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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工业大学 

建筑工程系的起起落落 

建筑工程系的两个源头 

内蒙古工业大学的前身是 1951年成立的绥远省高级工业学校（中专），

曾经设有土木科，招收了两届学生。我知道的教员有战广良和张居敬，但

均以作古。有关情况可以向在校的李希玉、蒉延龄、时文田、王德明等老

同志了解。 

原建筑工程系的另一个源头是内蒙古建筑学院建筑工程系。内蒙古建

筑学院是在内蒙古建筑工程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校是由扎兰屯的内蒙

古工业学校土建科 1956 年迁来呼和浩特建成的。校址在今八一市场对面，

当时学校设有土木和测量两个学科，校长由内蒙古建设厅副厅长曾则西兼

任。1958 年为了适应自治区建设的需要，成立了内蒙古建筑学院，院党委

书记由建设厅厅长崔泽霖兼任；院长调原中华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副主席

李大林担任；副院长由建设厅副厅长曾则西兼任

【注 1】
。建筑学院大学部设

建筑工程系，有建筑学专业本科四年制、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本科四年制

和专科两年制。从 1958 年秋季开始招生，建筑学院附设建筑工程学校中专

部，有工业与民用建筑科和测量科，学制三年。建筑学院成立后，自治区

政府非常重视，乌兰夫主席曾与当时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协议，由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对口支援内蒙古各高等学校；因此，内蒙古建筑学院也积极加强

各方面建设，将原北京市建筑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郑钫高级工程（清华大学

土木系 1938 年毕业）调任建筑工程系主任，并在 1958 年至 1961 年间从国

内外重点高等学校分配来的毕业生中，挑选了七、八十位任教师

【注 2】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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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派出教师到北京、上海购置图书、设备，还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巧报乡

购置了大片土地，拟建新校区，规划建成在校学生万人的大学。1960 年进

行建筑设计，并开始了部分基本建设。但是好景不长，国家因三年自然灾

害等天灾人祸，国民经济处于极度困难时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 1961 年

11 月决定：“内蒙古建筑学院大学部并入内蒙古工学院成为建筑工程系，中

专部并入内蒙古工业学校。”1961 年 12 月又决定建筑工程系停办，1958、

1959 两年入学的学生按原教学计划毕业；1960 年入学的学生动员到牧区插

队，叫做“上山下乡，男女搭配，成双成对，政策优惠”。在当时国家经济

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到牧区的学生能每人给发皮大衣、大头皮鞋、皮帽和

二百元左右安家补助费。但是大部分学生仍愿留校学习，学校安排了提前

一年毕业，1961 年入学的学生则转入机械工程系的各专业学习。建筑系的

教师除少数留在工学院教基础课和行政科室外，大部分教师按干部调动手

续陆续调出学校，但全区基本建设规模大量压缩，原定基建项目大都停建、

缓建。当时的口号是“按热量办事”，首先保证人民能生存。建筑行业各部

门都在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原有 100 多人的内蒙古建筑设计院，编制精

减为 55 人。该院为争取到建工系的老师，大量经减了原来人员，留下 20

个名额接收教师。建工系的其他教师则各奔前程、分流到自治区各盟市和

区外。当时北京、天津来要毕业生，作为储备的技术力量；但是内蒙古不

愿放人，又无力按专业对口安排，因此有的分到中学担任数理课教员；有

的分到基层人民银行担任会计；章家骐、王梦琪（均为清华工民建专业五

年制本科 1959 年毕业生）分到多伦县废品公司工作；戴仁宗（清华建筑系

六年制本科 1959 年毕业）安排到乌盟一个旗县的交通局工作。但是县交通

局只管辖一个马车队，他便在马车队担任了会计。多年后，这些教师才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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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回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应该说，建工系原有的教师和那三年培养的

学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为内蒙古的建设事

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是内蒙古建筑行业里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建筑工

