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公衡 

(1906--1987) 

  王公衡，造船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和交通大学造船系

创始人之一。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制订《一九四八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

约》。建成我国第一座设备先进的双轨拖车式船模试验池，是我国船舶流

体力学学科的先驱者。晚年倾注全部精力主持编撰《船舶工程字典》。毕

生为我国的造船和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公衡，原名世铨。原籍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1906年7月18日出生

于北京市。7岁入私塾读书两年。1916年入北京市崇德中学附属小学读书。

在此求学时代受到人民奋起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五

四"运动的思想影响，少年时代即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感。高小三年级时为反对在对德和约上签

字(和约上是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作为山东省学生代表曾参加集会、发表宣言、

张帖标语等爱国行动。1920年小学毕业，进入崇德中学学习。崇德中学由英国基督教(即中华

圣公会)创办，校长是外国人。就读该校时受到一些进步教员和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1925年

在高中三年级学期将结束时，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各地学生纷纷游行声援，当时王公衡为该

校学生会副会长，曾多次组织同学参加开会罢课、游行示威及请愿等学生活动。接着利用暑假

写了一篇鼓励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学生转入中国人办的学校的文章，刊登在当时的北京京报上。

暑假后崇德中学的校长换了中国人，从此在崇德中学升起了中国国旗(其他外国人办的学校也

都换了中国人作校长)。1925年考入交通部唐山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

院)插班入预科二年级。入校后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美籍化学教员伊顿事件，学生纷纷罢课要

求撤换。1928年，济南惨案(日军杀害驻济南外交特派员案件)发生，各地人民奋起抗议日军的

野蛮行为，唐山交大的山东学生奋起积极响应，起草了传单的稿子，参加外出宣传及散发传单

等抗议日寇暴行的爱国活动。1931年，王公衡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同

年，考取了英国公费留学。1933年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为苏格兰工程师和造船师学会

会员。学习时获知中国在英国订造沿海客轮事，即要求利用暑假到巴克雷克尔船厂实习。为了

多学点知识而拒收了该厂发给的工资。1936年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毕业，获一等荣誉学士学位

及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柯克纪念奖学金。同年秋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造舰系。学习期间

曾到英国各地及海军的工厂、船厂及试验所参观实习。1937年加入英国造船学会。1938年自英

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造舰系毕业。当时为抗日战争之第二年，国内沿海和长江流域有不少

地方已经沦陷，考虑到原来所学的都是一些大、中型舰船，一时用不上，为适应国内需要希望

学些造小型船方面的知识，后到桑尼克拉夫特公司造小型船的船厂及泰晤士河中的造木壳小型

船、交通艇、游艇、小型内河客船、工作艇和鱼雷快艇的船厂实习，为当时到该厂实习造船的

唯一的中国人。 

  1939年5月结束实习，王公衡返回祖国，在重庆江北的民生机器厂任工程师，担任建造铁

壳和木壳蒸汽机船。1941年该批任务完成。是年秋任长江区航政局川江造船处工程师并在重庆

商船专科学校造船科任教。   1943年，任重庆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由于商船并入交大)。

1944年，"民惠"轮翻船事故发生后，为了加强船的检验工作，受聘为航政局技术科科长，负责

验船事务。1945年，赴美国考察造船工程，对美国战时造船深有研究。1946年，任上海交通大

学造船系教授。1947年，兼任南京交通部技正。1948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一九四八年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会议"，并参与制订和翻译了《一九四八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船舶原理教研室主任、船舶设计

与制造教研室主任、船舶流体力学教研室主任。1954年，参加筹建上海造船学院的工作，主持

筹建我国第一座设备先进的双轨拖车式船模试验池，于1959年建成投产，为我国造船科学的发

展和研究生的培养起了先驱者的作用。王公衡是于1943年诞生的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创始人之

一，曾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为团结、组织全国的造船工

作者致力于发展中国的船舶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78年，陪同原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赴英国

