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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编委会编的《岁月情怀－－原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同仁回忆》是一本原建工
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简称北京院）人艰苦创业、追求卓越的书，是一本凝聚北京院
人智慧、感情、理想的书。这里有对建国初期祖国建设宏伟画卷的描绘，也有老一代建
设者当年成长历程的回忆和老一辈学子在建国之初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故事；有
人们参加国家建设的爱国热情，以及不图名利、努力拼搏、昂扬奋进的精神和高尚品格
的记述，也有经历风雨度过各个政治风波的生活情状；有经历“文革”、下放“五七干
校”、单位撤消、人员遣散等非常岁月里他们面临艰难、挫折和磨难，如何艰苦度过难
关的经历，也有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才智得到发挥的事例。书中还收录了大量
老照片、当年手绘的设计效果图等，从中也可以一窥当年设计院生机勃勃的景象和那一
代设计人的风采。总之，这本书以生动翔实的回忆见证了昔日北京院的骄人成就和机构
被撤消、人员被遣散的遭遇，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也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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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早就羡慕这个名院，出差、开会和培训都来过。
那些技术权威的名字在图纸、杂志上常见。迈进这个高门坎，即将同他们一起工作，深
感荣幸，还有些忐忑！设计局的干部告诉我，国家及部领导为建立“拳头设计院”的理
念费了不少心血：首先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设计人才，又调集从国外归来的技术专家和
华侨。设计局还从清华、同济、哈工大等名牌大学挑选了一批优秀学子。
北京院建院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建立这样的拳头设计院，请苏联专家进驻
北京院。其中有各级技术领导，包括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设计负责人，就连成品出
图及档案管理都配备苏联专家协助管理，当时在全国绝无仅有。
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层也都具有一定专业基础，有的本人就是技术专家，而
且都有很强的事业心。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设计院工作，真可谓“得天独厚”！国家那么
用心打造这样的设计院，担当的任务肯定是重量级的，接受的设计项目都是国家计委、
中央办公厅及各部委的重要工程，各部有一定难度的建筑项目，就会找到建工部，建工
部只要交给“北京院”就可放心，确保质量，按时完成任务。
计委要我们做援外工程，建委要我们参与建国十周年十大工程，外交部要我们设计驻外
大使馆，教育部又要我院设计大型的重点大学，一机部要建汽车厂；二机部、三机部、
五机部、六机部，我院都接受过他们的委托。尤其七机部尝到了甜头，还想把北京院切
一块过去。我们院甚至承担中南海内部工程。
刚进入这个“拳头设计院”，不认识一个人，还有点拘束。交给我的任务都是从未做过
的，我从地方上来，水平低。1962年前地方上本就没什么大工程，而刚报到上班，安排
我到《建筑设计资料集》编辑组工作，让我计算18层高层框架，将各层柱断面列表供建
筑专业设计参考。1962年全国高层有几栋？有几个设计人员做过？那时又没电脑、软件
，只有计算尺拉来拉去。但经过自己努力，不到一个月硬着头皮完成了！我自己都有点
不信，怎么一下子提高那么快？原因很简单，既是“拳头设计院”，就有美国的工学博
士、西南联大的教授、苏联回国的副博士指导，而且还有很多图书资料供参考。在这个
院只要努力，肯学肯做，就什么都不用怕，这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增强了信心，打下
良好功底。 早就羡慕这个名院，出差、开会和培训都来过。 那些技术权威的名字在图纸
、杂志上常见。迈进这个高门坎，即将同他们一起工作，深感荣幸，还有些忐忑！设计
局的干部告诉我，国家及部领导为建立“拳头设计院”的理念费了不少心血：首先从全
国各地抽调优秀设计人才，又调集从国外归来的技术专家和华侨。设计局还从清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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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哈工大等名牌大学挑选了一批优秀学子。 北京院建院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为了建立这样的拳头设计院，请苏联专家进驻北京院。其中有各级技术领导，包括总工
程师、主任工程师、设计负责人，就连成品出图及档案管理都配备苏联专家协助管理，