程系停办后，图书、设备除内蒙古工学院需要的部分外，图书资料全部给

内蒙古建筑设计院资料室，大部分设备已分给了中专部，剩余设备已少的

可怜，逐渐失散。至 1963 年 7 月，随着 1959、1960 年入学的学生毕业，

内蒙古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便成为历史。但是曾经从事过建筑专业的人们，

仍然眼巴巴的盼望着、期待着，总有一天，国家要振兴、国家要发展，无

论是发展工业或改善民生都需要盖房子，建筑工程作为一个行业，总是要

兴旺发达的。 

我与建筑工程系的结缘 

1958 年，正当我在清华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祖国大跃进的战鼓擂的

震天响，到处传来大跃进的捷报，年产要达到 1070 万吨钢，中稻亩产达十

几万斤，报纸上还登载着人站在熟透的麦穗上等待收割的照片……处处洋

溢着“到边疆去，到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我，一个

年青的共产党员，理应听从党的召唤，我毕业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内蒙古，

填写了服从组织分配；终于，分配方案下来了，我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

我高兴，我欣喜，我被挑选为代表分配到边疆地区的应届毕业生在全校毕

业典礼上发言：清华大学新大饭厅安排的毕业典礼上，蒋南翔校长号召毕

业生们成为“共产主义的播种者”，我响应他的号召，立志“要建设边疆，

扎根边疆，在边疆成家立业，奋斗一生”。我准备了自己的行囊，估计到内

蒙古的建设工地及艰苦环境，为了轻装上阵，把所有的书籍全部卖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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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着红色聘书——报到证的发放。 

但是，正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下达了新的指示。原来

是当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总理在百忙中抽暇看了清华大学 1958 届毕业生的

毕业设计展览会，看到了土木系学生用粘土烧制的水泥能达到 300 号，而

当时硅酸盐水泥也才 400 号；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希望中国援建一个水泥

厂，周总理设想给他们援建一个原来设计的水泥厂，再让学生们去柬埔寨

建设一个粘土水泥厂，学生们既当工人又当技术人员，成为脑力劳动和体

力劳动结合的新型劳动者，让柬埔寨青年看看新中国青年的面貌（当时柬

埔寨青年的志愿是当官和当僧侣），使我们不仅在物质上帮助受援国家，也

在精神上给受援国以影响。因此，把我们房八四班（即工业与民用建筑专

业 1958 届第四班）全部留下来，继续研究粘土水泥；后来，党中央决定为

迎接建国十周年，要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让清华大学参加设计竞赛，

最后清华大学的国家大剧院和美术馆设计方案中标，当时离国庆十周年只

有十一个月，只能边设计、边施工，清华大学建筑和土木工程两个系的师

生只能加班加点、全力以赴的完成任务。于是我被抽调到国家大剧院工程

担任设计代表（设计代表共三人，建筑系的殷一和老师、土木系刘安民和

房九黄介弘同学），我长住工地，那里原来是北京市儿童医院，拆迁后留下

几间平房作为工地办公室，东边就是热火朝天的人民大会堂工地，施工最

紧张的时候有上万人在该工地劳动，国家大剧院怎么能冷冷清清呢？施工

单位总催促着要开工，而设计图纸根本不可能出来。于是根据建筑物的体

型和位置出了一个刨槽图就开工了，谁知这个几米深的大坑挖好后，整整

等了四十多年才重新在原址建成了现在的国家大剧院。当年的国力不足，

人民大会堂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花岗岩、大理石等等，单单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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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就用掉了全国各省市生产的产品，只能把负责国家大剧院施工的北

