄文虎与故乡再度相逢已是2011年9
月。那一年，他应邀参加第 16 届中国五金博览会。尽管，行程排得满
满当当，但他还在工作之余专门预留了一天时间，在永康亲友的陪同下
去看了看故土的风土人情。

施飙回忆，吃到烤包子、豆腐丸、肉麦饼等永康小吃时，85 岁的黄
文虎开心得像个孩子，连声表示“想起了小时候，这些都是请客才吃得
到的东西”。

此行回东北后，黄文虎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昔日陬山鱼池街老屋
熙熙攘攘，而今星移物换，盛筵难再。时有黄姓本家子弟在异地相聚，
辄不相识，即是近亲也往往说不清是何亲属关系。”有感于旧版家谱信
息不全，为便于各地亲友查找亲缘情况，黄文虎主动提出要重修家谱，
并担下了编纂重任。半年多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汇总各代情况，按各
房辈分排列，编录成一本家谱。

由于编写仓促，黄文虎担心存在谬误疏漏，又特意将定稿发给施
飙，拜托其交由岳母帮忙补充修正。最终，这份饱含心意的“家族通讯
录”于2012年6月完成。

“文虎阿舅虽早年离乡，乡音却没变化，平时通话，我们都是用永康
话交流，他说得十分流利正宗。”施飙说。他至今不忘黄文虎跟他说的
话：黄氏后代分布全国各地，至第四代已有 300 余人，建此通讯录是为
方便大家联系，希望在外的亲友多回永康老家看看，千万不能忘了根。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施飙拿出了一张黄文虎赠予他的题字：“男儿
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通
过苍劲有力的字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呼之欲出。”

黄文虎成长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重大转折时代，亲眼目睹、亲身
经历了国土沦丧、民不聊生的困境与惨状。“所以，文虎阿舅每次回来就
要告诫小辈要常念党恩，珍惜学习的机会，努力学好本领，将来为祖国、
家乡出力。”施飙告诉记者，这位为祖国教育与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赤
子，心心念念着后辈能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勇攀科技高峰。

乡情深厚
85岁高龄主动执笔重修家谱

机缘巧合
15岁站上家乡讲台为人师

5 月 20 日一早，记者来到舟山镇，跟随该镇宣传干事方一位前往
舟二村黄文虎故居，为“院士之家”挂牌。该牌匾由舟山乡贤会所赠，
根雕大师黄宽宏制。

如今的舟二村依然完整保存着清朝的大规模古建筑群。走在村
里，记者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黄文虎年幼时走街串巷的画面。到了才
知道，黄文虎的祖宅就是该村代表性的古建筑——“南衡第”。

“南衡第”屋前的鱼池老街在古时是通往壶镇的商道，热闹繁
华。“黄家祖辈家境相对富裕，有条件供儿孙读书，甚至不惜斥资办
学，出了不少文才武将。黄文虎的祖上奕悦公是清太学生；到他父亲
黄洵范那代，多数离乡求学、谋职，脱离了耕田种地的生活；到黄文虎
及其子的第四代、第五代，同样英才辈出，中高级职称以上的就有 30
多人。他们家家风好，以前就是乡里出了名的良善人家，现在一代代
都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黄光荣是舟二村村民，比较熟悉村史，提
起黄文虎的家族历史，他竖起了大拇指。

“这间应该就是黄文虎幼时的住所。”在挂有“鱼池街北三弄 26
号”门牌的厢房前，黄文虎的族弟黄传后举着一张照片反复确认。该
照片摄于 1992 年，白发苍苍的兄弟四人笑意盈盈，身后正是这间厢
房。这间 20 平方米左右的老屋，承载着黄文虎儿时的珍贵回忆。

1931 年，年仅 5 岁的黄文虎被就近送入云靖乡小学上学。说是
小学，其实就是设在祠堂里的简陋学堂。“祠堂建于山坡之上，坐北朝
南，有前后两进房舍。后进比前进房舍高出 1 米有余，师生进出之
间，除石头阶梯之外，并没有设置护栏。”黄文虎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
始接受启蒙教育。遗憾的是，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的校舍场景，如今已
荡然无存。

在黄光荣带路下，记者看到了原校址所在的彦彩祠堂。该祠堂
多年前就已荒废，外墙被木莲遮蔽，只留一扇破旧木门虚掩着。

黄文虎在祠堂读书的时光不过短短两年，随着父亲调任永康邮
政局局长，他被接到了县城，在永康师范附小一直读到五年级。

走访舟二村的过程中，记者联系上了黄文虎的族亲黄文通，他透
露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黄文虎一生在异乡教书育人，但他“为
人师”的起点其实是老家舟山。1941 年，黄文虎初中毕业后因病在
家休养，为了攒学费，便到云靖乡小学应聘担任一名小学算术教师，
初登讲台。

