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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汝鼎校友小传

黄色交通信号灯的发明者

随着史上最严交通法规的颁布， 对于红绿灯的讨论一

下子又热门起来。 在这波热议中，一位杭高校友屡被提及。

他就是发明红绿灯三色信号灯中黄灯的胡汝鼎校友。

胡汝鼎(1905—1985)，字彝芬，杭州人，电机工程学家。

1922 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今杭高)，考入复旦大学，

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他在爱迪生任董事

长的通用电气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一个班内学习，

是爱迪生的高徒。

胡汝鼎是一位备受崇敬的民主党派人士， 一生致力于

人类的科学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发

明了交通自动化信号灯和高起动力感应电动机等。

1927年，在通用公司任职的胡汝鼎站在十字路口，等待

绿灯穿马路。 那时，汽车发明日子也不长，交通指示灯也只

有红绿两种颜色。 当见了绿灯后，他向前走去。 可是一辆左

拐弯的汽车呼地一声擦身而过，吓了他一跳。 他就想：如何

能使拐弯的车辆与穿马路的行人不冲突呢？他反复琢磨，终

于想到了在红绿灯中加上一个黄色的信号灯， 来指示有车

辆要拐弯，提醒行人的注意，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于是他向公司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得到了公司高层的

首肯，也得到了爱迪生的夸奖。 这样红黄绿三色信号灯，就

以一个完整的指挥信号家族遍及全世界陆海空交通领域

了。 那年胡汝鼎先生仅仅 22岁。

科学救国信念的践行者

1930 年，胡汝鼎学成归国，任教于浙江大学。 1933 年，

他将异步电机改为同步电机，解决了有声电影声响的关键，

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的制作作出了贡献。 1938年与荣毅

仁共同投资新丰化工厂，并任合丰企业公司铁电厂厂长、新

丰电化厂经理、 公用电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怀着科学救

国、实业兴邦的理想，胡汝鼎一直奔走在把科技应用于生产

和创办公司的第一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胡汝鼎历任上海电机第

一联合工厂总管理处总经

理、总工程师，兼任震旦大

学教授、电机系主任，上海

华东工业部管理局工程师，

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办事

处技术科科长。 1951 年 4

月， 胡汝鼎加入民主建国

会，1956 年 10 月加入九三

学社，历任九三上海分社工

程技术委员会主任，第六届

分社委员，第七、八、九届分

社常委。

1955年至 1966年间， 胡汝鼎任上海市第一重工业局、

机电工业局、电机工业局和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 20 世

纪 60 年代初， 胡汝鼎校友出席上海研制的 10 万千瓦发电

机组鉴定会，提出用双水内冷散热可提高发电容量。

1979 年他恢复第一机

电工业局副局长职务，并

任总工程师、技术顾问。 同

时， 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

审查委员会委员， 中国自

动化学会理事， 上海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电动及自动

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

誉理事长， 上海市电机工

程学会理事长，《辞海》电

机和自动化分科主编等

职。

胡汝鼎先生 1984 年 4

月在九三上海市第六次社

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十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并担任过

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 三届委员，第

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

1984 年 10 月，胡汝鼎以八旬高龄赴美考察，带回大批

资料，为培养青年科技人员传授先进技术之用。

胡汝鼎曾荣获上海市电机工程学会、自动化学会、上海

市科学技术协会及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积极分子称号， 受到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胡汝鼎还参加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筹建工作，担任副教务长、自动化系主

任。 晚年，曾任上海电机一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中国自动

化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胡汝鼎设计制造出中国自己的计算尺（即“胡汝鼎计算

尺”）。他用经过处理的薄钢片代替硅钢片，解决了由于帝国

主义的封锁禁运造成电机原材料短缺问题。 他还主持设计

制造了中国第一台磁放大器；发表了《运算微积分学和电路

中的不稳定现象》《模拟计算机同步电机的脉冲负载》 等多

篇著作或译著，为中国的电机工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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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德校友个展在沪开幕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3:00，“触之所及———金一德个展” 在上