京市第一建筑公司抽调去开挖和加工花岗岩、大理石，国家大剧院被迫停

工，清华大学土建设计院也就放慢了设计速度。正在这时，内蒙古建筑学

院教务处李仲三处长到清华要分配到内蒙古的毕业生，因此与清华商定，

我算是内蒙古建筑学院派往清华进修的教师，清华可以安排我去完成原定

的工作，但必须立即去内蒙古报到。 

大约是 1959 年 5 月，我乘车到呼和浩特，那时火车站是一排低矮的平

房，出站后我叫了一辆马车，经过空旷的车站东街到内蒙古政府人事局及

建设厅报到。建设厅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建筑学院离政府大院不远，

是一个四层楼房，周围没有别的楼房，很好找。我绕着政府大院转了一圈，

看见新华大街宽阔、漂亮、宁静，路边是一排高高的白杨树，街面清洁，

路人稀少，周边没有商铺，也没有看见四层楼房，我接连问了几个人都不

知道建筑学院在何方，总算问到一个知道的路人，让我在新华大街上搭乘 4

路公共汽车，在麻花板西下车，汽车半小时一趟。后来听人说，“板”在蒙

语中是商铺，“麻花板”按蒙古语是肉铺；可见当时学校周围比较偏僻。我

上车后，经过一段荒郊，穿过铁路又走了一段，东边有了灰黑色的围墙（内

蒙古军区大院的围墙），西边仍是荒地，终于看到了内蒙古建筑学院的四层

大楼。我到学院人事处报到后，见了有关领导，又赶回清华大学土木系结

构力学教研组进修并完成国庆工程的一些工作。1960 年 3 月，我结业返回

内蒙古建筑学院力学与结构教研室，参与了部分教学工作，后负责指导中

专部工民建专业 1961 级的毕业设计。毕业设计的题目是：达茂旗召河牧业

机械化试验站的机修车间。建筑、结构都要完成施工图，学生完成设计后，

我又被派驻为设计代表，该工程由达茂旗建筑队施工，由于国家经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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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开工后不久，达茂旗建筑队被撤销，但工程已经上马，只好留下工人，

由我指挥施工；我要为甲方跑材料、搞预算，又要带工人施工，负责施工

技术和管理，又是设计方的代表，所以甲乙丙三方我都代表了。大青山后

山地区气候特别寒冷，无霜期不足一百天，到十一月底，气温就零下 30℃

了，工程未完，我穿着皮裤和毛朝里、面朝外的白碴皮大衣，头戴大皮帽，

脚穿毡喀嗒，走回建筑学院的四层大楼时，人们都瞠目结舌，以为是哪个

老乡跑错了地方。 

1962 年春天，内蒙古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停办后，我被分配到工学院教

务处教学研究科工作，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让我讲授工 64 甲乙两班的《结

构力学》和《弹性力学》两门课程；当时，负责内蒙古土木建筑学会结构

专业的战广良工程师希望我为学会举办《弹性力学与薄壳结构》的讲座，

我自不量力承担下来，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讲了近九个月，听讲者是

建筑、铁路、公路等设计和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的人每周要专程

赶七、八十里路来听课，使我深受感动。这次学术活动是我和战广良工程

师的第一次合作，也是后来我们共同为建筑工程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呕

心沥血，情同手足的合作基础。 

1962 年 9 月~1974 年 4 月，我在工学院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工作，帮助

领导调研、组织教学研究，修订各系、各专业教学计划，参加内蒙古教育

厅各次教育工作会议和教学研讨会，并多次被抽调与教育厅的同志们一起

起草会议的有关报告和总结，在行政工作岗位上干了十几年，并经历了文

化大革命。 

1973 年，我被组织安排去内蒙古五七干校学习和锻炼，这个期间，战

广良同志也从包钢调回内蒙古工学院工作，他积极主张恢复建筑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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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起草了向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973 年 11 月 30 日，内蒙古革命委

员会批复：同意内蒙古工学院恢复建筑工程专业招生（大意，原文我没有

看过）。1973 年 12 月，我从内蒙古五七干校返回后，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

兴，愿意积极参加筹备工作。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战广良教授，他 1925 年出生于吉林通化，中专

时曾在日本学习电气科，1952 年从北洋大学（院系调整后改名为天津大学）

土木工程系毕业，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后调到绥远省高等工业学

校土建科任教员，以后负责学校的基建工作，学校的教学主楼和几个学生

宿舍楼，都有他的辛勤劳动，学校基建工程完成后，他调到内蒙古建筑设

计院、内蒙古建设厅设计处、施工处工作，工作成绩突出，有许多科研成

果，他走遍了内蒙古各盟市，是内蒙古建筑界的知名工程师。他勤于钻研，

思想敏锐，勇于改革，有丰富的设计和施工经验，是一个优秀的学术带头

人。可惜他于 2000 年 1 月撒手离开了我们，他的毕生精力和生命都贡献给

了建筑工程系和内蒙古的建筑事业，是我永远崇敬、怀念的兄长和朋友。 

白手起家  把社会生产引进教学 

1974 年 4 月下旬，内蒙古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指定战广良和我负责工业

与民用建筑专业的筹备工作，但没有筹办经费，更不可能谈设备和图书资

料，只有七个教师

【注 3】
经过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就承揽了内蒙古体育馆

大跨度钢管空间桁架的试验研究，借用力学教研室的实验设备和徐国彬、

郭锦两位老师，还动员了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进行试验的加载、卸载工作，

终于完成了桁架的应力分析，确定了结构的安全可靠，成功地保证了内蒙

古体育馆的施工，后来该项目获得了内蒙古科技成果进步奖三等奖。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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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包头市第二建筑公司协议，为该公司工人办短训班，得到三千元，