友好访问，任技术顾问。回国后以74岁的高龄任《船舶工程辞典》总编辑。1985年退休后，他

将全部藏书赠送给上海交大图书馆和船舶及海洋工程系资料室。1987年4月王公衡不幸逝世，

但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人间。  



参与制订《一九四八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1948年，王公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国际海上人命安全会议”。此前国际上早已有统

一的检验船舶安全的标准：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国际载重线公约。凡合乎统一标准的船

舶，由各国政府发给证书，才能通行到任何公约国的港口而无阻。中国也是公约国之一，但国

内验船制度毫无基础，无法颁布实施细则。中国轮船凡要到香港，到外国都不得不仰人鼻息。

走香港的招商局客轮，要通过外交手续，请香港政府的验船师检验，请领香港政府的证书。招

商局在海军江南造船所订造的“伯先号”轮，因为准备走香港和南洋，也要把图纸送到美国去

审核，请美国验船师到上海检验。船若没有国际证书航行，到了香港都遭扣留，被迫在香港船

厂修理。国内造船界、航运界、保险界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处处受人宰割，这种半殖民地

式的航运业，遭受帝国主义的各种压迫和摧残，实在痛苦万分。”王公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去

伦敦参加国际会议的。为了节省费用，原定仅由驻英大使、海军武官和交通部专业人员王公衡

共三人出席会议。但因会议范围广泛，各项问题都分组讨论，我国代表团人数过少，无法应

付，后临时在英加聘数人(多数是大使馆职员)协助组成中国代表团。王公衡在出国前作了充分

准备，为维护国家权益提出多项主张，深受各国代表的重视，最后代表中国政府在签字仪式上

签字(当时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的三人中，另两人为驻英大使郑天锡和驻英海军副武官陈粹昌)。

王公衡不仅参与制订了《一九四八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

文翻译了这一公约，分期刊登于《中国造船》。 

精心培育船舶专业人才 

  王公衡是重庆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创始人之一。1943年，当时重庆商船专科学校造船系并

入重庆交通大学成立造船系，为该校工学院中新兴的一个系，也是我国最早的造船系之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重庆交通大学造船系师生乘"江建"轮复员东归，10月抵上海。

194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机关撤退，交通部航政司迁往厦门，当时王公衡任交通大学造船系教

授同时兼任交通部技正，他毅然放弃了交通部技正职务，从此专心致志于造船教育事业，精心

培育船舶专业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公衡任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船舶原理教研室主任、船舶

设计与制造教研室主任、船舶流体力学教研室主任。他治学严谨，才华出众，对造船界的晚辈

是很有影响的。他从事高等教育近五十年，桃李满天下，先后担任过"材料力学"、"船舶原

理"、"船舶设计"、"船舶推进"、"船舶动力学"和"实用造船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一贯的

教学思想是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相当广，特别强调质量，着重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工作

的能力，深受广大师生的赞许。我国第一本《船舶推进》教材是王公衡手编的。他采撷众家之

长，经过自己的消化融会，自成体系，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在教学上的心得和科研上的成果，在

船舶专业人员中广为传诵，誉为不可多得的佳作。对当时提倡编写中文教材起了积极的典范作

用。 

  王公衡早于1955年就招收研究生，培养我国船舶工业科研人才。论文题目选自国民经济生

产实践而带有指导性的课题，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建成国内第一座设备先进的双轨拖车式 

船模试验池 

  自18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相继建造水池，进行船模试验。实践充分证明水池对学

术研究、新船型的研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我国却没有一座水池。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造

船界老前辈联名向政府建议，作为战争赔偿，把日本的水池设备拆回来，在中国建立水池。但

这一好主意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 

  1954年，为发展造船事业，领导上决定筹建上海造船学院，王公衡负责筹建船模试验池的

工作。当时船舶工业局已在上海修建了一座长70米的小型单轨绞车式船模试验池，可以满足高

等学校教学上的要求，技术上也比较简单。但王公衡从全局出发考虑到在国内重复建造大同小

异的设备不利于造船事业的发展，所以力主建造一座设备先进的双轨拖车式船模试验池，这一

主张得到了造船界各方面的广泛支持。 

  在领导船池建设过程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王公衡考虑问题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精神。