海其他画廊项目空间正式开幕。 艺术家金一德先生也从杭州赶来开

幕式现场。

金一德校友 1954 年毕业于杭高，是享有盛誉的中国美术学院油

画系的教授，在油画创作上取得了极大成就。

金一德的艺术图像来源于日常生活素材的艺术掘取。 本次展览

旨在通过金一德少有的早期的“玉兰”系列，以及他的最新的“暮年”

系列来展示艺术家的绘画成就。 独特的“玉兰”系列是艺术家钟爱，且

持续十余年反复描绘的。“暮年”系列的创作始于 2005 年，尤为引人

注目。 通过运用强烈的黑色线条，艺术家用极具表现力的方式表现年

华消逝的过程，延续他此前的人像作品中对线条的运用。 在这一系列

中，他将人物置于几乎是单色的背景中，从而巧妙地将重心放在人物

的表情上，传递出生命的短暂无常。 在国内外的众多展览中，金一德

不断改变绘画风格和技巧：“我理解的蜕变是使艺术探索愈来愈贴近

我的内心，形式上获得更加的自由。 ”

20 世纪 60 年代初， 金一德曾师从罗马尼亚画家博巴（1919—

1996），这为他带来了极好的创作宽度，也促使他将中国油画的传统

手法与罗训班所强调的“线条”、“个性自由”结合起来，突显“油画的

中国化”。金一德后来在倪贻德（1901—1970，亦为杭高校友）工作室担

任助教，这一经历也对其绘画风格产生很大影响。

作为教授，他也始终致力于改革创新。 据之前的学生回忆，在油

画研究课上，金一德将学生从现有的西方生活画中解放出来，开启他

们对中国风景画独特风格的个性化认识。 许江、王广义、张培力等著

名艺术家都曾上过他的课，并深受其艺术观点和教学方法的影响。

开幕式现场，金一德先生，一位 77岁的老人家。 虽然年迈听力不

是很好，但是谈到他的作品他还是神采奕奕，侃侃而谈。 在艺术创作

的风格上，艺术家在主张不停的变化，他说：“一定要变化，不能重复，

不能雷同。 ”

提到他师从罗马尼亚艺术家博巴的这段经历，老先生非常开心。

他说：“当时博巴教授教的东西很适合我的喜好。 这个训练班为我打

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欧洲的作品，不光是看到苏联的油画。 ”艺术

家强调这段经历对他的艺术生涯是非常重要的。 直到现在的新作《暮

年系列》也受到影响。

在谈及他的新作《暮年系列》，金一德校友侃侃而谈，这组作品和

他的生活息息相关。 他说：“人到了暮年以后是很无奈的，这个时候年

轻时的光环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人的内心留下的东西，令我深深的思

考。 这块的东西是我《暮年系列》所追求的。 ”