真是一大笔经费，那时每斤土豆才卖二分钱，这些经费使我们欣喜若狂，

我们可以用它去北京、上海，了解文化大革命后建筑工程专业的教育革命

情况，去上海同济大学了解教育计划，并购买一套教材；经过调研，教师

们心里有了底，做好了招生准备。学校决定 1975 年招生，学习同济大学的

经验，让学生先造一个房子，再画一个房子，最后再去造房子，学校决定

成立工民建专业委员会。因我是党员，由我担任专业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战广良（1980 年后成为中共党员）任第二任副主任，主任职务暂缺。这期

间又调入了几个教师，并编入了基础课教师

【注 4】
。1975 年 9 月，建七五班

30 名工农兵学员如期到校。但是，学生招进来了，学校没有设备，就连最

起码的用白铁皮卷成的混凝土坍落度试验筒都没有经费买。其他专业学生

开始上课了，我们按教学计划带着学生盖小卖部和半排家属宿舍，用学校

的房屋维修费购置了铁锹、钢尺、皮尺、砌筑工具和简单的建筑材料试验

设备。师生们挖地基、砌墙、浇筑混凝土，在实践中学习。到了十一月下

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们还奋战在工地上。有的人缩着手、缩着脖

子在搅拌混凝土。有学生戏谑地说：“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热胀冷缩’了”。

大约十一月底，学生们才回到教室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等课程。专业课教

师暂时无课，部分教师便承接了呼市糖厂车间技术改造和呼市化工厂几个

车间的设计任务。虽然没有设计费，但是教师们想生产之所想，急生产之

所急，总想努力为自治区建设多做点贡献，也使自己在生产实践中得到锻

炼和提高。 

1976 年 4 月，按教学计划安排建七五班的学生“画房子”了，便安排

学生到临河糖厂、察右中旗化肥厂、卓资县黄磷厂等进行现场设计；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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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该学习测量课时，学校没有经纬仪、水准仪等，我们就承接了内蒙古

军区大院和呼和浩特市白塔、五塔寺、乌素图召等测绘任务。先收劳务费

买仪器，再进行教学和测绘，做到教学和生产两丰收。后来凡是我们设备

条件不足，不能完成教学任务时，就到生产中去寻找任务，建七七有“结

构检测”课，正好内蒙古铸锻厂的几个车间要进行结构检验，我们就先收

费买设备，师生们边教、边干、边学，既完成了教学任务，教学设备也逐

渐得到了充实。当然，教学与生产有时候会发生矛盾，我们只能按照生产

任务第一调整我们的教学计划。记得在 1978 年 5 月，学校的实验楼需要我

们教师设计，当时建七五班正在进行毕业设计，为呼市化工厂几个车间画

建筑、结构的施工图，建七六班正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最多的一个学期，

我们教师本来就少，经过反复考虑，只好调整教学计划，由我带队安排建

七六班学生到石家庄、唐山等地进行生产实习，战广良老师、唐乙龙老师

等完成学校实验楼的设计任务。 

那时候，内蒙古的建筑业非常落后，沿用秦砖汉瓦、大铲瓦刀的施工

工艺，没有六层以上的楼房，但学生必须学习现代的东西，必须到处看看、

走走，长见识，开思路，尽量看最好的建筑，学习最先进的建筑施工技术。

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无疑是最好的地方。但是学校经费紧张，我们又

是新设立的专业，不可能有很多的实习经费。我们就是不安分，就想自力

更生，尽量不给领导添麻烦，我们把建七七班的生产实习安排在上海，毕

业设计题目选为呼和浩特污水处理厂，我们不收设计费，由呼和浩特市排

水处为我们支付差旅费和文具费。许多学生第一次走出内蒙古，到北京、

南京、苏州和上海，参观学习了北京污水处理厂、宝山钢铁厂，见识了宝

山钢铁厂的宏伟建设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及建筑技术，饱览了南京长江大桥、



 

