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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月刊》对轮机人才培养的传承作用探讨
宫　磊　赵云岷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青岛 266404）

摘要：通过轮机员的人才培养实践可以说明，1933 年创刊的《轮机月刊》作为具有代表性的轮机出版物，一方面，其系统引进了轮

机学科相关知识，使得轮机员队伍的文化素养水平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成功的引起了社会对于轮机人才培养的关注，成为后来轮机人

才培养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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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引进我国后，如何能够培养更多的

人驾驶、掌握并深入研究形成知识的代际传承，就很多轮机行业

从业人士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中，办报纸期刊是他

们的举动之一。在这些期刊中，《轮机月刊》（1933 年在上海创

刊，不定期，中国轮机员联合总会出版。1933 初名为月刊，1934

至 1937 改名为《轮机期刊》，1947 年复刊。1947-1949 改名为月

刊。本文为行文方便，一律以最初名月刊称呼，简称“月刊”）

发行时间最长，同时也最具有代表性，该刊物对于轮机人才培养

的有益思考，可以为现在我国轮机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

一、轮机行业从业人员在我国的出现

作为一项重要的交通领域的先进技术而引进的轮船，是文化

交流的结果。因为开轮船，上面有很多的锅炉以及管道操作。所以，

轮机师这个行业应运而生。但由于当时的情况，接受一门新的技

术确实需要一定的过程，因此最早在轮船上工作的轮机员大部分

是外国人。到光绪 28 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位轮机长钱燕华先生，

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自信，开始有了学习轮机知识的愿望。随着

航运这一行业的不断发展，对轮机员的需求越来越多，自 1927 年，

时值交通部决定开始进行船员资格鉴定考试以后，并于 1930 年重

新恢复了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办学资格。自此，大家对于轮机知

识的学习热情就越来越高涨。

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上有关轮机知识的专业书籍、出版物

非常的少，而一些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书又因为各种原因十分晦涩

难懂，这也在极大程度上与行业的需求不相匹配。所以，对于专

业刊物的渴望在轮机员和有志于学习轮机知识的人来说，就格外

强烈。

二、团结中发展：月刊的办刊过程

为解决在培养轮机员队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就迫切需

要集合行业的力量，寻求发声的舞台，同时也必须让更多人了解

轮机员岗位，学习轮机相关知识，实现轮机员队伍知识水平的提升。

“然而因为目前的轮机员缺少一张学校毕业文凭的缘故，不管经

验如何丰富，工作如何勤慎劳苦，……，做了一二十年的轮机长，

他的月薪至多加到大副一样”。另外，轮机员行业内也需要有一

个共同的交流平台，但轮机员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工作，也很难聚

在一起进行面对面交流。且海上作业，通过其他电传形式也多有

不便。“每当我们踏进那不到普通半个亭子间大小的房间，趟上

了那刚巧容一个人身的床”。所以通过办一部报刊，让轮机员们

在船上闲暇时间写好稿件，到岸上之后找一家邮局就可以寄出，

从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一种十分便利的形式了。

在各方面的需求下，1933 年，《轮机月刊》在轮机员联合总

会的资助下正式创刊。为保证刊物的专业性，选择的都是具有丰

富轮机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人参与到月刊的创办过程中：社长

姜克尼，是轮机员联合总会的会务主任，在社会各界也有着非常

强大的影响力，在后来的“南北通航”谈判中也起到了特别大的

作用，这时他负责主持该会的会务，在该会中有着很高的声望，

具有组织内部会员进行写稿，且自己也有很强的办报纸的能力。

报纸的编辑周康靖、胡以忠，也都是中国轮机员联合总会的会员，

同时也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充沛的精力（周康靖、胡以忠据称都

是大学毕业），能够投入到报纸的编辑工作中；刊物的投稿人如

陆良炳、张桂轩、冯玉明、沈杏生等人，都在当时非常著名的轮

船招商局作二副、大副或者是二管轮、大管轮甚至是轮机长的工

作，因此在月刊创办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具备了丰富的轮机专业

知识与工作经验，并且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例如张桂轩，

是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毕业，在当时的轮机员队伍当中属于“高学历”

水平了，而同时具有实践经验和文化素养使得他们可以稳定地为

月刊供稿，或者说他们都有将自己的知识与工作经验奉献出来，

为其他轮机员学习的可能。

不过，过于偏重专业性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最早月刊在创办

时以“不顾一切为大众谋利益的”为宗旨。但作为一本公开出版

的刊物“新闻纸不能纯为营利的或纯为公益的，健全之新闻纸比

兼具二者之性质也”。于是，早期的月刊文章体裁基本是短评、

论文、专业著作翻译和轮机员联合公会的会务报告，形式十分单

调，读者订阅较少，只能依靠轮机员联合总会的会费维持，但因

为会员缴纳会费又不够及时，故办刊费用往往捉襟见肘：“仍有

一部分会员不付会费，不到会所”，影响到刊物的进一步发展：“因

为我们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觉得这个刊物力量单薄，不能发挥对

外的关系，于是想和航海杂志合并——结个婚，共同努力。……。

现在第一种意思因了经济方面有问题，已做了罢论”。不得已，

月刊最终在 1938 年停刊，直到后来在轮机员联合工会将业务从上

海一地扩大到诸如武汉、重庆、天津、广州等地之后，会员数量

增多，会费来源逐渐丰富起来之后，于 1947 年复刊。这也说明，

月刊还是有办下去的必要，“兹以胜利，本会复员就绪，……，

会务范围，较前扩大，本刊实有复刊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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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引非轮机员联合公会会员读者，发挥传播知识的功能，