呼唤更多“保尔·科察金”们

参加 2014 年入学六十周年庆典

———五七届三班部分同学在灵隐三生石茶楼聚会记

听说阔别五十多年，远在内蒙古工作的章守律同学要来杭

州，杭高五七届“保尔·柯察金”班的在杭同学们立即忙乎起来。

俞绍鑫首先得知消息，便通知了华永利，商议了班级同学聚会

地点，放在景色优美的灵隐三天竺，然后告知了老班长任松寿，

请他转告各位在杭以及无锡的同学前来聚会。 不巧杭州同学孙

常升和袁加勇的家中电话无人接，手机又关机。 任松寿坚持每

天打三次，终于接通了袁加勇电话，他刚从欧洲旅游回来，闻知

55 年不曾见面的高中同学章守律明天到杭，非常高兴，不觉旅

途疲劳欣然答应赴会。 两位无锡同学获知后，拨冗辞去所有杂

务，当即决定动身赴杭。 刘听泉提前一天到杭，住宿一晚，以便

第二天从容参会， 寿奎水当天起早从无锡乘坐动车赶到杭州，

按时赴会。 杭高五七届校友会的崔盐生很关心三班同学的聚

会，接受邀请热情参与，还带来了校友会的资料。

10 月 22 日上午， 冒着霖霖秋雨赶来灵隐三天竺法镜寺附

近的三生石茶楼，参加杭高五七届“保尔柯察金”班同学聚会的

有：章守律三兄弟，表兄弟俞绍鑫，华永利夫妇，无锡同学寿奎

水、刘听泉，在杭同学任松寿、张钧煜、徐志恒，还有刚从欧洲旅

游归来的袁加勇，以及五七届校友联谊会副会长崔盐生、秘书

长徐时协，共十四人。

与多数同学阔别五十多年的章守律，年过七十，面带忧容，

满头白发，个子不高，身板挺直，声音洪亮，见到当年的高中同

窗时，依稀还能唤出姓名，运动特长，交往趣事，印象深刻。 同窗

久别得以相逢，自然格外高兴，大家围桌而坐，摆放时令鲜果花

生瓜子，一杯清亮香郁的龙井新茶，兴趣盎然倾听同窗章守律

侃侃叙述离校之后进入北疆内蒙生活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

家庭悲欢。 一生最感叹的是，只面对阶级、民族两大矛盾，如今

发妻病逝，孓然一身，从内蒙古体委告老卸职退休回杭，还能见

到当年的高中同窗、伙伴、发小，真乃三生有幸，恍若隔世重生。

不觉临近中午，大家起身列队拍集体合照。 无锡同学刘听

泉拿出专业照相机，取景对焦。 热情的茶楼老板娘、章守律的外

甥女指挥大家摆好姿势，接过相机卡嚓、卡嚓连拍多张，一张笑

容满面、神态自然的“保尔柯察金”班部分同学聚会合影照展现

在大家面前，仔细观看后感觉满意。 随后，茶楼老板娘招呼大家

进入室内包厢，入席就餐。 这时，杭州同学华永利笑眯眯的起

身，拿出一瓶茅台酒，朝大家面前晃晃：要不要喝一口？ 可是七

九年的国宴茅台酒呀！ 华夫人插话：他平时喜好喝一口，这瓶酒

家里放着，几次祝寿也没舍得喝。 华永利开瓶后一一斟入大家

的酒杯，一股浓郁的醇香味扑鼻而来，瞬间酒香弥漫在宴席上，

真不愧为国酒茅台，还是珍藏 33 年之久的茅台啊！ 此刻，大家

举杯共祝同窗重逢，共话当年趣事，共勉晚年珍重！ 会喝酒的，

呷一口茅台，夹一筷农家小菜，不喝酒的，品味酒香，品尝道道

菜肴，席间，徐时协秘书长的手机铃响，传来了北京同学林海

雪，深圳同学唐开宇的亲切问候短信，更增添了大家的兴致。 轻

松欢快的氛围，一切尽在言语之中。 不觉大家已经酒酣饭足，而

意犹未尽，于是，大家在老板娘的带领下，结伴前去观赏附近的

景点三生石。 这是三块突兀在山麓树林边的高大的灰白色石灰

岩石，自上而下排列分别寓意前生、今生、来生。 大家驻足在石

前，观看了景点介绍碑文，故事曲折，情节生动。 老班长任松寿

面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欢聚在三生石茶楼，这一生是同学，下一

世，再下一世，也是同学。 徐志恒深有感触地接着说：人生短促，

同窗情深，珍视今生，安享晚年。如果有来生，他年还为同窗！ 朴

实的话道出了在场同学的共同心声。

杭州三生石茶楼聚会之后，无锡同学刘听泉借用亲友的邮

箱，将翻拍的“保尔·科察金”班毕业照发送给杭州同学张钧煜。

张收到珍贵的毕业照后，情不自禁：“看到照片，使我更清晰回

忆起当年风华正茂的场景，各位同学的音容笑貌，我是多么想

念他们！ ”刘听泉还给各位杭州同学邮寄来了许多拍摄冲印出

来的照片，他在信中写道：“在三生石茶楼，大家一起畅谈人生

经历，无拘无束，心情无比舒畅。 短短的一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过得非常愉快。 昔日热血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人生已走过了大半。 我们都要珍惜今后的每一天，知足常乐，培