10 

 

中山陵和苏州园林的雄伟和美丽风光，使学生们受到了建筑技术和建筑艺

术的教育，也使学生们感到了祖国的伟大和可爱，立志要为建设祖国和改

变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筑落后面貌而献身。 

1978 年，工学院撤去了各个专业委员会，成立了建筑工程系，战广良

任系主任，刘安民任副系主任，战广良老师思想活跃，勇于开拓，又擅长

建筑设计和施工，熟悉建筑界的领导和基层单位负责人。而我熟悉学校工

作，长于教育管理。两相配合，相得益彰。大多数的时候是战广良老师提

出想法。有时候他的想法，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但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

们就尽可能安排，发动师生去争取完成；没有条件办到的事情，我们要创

造条件去办；今天办不到的事情，以后要尽力去办。不等、不靠、尽量不

向上面伸手，相信我们依靠全体师生的力量，能办好建筑工程系。只要自

治区的建筑业发展，我们的建筑工程系就能发展。没有经费，到社会生产

中去找；没有设备，从建筑生产项目中去发掘。凭着我们师生们的双手和

智慧，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建筑业的社会生产是源，建筑教育是流，把

社会生产引进教学，学校教育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问得清泉深如

许，唯有源头源头活水来”。 

在成长中发展  在发展中成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农村生产承包制的发

展，也鼓舞着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努力学会“打擦边球”，凡是政策允

许的事情我们都要试着努力去办，去探索改革发展的新经验。1979 年，我

们成立了“内蒙古工学院建筑设计所”，承担了呼和浩特市少年宫、内蒙古

国际贸易大厦、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高层建筑的设计，可算是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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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特的高水平，却只收取远低于国家标准的设计费。系里有了创收，我们

就有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创收的一部分交给学校；系里掌握的费用大部

分用来购买教学设备，自己武装自己；留下一小部分作为参加创收人员的

酬劳，并有部分按教学工作量分配给全系教职工。按照战广良老师的话说：

“我们用老师们辛苦劳动挣来的钱，再发给大家以收买人心”。那时，除了

按照工作量发酬金外，每个月发给教师午餐补助费，春节有年终奖，妇女

节发给妇女过节费，儿童节发给教职工家中不满 15 周岁的儿童糖果玩具费；

系运动会、校运动会、学校教职工的体育、文娱比赛，都像是我系教职工

的节日，有奖励、有运动服，老师们踊跃参加，观摩助战，因此建工系每

每取得好成绩。我们也给学生奖励，支持学生工作的各种活动，鼓励学生

德智体全面发展。并从建 79 班开始，每年都安排学生到上海进行生产实习，

实习费不足部分由系里和学生自行解决。我们还鼓励教师深造，攻读研究

生，凡教师在外学习提高，听课费在考取研究生后予以报销，未达到录取

成绩不予报销。记得在 1984 年，校园中出现了一道风景，建工系的一批青

年教师骑摩托车上下班。很多教师问我：“你们建工系每个人都发了摩托

车？”我就开玩笑的回答：“我们系还发老婆哩，你看哪个教师没有对象！

摩托车是教师们向系里借钱买的，要发摩托车我这个系主任还用骑自行车

上班？”据财务处统计，那几年建工系创收金额为 170 多万元和两辆汽车。

现在看来，那点钱太少了，但在当时却不是个小数目。国家每年给工学院

拨款为 338.35 万元，包括教职工工资、学生助学金、设备与图书购置、实

习和实验费……等。建工系学生仅二百人，是全院最小的系，若只靠国家

拨款，根本无法添置设备。当时工学院图书资料费每年不足 3 万元，而我

系资料室每年图书资料费就花 1 万多元，因为建筑学专业的资料相当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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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必须让学生接触国内外最新的资料，不靠自力更生，怎能办好建筑