当时在全国绝无仅有。 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层也都具有一定专业基础，有的
本人就是技术专家，而且都有很强的事业心。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设计院工作，真可谓“
得天独厚”！国家那么用心打造这样的设计院，担当的任务肯定是重量级的，接受的设
计项目都是国家计委、中央办公厅及各部委的重要工程，各部有一定难度的建筑项目，
就会找到建工部，建工部只要交给“北京院”就可放心，确保质量，按时完成任务。 计
委要我们做援外工程，建委要我们参与建国十周年十大工程，外交部要我们设计驻外大
使馆，教育部又要我院设计大型的重点大学，一机部要建汽车厂；二机部、三机部、五
机部、六机部，我院都接受过他们的委托。尤其七机部尝到了甜头，还想把北京院切一
块过去。我们院甚至承担中南海内部工程。 刚进入这个“拳头设计院”，不认识一个人
，还有点拘束。交给我的任务都是从未做过的，我从地方上来，水平低。1962年前地方
上本就没什么大工程，而刚报到上班，安排我到《建筑设计资料集》编辑组工作，让我
计算18层高层框架，将各层柱断面列表供建筑专业设计参考。1962年全国高层有几栋？
有几个设计人员做过？那时又没电脑、软件，只有计算尺拉来拉去。但经过自己努力，
不到一个月硬着头皮完成了！我自己都有点不信，怎么一下子提高那么快？原因很简单
，既是“拳头设计院”，就有美国的工学博士、西南联大的教授、苏联回国的副博士指
导，而且还有很多图书资料供参考。在这个院只要努力，肯学肯做，就什么都不用怕，
这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增强了信心，打下良好功底。 后来我调设计四室，在北**高地
做了几个重要的减振设计，又通过计算，成功加固了在沈阳的几个被共振破坏的屋面。
领导对我的信任更鼓舞着我，让我担任5204现场设计结构工种负责人，和同仁们一起在
现场刻苦忘我工作，得到七机部认可和表扬，并感谢建工部给予七机部的支援。院里对
我们现场设计也给予了高度肯定。建工部又派副部长带领小组专程到5204现场慰问和表
扬，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当时自己也相当兴奋！这就验证了现代人说的“正能量”的作
用！——兴奋、热情、全神贯注！活力、精力充沛、多姿多彩、正面挑战、自我提升同
时也提升了整个团队！后来，1970年在五七干校时，正逢庆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成功，忆及在5204现场的工作，我们几个心情激动，相互点头，会心微笑！回想起来，
二十八九岁敢于接受这样大而高难度工程的挑战，而且一起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刚毕业不
久的大学生，还真要有些“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当然有北京院这样的环境，加上自己
努力，让“正能量”得到很好发挥！那些年是我一生事业中的黄金年代，我要感谢北京
院的培养，感谢导师的指导和栽培及同仁们的帮助！是的，建工部北京院有特殊的魅力
，国家把它组建成一个“老大拳头院”是具备很多优势的，国内精英、回国的专家权威
、优秀大学毕业生，再加上具有一定专业基础及事业心很强的领导层，在这样的环境下
工作，能不兴奋吗？只要有一点爱国热忱，你会不勤奋吗？你的勤奋，专家权威的指导
，同仁们的协助，再加上设计项目都是国家级重点，有挑战性。虽然短短不到10年历程
，却是一生中的黄金时段，尽管离开它43年，但仍感到北京院那七八年是多么重要！我
们当然怀念它，感谢它！但是单凭从北京院那些年所得到成就和打下的技术基础，还不
足以解释北京院人步入老年还那么渴望一起聚会，共同回忆一起奋斗过的历程。 其实我
们这个北京院，其人员组成造就了这个院的文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点“超前”，
有点“异常”。有时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但我们一点也没有自命不凡，就如清华大学分
配来的学子，那么自信，那么成熟，却又那么谦逊。上千人的设计院，那么多优秀才子



，包括著名学者权威在内，没有一人过于自信而自高自大。 1962年刚调来北京院上班时
，在厕所见一清洁工在打扫卫生，使人惊讶的是他嘴里哼着流行的美国音乐。后来发现
他在办公室里画图，进一步了解，原来是右派。我的天哪！哪里的右派在劳动改造时，
还敢哼美国流行乐曲？而且北京院人知道这音乐的人很多，却并不做声。看来只是经常
训斥批斗右派的那些人不懂这种音乐吧？！“文革”时我参与斯里兰卡大会堂设计工作
，当时院里的技术领导都划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戴总”、“林总”的称呼都改成
“老林”、“老戴”。我和戴总是同乡，较熟悉，“老戴”这称呼说不出口，工作中我
轻声叫了声“戴总”，他马上轻声说：“不要叫我戴总，杨明英（副院长）叫了一声戴
总受批判了！还是叫我老戴吧”。当时有两三个人在场，大家都不说话。心知肚明。 上
班前，那些“反动学术权威”都在办公楼门前排队毕恭毕敬站定，我们倒成老大了？像
如今餐馆门口站着两排美女，嘴里说着“欢迎光临”那样，非常可笑！我们路过时也向
他们点头微笑，心里都明白，大家都在扮演“角色”！“戏”总要演完 ⋯⋯P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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