养好下一代，保持一颗平常心，过好幸福的晚年。 祝大家健康长

寿。 ”

杭州聚会的当天晚上，章守律到了上海。 上海同学季振东

闻讯，十分激动。 连连说：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在沪同学，明天我

们聚会。 不巧的是，此时上海老同学马怀澄、吴泰来、包光初等

外出旅游未归，没能联系上。 次日参加聚会的只有季振东夫妇、

叶连法同学，以及章守律。 在聚会中，章、季觉察到老同学叶连

法说话不合情理，有多余的动作，老年病症状明显。 叶闻听老同

学章守律来沪，很高兴，执意前来聚会。 阔别半个多世纪，同窗

相聚多么不易，趁自己还能走动，也要与老同学见见面，叙叙

旧，日后也不遗憾。 散会之后，季护送他回家。

之后，应无锡同学寿奎水的盛情邀请，章守律和俞绍鑫夫

妇、华永利夫妇赴锡再次同窗相会，参加者还有刘听泉。 由寿奎

水夫妇作东，陪伴游览无锡太湖景区，并到寿家作客，品尝太湖

大闸蟹，欢聚一堂。 章很受感动，原本近期丧妻的忧伤情绪也挥

去了大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章从无锡回来与任松寿通了电

话，任从谈话中感觉到，章的语气轻快，情绪改善，心情放松了

许多。 最后，章坚定表示后年（2014 年）一定会回杭州参加同学

聚会。

杭高五七届“保尔柯察金”班的同窗们，后年的 2014 年 5

月，是我们入学六十周年庆典，大家行动起来，想尽一切办法寻

找失去联系的同窗，争取更多的“保尔”来参加花甲聚会。 趁此

吉祥佳日，在大家还能走动之时，请各位同学放弃所有杂务，务

必拨冗专程来杭州相会吧，一起共叙同窗情谊，一起商议如何

结伴串游：“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各地同学轮流作东组织

聚会，同窗遍访各地名胜，健康享受生活乐趣，推迟老年病症，

同享幸福晚年！

杭高五七届“保尔·柯察金”班部分同学

2012年 11月 30日

敬致杭高人的一封信

尊敬的杭高人：

您好！

2014 年，杭高建校 115 周年。 百年杭高，俊才辈

出。 然目前杭高校史上记录的大多数是 20世纪 70年

代以前的知名校友，而近 40多年来杭高中青年优秀校

友的资料却颇为匮乏。为了填补空白，丰富杭高校史资

料，增加宣传和教育节点，再扬杭高辉煌，也为了表现

杭高的教育理念、育人模式和丰硕成果，特此征集：

1.�杭高优秀校友资料(详见学校网站公告）；

2.“我的杭高，我的大学”主题征文。

杭高的优秀校友，可以是从杭高毕业后进入国内

外知名大学的，可以是在大学里有优秀表现的，可以

是在社会上某个领域里取得一定成绩或有一定影

响的，也可以是正在做他人很少涉及但却有代表

性意义的事情的……

另外， 为了能保持并加强校友与母校、

校友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希望杭高各届各班

校友在平时相互联络的基础上，向母校提供

一份最新的通讯录，并注明主要联络人。

望各位杭高人鼎力相助，感激万分！

祝各位杭高人新年快乐！

杭州高级中学校友校史办

二○一三年一月

胡汝鼎校友

1931年 8 月 23日《青岛民国日报》

胡汝鼎先生当年创办公司的股票

金一德校友作品金一德和妻子在展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