工程系。 

由于呼市少年宫及内蒙古国际贸易大厦等的建成，以及初期培养的几

届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的表现，证明了我们教师的水平和认真办学的态度，

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和好评，更多的学生要报考建筑工程系；更重要的是国

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建筑技术人员，我们只能抓住机遇，迎着困难，

多层次、多渠道去培养更多学生。我们先后与内蒙古基本建设咨询服务部

合办了三期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二年制专科班外，又在内蒙古自学考试委

员会的指导下，设置了工民建专业自学考试班，全区学生最多时近千人，

各盟市都要求我系派教师定期进行集中辅导。1985 年，根据自治区建设发

展的需要，我系增设了建筑学和公路与城市道路两个专业（本科四年制），

1987 年增设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三年制专业班，1989 年又增设供热与通风

工程专业（本科四年制），到 1992 年，建筑工程系在校学生已有二千人，

成为学校的一个大系。 

1986 年，由于战广良教授年过六十，学校决定免去他系主任职务，由

刘安民任系主任；李大夏、刘文白任副系主任；李大夏老师 1960 年从南京

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建筑学院建工系，随着建工系的起起落

落，他也受到很多周折。1963 年建工系停办后，他分到工学院后勤处从事

基建工作，1975 年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中心招生后，重返教学岗位，教学

上颇有造诣，他主持设计了内蒙古国际贸易大厦，为当时呼和浩特最高的

建筑，曾先后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英国伦敦进修。在担任副系主任期间，

为增设的建筑学专业的创办及全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好评。不幸他竟于 2010 年 8 月病逝，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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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年建筑工程系的工作，主要是跟随了国家发展的脚步，随潮

流而动，我们只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开门办学，坚持教学与生产相结

合。应该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对不少问题是糊涂的，不自觉的，一时蒙

对了，取得一点成绩。譬如我们搞建筑设计研究院，开始只是看到教学与

生产实践相结合，可以创收，改善教学条件和教师生活条件。除了为自治

区设计了一千栋以上的建筑外，没有看到它是一个教学、科研、生产三结

合的基地，尤其对建筑学专业，建筑设计本身就有创新和科研的性质，每

个建筑都是技术和艺术以及人的生活相结合的创意产品，设计院是比实验

室更重要的一个科研基地，教师在实际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会成为课堂的

内容，教师掌握的理论知识，要在生产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从实践到理论，

再进一步去指导实践。事实证明，我们系凡经过设计实践的教师，在教学

中都感到心里有底，尤其在指导学生毕业设计时，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唐乙龙教授在教学和设计实践中，几十年来默默耕耘，苦心研究，在设计

中手把手的带出许多优秀学生，她的设计成果，也屹立在呼和浩特及内蒙

的一些城市中。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设想搞一个建筑施工的三结合实践基地，试图自

办一个建筑公司或与一些建筑公司联合，但几经努力，多次尝试，均未实

现。我们也曾想有结构试验室，但投资太大，依靠创收根本不可能，只能

望洋兴叹。 

2000 年学校决定撤销建筑工程系，成立建筑工程学院。 

2009 年学校决定撤销建筑工程学院，成立建筑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

两个学院各有教学楼，土木工程学院还有了教师们梦寐以求的结构试验室，

两个学院师生们在新的征程上，道路越走越宽，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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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我到内蒙古已经 52 年了，我的青春，我的大半生以及我的部分子孙，

都献给了内蒙古的建设事业，实现了我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诺言。回顾一

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教了一批学生，孔夫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我算了一下，我是弟子三千，贤人未计；二是主持设计、施工了一些建筑，

大约千栋左右吧。如今我已经七十六岁了，身体还比较争气，已经健康工

作了 52 年，争取再发挥一些余热，战士暮年，应该壮心不已。仅凭记忆，

写下了原建筑工程系的一些往事，是非功过，由历史去评说吧。感谢培育

我的中国共产党，感谢培育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感谢曾经教导和任用

我的历届领导，感谢曾经与我并肩战斗、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为恢复、重

建和发展建筑工程系的同事们。 

当我写完这篇拉杂的记事时，总想着桃花、李花已经怒放，果实必将

丰满。这几年，我到过许多地方，看到学生们大都事业有成，有些学生可

谓事业辉煌灿烂，甚为欣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刘安民       

二零一一年春  北京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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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内蒙古建筑学院领导班子 

