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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工业大学，有这样的一位老人，一直被师生们铭记。他，

就是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汽车内燃机专家，河北工学院院

长、名誉院长潘承孝教授。走过了百余年人生历程的潘老可以毋庸置

疑的被称为世纪老人了，在河北工学院师生的心目中，潘老的形象是

一般人所不能替代的，不论是在教研室、实验室、办公室、工厂车间，

还是教室、学生宿舍、家属宿舍，都留下了潘老的足迹。潘老的风范

和师表形象，深深铭刻在河北工学院每个师生员工心中。今天，我们

就讲讲潘老和老师同学们的故事。

1988 年，河北省民进的

一位工作人员专程到天津拜

访潘老，在去河北工学院的

车上遇到一位上大学二年级

的女学生，便问道：“你认识

潘承孝吗？”女学生爽快的

回答：“认识，我们的老院长

潘老，全院的每个学生都认识他，每个学年开始，潘老都在大会上给

新生讲话，到学生宿舍谈心。大学四年毕业，许多人认不全学校的老

师，但潘老是人人都认识他的。”这朴素的话语代表着一届又一届学

生的心声。而这一年潘老已经 91 岁高龄了，但人们几乎能看到潘老



天天到校上班。

理工科造诣极深的

潘老，还写得一手流畅端

庄的行书字，因此，敬求

其墨宝的人很多，特别是

景仰其名望的青年学生，

都以得到潘老的手迹为

一大幸事。1994 年院学

生会的一个学生社团组

织——临窗文学社精心辑印了一册厚厚的学员作品集，请求潘老题写

刊名。潘老在百忙之中答应下来，随后去北京开会，结束会议返津后，

潘老立即写了十几幅字样送交院团委转交，但转天觉得没有写好，又

重写了几幅让秘书转交，当文学社负责人来领取时，秘书发现“作品

集”三字写成了“成品集”，就直接到办公室找潘老再次重写。哪知

潘老正在运笔行墨，第三次题写“作品集”。潘老热情的接待了这位

同学，给他让座，同他握手。倍受感染的这位同学后来在文章里满怀

深情地写到：“此时，我感到有一股暖流从老人的手上传遍我全

身······仿佛来的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的孩子、亲人······潘老让我把

系、专业、年级和姓名都写在纸上，然后拿起纸来，慢慢念了一遍，

好像要把这些都记住......”

潘老还特别讲求时间观念，办事守时。他出席会议、参加活动或

与人相约，从不迟到。潘老常说：“不守时就是不守纪律，就是不守



信誉，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有一次，学院召开大会，领导和老师

都到场了，唯独不见潘老，秘书和司机驱车去接也没接到，而此时还

下着小雨。正在人们焦虑不安时，潘老来了，原来，他是在接送车迟

到后，冒雨步行，穿马路、过市场前来赴会的。如释重负的与会者，

对潘老的到来，报以了不同以往的热烈掌声。

潘老是出了名的爱才惜才，礼贤下士。逢年过节，经常是在师生

还没去给潘老拜年时，他已经出现在老师职工家门口了。在采访魏安

赐教授时，他给我们讲了一个

故事。那是 1989 年的 2 月 5日

（除夕）的上午，他听到敲门

声，打开单元门，站在外边的

竟是 92岁高龄的潘老。魏教授

连忙请潘老进屋，潘老说：“不

进去了。我明天到天大去，你

们就不要到我家里去了。我今天提前给你们拜年了。”魏教授说：“我

当时特别的感动和震撼，潘老为了不让我们白跑，自己亲自过来登上

五楼一一给我们拜年......”

有人说潘老德高望重、克尽厥职，有人说潘老古道热肠、严于律

己，有人说他礼贤下士、诲人不倦。这些辞藻用于潘老没有丝毫的溢

美和夸张，潘老呕心沥血将其毕生心力都倾注在了河北工业大学的发

展上。他对待工作亲躬亲为，润物无声；他厚德载物，甚至对学校一

草一木爱护备至，也使得全校师生对其充满尊敬与爱戴。潘老逾百岁



而终，堪称学术界德高而寿长的典型。潘老在工作和生活中没有豪言

壮语，但是他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我们的无价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