月刊也开设了“幽默”栏目，并在报刊的背后加上一些带有趣味

性的数学题。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了 1945 年后报纸业对出版

物的栏目与内容设置的反思有关：“滑稽和幽默，在一般的国外

杂志里都有，文字大都很浅近，……”。

通过以上措施，轮机月刊一直坚持到了 1949 年还在发行。相

较于很多报纸希望银行提供低利息贷款维持运转，或者因为纸张、

印刷、人工费用的上涨不得不压缩版面甚至停办的结局，说明这

种办刊思维还是行之有效的。

三、月刊对中国轮机人才培养的关注

当时，轮机专业出版物比较匮乏，作为一本专业性较强的刊物，

月刊着力从以下几个方

面讨论培养本土轮机人才的方式方法：

（一）知识传播。作为一本专业性刊物，这也是轮机月刊的

首要任务。但由于轮机员的基础知识薄弱，所以是从轮机工作中

常用的常识开始介绍的，例如在 1934 年的月刊中，就曾经连续四

期刊登如“轮机原理简述”“内燃机常识问答”等作为轮机学科

的基础知识引入的平台。由于轮机这一学科是从西方引进，为便

于受众理解，月刊在编辑时甚至会直接进行单位的加注说明；

（二）对轮机员队伍管理的讨论。轮机行业因为各种外部因素，

其发展极为曲折。所以，如何快速培养一批轮机行业的新鲜血液

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一方面，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介绍其他

国家的轮机人才培养状况，“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培养轮机

人才提供参考，如“美国船员之考试与管理”“新加坡船员管理”

等。另一方面，则是讨论人才培养的具体计划和环节要素，例如“关

于轮机员补习学校”“改善轮机员考试办法”等，都是基于丰富

行业经验而总结出来的文章；

（三）对有关考试信息或者考试相关书籍信息的介绍，甚至

是解析轮机员考试的专业试题，其中“轮机问答”“特约讲座”

这两个栏目一直在月刊中存在，可见对于这两个栏目轮机员或者

是有待于学习轮机行业的人具有十分顽强的学习力，也使得这两

个栏目具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

（四）对于轮机员岗位职责的介绍，向广大受众介绍轮机员

岗位的日常工作、生活状况以及岗位职责，例如“值班时间的轮

机员工作”“轮机学习：安全管理须知”等。既可以使得跟多人

了解轮机员这一岗位的艰辛不易，又可以增强已从业人员的职业

认识，达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五）对于轮机技术进步和未来轮机行业发展的探讨，在一

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刊物专业性，以及发展这一学科的价值，从而

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加入这个行业，成为这个行业研究队伍中的一

员。例如“轮机技术之进步”“船舶燃油效率进步”等文章，有

很多是在校正在学习的学生或者是正在船上工作的轮机员写成的。

四、月刊与轮机人才培养的传承

在月刊的努力下，轮机人才的培养可以说见到了明显的成效：

第一，从原来对“轮机”的第一反应是跟铁路有关到学习轮

机专业的人越来越多了，例如老牌的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后来发

展成为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轮机科曾一度因

为招不到学生而停办，到 1945 年能够有两个班 40 名学生。再到

1948 年交通大学开设船舶轮机专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进

步。更可喜的是，新生的力量与月刊之间还在不断的互动“本刊

从胜利复刊以来，一向重侧于轮机技术的研讨，以期有助于大家

的进修。在这方面，幸得交通大学轮机系（吴淞商船专校）同学

的协助，质量都有增加”。

第二，是轮机员队伍的学习热情的不断高涨，在月刊中，经

常看到有轮机员或者是对轮机专业的爱好人士在与编辑或者撰稿

人之间互动，以致于出现了“读者来信”“轮船鉴定问答”等栏目。

这说明了《轮机月刊》这个刊物本身也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在这

种渴望学习、渴望文化知识氛围中，甚至有轮机员都会来信咨询

是否需要读大学之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轮机人才培养，报纸刊物起到了一

个非常明显的作用。通过报纸报刊中的一批撰稿人，比如前文提

到的张桂轩、陆良炳两位，就是时任招商局的货轮的轮机长，将

他们的知识形成文字，并予以对外传播，形成一种知识的流动。

月刊中所设置的读者问答，则更是神来之笔。除了增强了报纸的

互动性趣味性之外，由此形成了更多的学习轮机、探讨轮机专业

的知识与方法论。他们与轮机月刊上面的文章一样，也为我们今

天的学习提供了宝贵的遗产，最重要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吴淞商船

专科学校也发展成为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文脉

传承，薪火相传。所以，对今天的轮机专业的人才培养，要十分

借鉴近代中国的经验，通过行业龙头企业的引领，建设以行业为

中心、院校专业人才为基础的专业发展共同体。真正加强开设轮

机专业的各类学校的沟通交流，从而真正实现轮机专业的知识流

动、人员更新。直到今天，也依然具有非常明显的指导意义。

另外，通过报纸报刊的明确的文字的强作用和建设知识营地

进行知识传播的软作用相结合的办法，增强了当时轮机行业从业

人员对于行业的认同感和职业意识。同时也使更多地有志青年理

解了解轮机行业甚至是航运行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和平台，

由此通过对于各种人才培养思想、渠道、观念的了解和深入的实践，

建构起自己的认知。由此加入到这一行业当中来，成为这一行业

的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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