党委书记：崔泽霖    院长：李大林    副院长：曾则西 

党委办公室主任：王殿臣      组织部长：张迪臣 

宣传部长：程光吾    院办公室主任：彦文耀    教务处长：李仲三 

教务副处长：李维光     人保处长：赵廉     建工系主任：郑钫 

党总支书记：于振刚     系秘书：陈宝莲 

 

【注2】            内蒙古建筑学院大学部教师 

建筑学教研室：（均为建筑学专业毕业） 

赵向毅（同济大学四年制 1957）     奚树祥（清华六年制 1958） 

唐乙龙（清华六年制 1959）         郭日睿（清华六年制 1959） 

吴炎堃（清华六年制 1959）         杨玲玉（清华六年制 1959） 

田瑞玲（清华六年制 1959）         戴仁宗（清华六年制 1959） 

顾世明（清华六年制 1959）         张祖荫（清华六年制 1959） 

李吉人（清华六年制 1959）         周忆云（清华六年制 1960） 

李松德（清华六年制 1961）         陆际明（清华六年制 1961） 

李大夏（南京工学院五年制 1960）    颜承琦（南京工学院五年制 1960） 

郑柏林（重庆建工学院五年制 1960）      

方志云（苏南工专初中毕业后五年制 1955） 

张钖瑛（苏南工专初中毕业后五年制 1955） 

力学结构教研室： 

杨敬生（哈尔滨建工学院 六年制 1958 工民建专业） 

李炳威（苏南工专初中毕业后 五年制 1953 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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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纲（苏南工专初中毕业后 五年制 1953 土木） 

嵆训仁（苏南工专初中毕业后 五年制 1953 土木） 

任广宗（天津大学四年制 1958 工民建专业） 

陆素文（天津大学 四年制 1958 工民建专业） 

汤之宇（天津大学 四年制 1958 工民建专业） 

万晓爱（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8 工民建专业） 

王麟征（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8 工民建专业） 

李梅丽（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8 工民建专业） 

李祖涵（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8 工民建专业） 

刘安民（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8 工民建专业） 

章家骐（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9 工民建专业） 

王梦琪（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9 工民建专业） 

乌兰娜日（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9 工民建专业） 

王鸿（基辅工业大学五年制 1959 工民建专业） 

徐国彬（莫斯科土建学院 五年制 1960 城市建设专业） 

林兴堂（重庆建工学院 五年制 1960 工民建专业） 

屈壁英（重庆建工学院 五年制 1960 工民建专业） 

付梦喦（南京工学院 五年制 1960 工民建专业） 

黄宣馨（南京工学院 五年制 1960 工民建专业） 

钟又然（大连工学院 五年制 1960 水工结构专业） 

施工教研室： 

余一纯（浙江大学 四年制 1957 工民建专业） 

刘毓光（太原工学院 四年制 1957 工民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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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雄（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8 暖气通风专业） 

杨洪侠（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8 给水排水专业） 

方永秀（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9 工民建专业） 

李洪琳（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9 暖气通风专业） 

王锦平（清华大学 五年制 1959 给水排水专业） 

梁庆宏（清华大学 四年制 1955 工民建专业 留苏研究生） 

江志学（天津大学 五年制 1960 给水排水专业） 

崔鹏升（天津大学 1960 暖气通风专业） 

马世昌（莫斯科土建学院 五年制 1960 硅酸盐材料专业） 

陈菊芳（莫斯科土建学院 五年制 1960 硅酸盐材料专业） 

曹素芹（同济大学 五年制 1960 建筑经济专业） 

毛宗瑜（同济大学 四年制 1957 暖气通风专业） 

方明孟（南京工学院 五年制 1961 工民建专业） 

 

【注3】         恢复重建建筑工程系筹建时期的教师 

战广良     刘安民     唐乙龙     王雷 

渠进勇     郭培先     侯海宽（1974 年下半年调出） 

【注4】     成立工民建专业委员会时期的教师（除以上六位） 

李大夏     方永秀     章家骐     顾伟若     任云    

孟长再     李克彬      刘磊      孙德龙     李正桥   

郭世秀（办公室）     赵子明（党总支书记）     

赵达夫（数学）    毛大龙（数学）    张天琪（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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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摄于 1987 年呼市少年宫 

自左至右为唐乙龙、刘安民、战广良、李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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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刘安民，2016 年 2 月，于海南万宁石梅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