1945 年春，上海的一所私立学校——君毅中学搬到云靖乡办
学。尝到甜头的黄文虎趁着高中毕业的学业间歇期，又谋了一个初
中数学教师的职位，后还被调任校长室秘书。可这次教期不到半年，
他就收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至此，黄文虎正式告别家乡，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如今回望，
这两段短暂的执教经历竟是黄文虎走上杏坛的起点，家乡人机缘巧
合下成了他的第一批“桃李”。

黄传后带黄传后带记者寻访黄文虎故居记者寻访黄文虎故居

舟山乡贤会赠送舟山乡贤会赠送““院士之家院士之家””牌匾牌匾

友待同乡
身后墓碑刻有“祖籍浙江永康”

“我大哥是个重感情的人。那些年，他经常去外地出差，每到一个

地方，他都要去看看同乡的老同学。有些同学境遇不太好，比如他的一

位永康同乡、初中老同学在青岛，比他略年长，在青岛纺织厂主任位置

上退休，经济上比较困难。我大哥到青岛时看望他，给了他不少资助。”

黄文虎的四弟黄文凤曾向家人讲起道。

黄文虎还有一位金华中学初中部（现金华一中）的同班挚友胡廷

洪，也是永康同乡。因着这层身份，两人数十年来书信不断，联系密

切。“我的二姑父年高耳背，黄老有时打电话过来，我曾代劳接听过几

次，也有幸与他在电话里长聊过几回。”胡廷洪的侄子吕飞航印象深刻，

“黄老语气不紧不慢、温和有礼、谈吐很有风度。话语中听得出来，他是

个有情有义的长辈。”

黄文虎不仅顾念同窗情，对待永康籍学子也很关爱。那时，填报哈

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的永康考生并不多。我市钉秤工匠

朱子岩的儿子朱海浪是90级学生，曾在校园中偶遇过黄文虎几次。“碰

到时，我就上前自报家门。一听说我是永康人，黄校长就笑着说‘老乡

好’，还关切地问我学习上、生活上的情况。这让我们这些远在哈工大

求学的学子感到温暖、安心。”朱海浪说。尽管当时黄文虎已经鼎鼎有

名，但他衣着朴素、为人随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位慈祥的老伯，交谈时

可以感受到他对老乡发自内心的亲切。

在校期间，哈工大88级学生陈设强曾陪同舟山好友去黄文虎家做

客，与黄文虎有过一面之缘。这一面之缘却让他难忘其风骨：“黄校长

身上有着科学家特有的品质。”陈设强回忆，“面对几位老家来的年轻

人，饭桌上的黄校长一改在校园里的严肃，就像邻家的叔伯，一直鼓励

我们要用功读书，讲话坦诚幽默，和他面对面坐着，我们也不会觉得紧

张。”

黄文虎虚怀若谷，因为他一心奔着科研去，完成某个项目、取得某

点突破就是他眼里最大的幸福。他的长子黄庆新负责照顾父亲生前的

生活起居。在黄庆新眼中，父亲生活很简朴，不搓麻将，不打扑克，不抽

烟不喝酒，唯爱写诗和看武侠小说，粗茶淡饭甘之如饴。

此前，黄文虎还拒绝了众人为他庆贺 90 周岁寿诞的好意，坚决不

摆宴席。去世当天，黄幼文一家接到黄庆新的来电，向永康亲属转达父

亲遗言：丧事从简，切勿大费周章大老远赶去吊唁。

经历过激流险滩，见识过潮平江阔，永康始终是黄文虎魂牵梦萦的

地方。“近些年，父亲总想再回舟山老家看一眼，却因腿脚不便屡屡未能

成行。”最终，儿子们在其墓碑刻上“祖籍浙江永康”六字，以慰亡父之憾。

无论对待教育、科研事业，还是对待永康族亲同乡，黄文虎的内心

始终如赤子一样纯真清澈，终此一生勤劳奉公，清廉自守，待人谦和，胸

襟坦荡。正如孟子所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黄文虎离世，宣告着一颗永康籍巨星陨落，父老乡亲为之哀恸，但

其高风亮节的精神永存，其为国家民族而奋发进取的赤子之心，将长久

照亮永康后辈的前行路。

黄文虎在指导学生对黄文虎在指导学生对““红旗红旗””二号导弹做振动测试二号导弹做振动测试

走近黄文虎族亲学生，探寻他与永康的不解情缘

十龄负笈别桑梓 风雨百年赤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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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88年黄文虎年黄文虎（（左一左一））与钱学森夫妇在镜泊湖与钱学森夫妇在镜泊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