船池建设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反复推敲。从整体设计，到地脚螺丝的安装；从轨道水平校验

以适应船池变形，到保证拖车安全装配；从各种设备的安装，到测试仪器的校验，都一一提出

了详细方案。并考虑到当时国家财政还不富裕，对仪器设备要求先进，但房屋建筑比较简陋。

由于他的孜孜不倦和博学多才，船池建设进行得很顺利，保证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双轨拖车式

船模试验池按期保质投入使用。这是他对发展我国船舶流体力学学科所作的最大贡献。 

主持编纂《船舶工程辞典》 



  1979年5月，为了填补我国造船领域内专业辞书的空白，以适应造船技术的发展，原第六

机械工业部、交通部、原国家水产总局和海军联合发起编辑出版《船舶工程辞典》，委托上海

交通大学为主编单位，并专设辞典编辑部。由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和上海交通大学聘请王公衡为

总编辑。作为一部大型的综合性专业辞典，要求收有船体、轮机、电气、导航、材料与防腐、

舰艇装备、电子计算机应用以及造船史等有关造船方面的词条，为此，编辑部组织了四个部所

属的部分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工厂等500多个单位专家与技术人员参加编写和审稿。该辞典

涉及学科之多和内容的全面，不仅在国内即便是国外的同类辞书中也无出其右者。因此，辞典

编纂的难度和工作量之大也可想而知。当时王公衡已74岁，年迈体弱，他为造船教育事业耕耘

了几十年，本可以在晚年多享些清闲，但他壮志不已，不辞所请，以有生之年能再做出最后贡

献为荣，毅然担此重任。从编辑部成立之日起，他每天早晨8时起就开始工作，从决定编辑方

针、组织编写方法以及选定词目和编审词条等工作，他都亲自策划和参与实施。 

  在工作中他一再告诫大家要把辞典的质量放在第一位，要保证释文的正确性，切不可"误

人子弟"。对于一些疑难而有分歧的词条，他不厌其烦地查阅各种资料，并向有关方面了解，

再次体现出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那时在担任编辑分科主编或主要编辑人员的专家学者中，有不少是所在部门的行政领导。

由于他们平时工作较忙，往往一再拖延交稿期。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王公衡曾多次不辞

劳苦，亲自登门敦促，使这些同志在感动之余勤笔交稿。 

  王公衡的学生遍及各造船部门，辞典的编写人员中不少都受过他的教诲。但他平时毫无架

子，不以专家前辈自居。在学术上平等待人，无论对他的"学生"或一般工作人员均和蔼可亲。 

  王公衡一贯淡于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编辑部工作的五、六年期间，除了工作需要

外，个人事从不愿求助于领导。但对周围同志却很关心。在紧张工作之余，编辑部的逢年过节

举行联欢活动等，他不但积极参加，还常慷慨解囊。  

  在王公衡的尽力领导和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排除种种困难，《船舶工程辞典》终

于在1985年全部定稿交出版社。这部倾注了他晚年全部精力的辞典，由于出版方面的各种原

因，延至1988年6月才问世。可惜王公衡已先期逝去，但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者风度

使人难以忘怀。 

简 历 

1906年7月18日 生于北京市。 

1931年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毕业，同年考取了英国公费留学。 

1936年 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毕业，同年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造舰系。 

1938年 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造舰系毕业。 

1939-1941年 任重庆民生机器厂工程师。 

1941-1943年 任重庆川江造船处工程师，又在重庆商船专科学校任教。 

1943-1945年 任重庆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又任重庆长江区航政局技科科长。 

1943-1949年 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届及第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会顾问，第四、五届理事。 

1945-1946年 赴美国考察造船工程。 

1946-1987年 任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 

1947-1949年 任南京交通部航政司技正。 

1948年 赴英国出席"国际海上人命安全会议"。 

1951-1987年 任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第二、第三届常务理事，第四、第五届理事，

第六、第七届顾 问。 

1978年 陪同原国务院副总理赴英国进行友好访问，任技术顾问。 

1985年 退休。 

1987年4月29日 逝世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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