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专题

2020 年 5 月 12 日下午，古老的清华学堂前，

清华大学强基计划院长聘任仪式现场，五位首任院

长当中，被任命为致理书院院长的李艳梅是唯一一

位女性。着一身深色套裙的她干练精致，脸上的招

牌式微笑在白色珍珠项链的映照下闪烁着温暖的光

芒。

身为女性：向前一步

Facebook 前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曾

写过一本畅销书《向前一步》，用她自己的经历来

讲述女性如何突破事业发展瓶颈，对书中观点李艳

梅深有共鸣，从求学清华到留校任教潜心科研，她

也正是努力践行“向前一步”。

李艳梅 1982 年考进清华化学系，“那时候南方

的学生更喜欢就读地处南方的高校，但老师说清华

北大是中国最好的两所学校，于是我就决定要到‘最

好的’学校来。”选专业时，李艳梅本来喜欢物理，

但老师的一句话却激发了她的原始好胜心：“你要

学化学一定会比男生还学得好”。就这样，在阳光

灿烂的 9 月，清华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系迎来了优

师者李艳梅
本刊记者   李彦

秀的福建新生李艳梅。

一路顺利读完硕士，时间来到了 1989 年，成绩

优异的李艳梅被老师们一致认为应该继续读博。读

还是不读，这是一个问题，毕竟关于女博士，那时

候流行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

女人、女博士”，而且那时候李艳梅已经找到了很

好的工作，对方急切期望她尽快到岗。

踌躇之中，李艳梅铺开一张白纸，用黑笔写下

读博士的好与不好。尽管不好的一栏长长一串，好

的一栏只有一点点，但她心理的天枰还是向继续攻

读倾斜。“我看那些受尊重的人大多是某某博士，

我决定趁年轻去读。”主意拿定之后李艳梅给家里

打电话，妈妈第一句话是忧心忡忡地问：“你有男

朋友了吗？”

有勇气突破自我的人总是少数。那时候全校的李艳梅（左三）在书院院长聘任仪式现场

李艳梅

1964 年 11 月出生，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清华大学

致理书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

大科学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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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都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长长的走廊里只

住了不到十个房间，走在楼道里，清华文革后复系

的第一个化学博士李艳梅总是可以听到自己脚步声

的空旷回音。

读博期间，李艳梅遇到了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

赵玉芬院士，1991 年，43 岁的赵玉芬就当选中科院

最年轻的女学部委员（院士）。李艳梅是赵老师在

清华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正是受赵老师影响，李艳

梅选定了她后来的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退行性疾

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致病原因和治疗方

式，另一个是肿瘤的免疫治疗相关研究。这两个方

向都是赵老师提倡的从化学角度去研究生命，那时

候交叉学科研究还很少见，现在李艳梅的这两项研

究都已经进入专利转化阶段。

1992 年李艳梅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6 年，

命运给了李艳梅一次重大考验：她获得了一个去德

国做博士后的机会，并且去德国之前还要先去上海

同济大学学习半年德语。

听起来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公派出国的机会，

犹豫什么呢？因为彼时李艳梅的儿子刚两岁多，正

是最需要妈妈照看的年龄，李艳梅陷入了沉思：一

年半，我真的可以坚持下来么？不过内心拉锯良久

最终还是理性战胜了感性，“在高校工作，没有博

士学位不行，没有博士后经历也不行”，所以尽管

内心万般不舍，李艳梅还是打点行囊“向前一步”，

于 1996 年来到德国 Karlsruhe 大学有机化学所从事

博士后研究工作。

在上海的半年李艳梅还可以在繁忙的学习之余

抽空回家看看，到德国之后，当时通讯还很不发达，

只能靠书信和偶尔电话来缓解内心的思念之苦，“孩

子 3 岁到 4 岁这段成长在我记忆中是空白的”。常

常半夜醒来，耳畔就会回想打电话时孩子那稚嫩的

追问声“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黑暗之中李艳

梅只能下决心更加发奋努力做好研究。

在德国的一年收获很大，李艳梅除了做好自

己的项目之外，还参加了很多国际学术会议，并

去到一些实验室拜访了很多专家学者，这个过程

不仅让李艳梅了解了国际前沿动态，拓展了学术

视野，也为归国后戏剧性的“学术会议故事”做

好了铺垫。

回国之后，李艳梅听说一个会议将讨论相关领

域的研究布局，她非常想去听。这个会议与会者多

是该领域的知名专家，当时刚回国的李艳梅“初出

茅庐”，并没有被邀请，但她很执着。“那时候也

没钱打车，我就自己骑车大老远去了，为了不被识

破身份，我还特意把自行车扔在外面走进去。”但

到会场门口李艳梅还是被拦下了，在与会人员疑惑

的眼神中她无比尴尬地徘徊，正萌生退意之时，她

看到了曾参加过自己博士论文答辩的叶老师，听明

大学时代的李艳梅

李艳梅和博士导师赵玉芬老师 ( 中 )、宋心琦老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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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意之后，叶老师对门口的会务人员说，“这是我

的随从”。长舒一口气的“随从”没想到进去之后

情形令她更加手足无措。

“当时大家都围坐在一个长条桌前面，每个人

都有桌签，我只能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大家背后，每

次有人回头看我，我就赶紧尴尬地笑一笑。”如果

会议就这么进行下去，李艳梅可能也就只是度过了

她人生中最难堪日后肯定不会主动跟人提起的一

天，但转机突然就出现了。“后来大家讨论到一个

研究方向说很重要，但国内没有人做，究竟怎么回

事没人能说清。这时候叶老师突然说小李刚从德国

回来，她一定知道，请小李来讲讲。”

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李艳梅，她当

时被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我做

的方向，但好在博后那一年我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

也见了很多人，所以我知道。”紧张到有点心慌地

讲完之后，老先生们说“你怎么会坐后排，快过来

挤一挤”。于是小李再次“向前一步”，坐到了前

辈们身边。现场一小步，人生一大步，由此，李艳

梅开始被学界认识并接纳，打开了新局面。

“有很多积累的人不一定都能成功，但成功的

人一定都有很多积累”，李艳梅常对学生说的这句

话，的确是她的经验之谈。

在后来做教学与科研的三十年里，李艳梅一直

非常关注女生，她常常鼓励女同学们解放思想，不

给自己设限，努力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并找到相应的

位置。“像花儿一样，你一定要开到极致”，李艳

梅经常这么鼓励学生。

在李艳梅的影响之下，她带的很多女学生都在

学业与事业上有了卓越表现。比如有一位女生现在

在康奈尔大学任副系主任，另外一位女生作为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人才回国工作，还有她为自己

挑选的工作伙伴也是女生，最初她把这位女生推荐

给自己在德国的导师，因为太优秀了导师一直不肯

放，李艳梅又跨越万里去做说服工作才把这位工作

伙伴带回清华。

2014年清华大学第一批上线的慕课（MOOC）里，

李艳梅是其中年龄最长的教师。“我当时是咬了牙，

我觉得既然这是趋势，那就一定要去做，我不能被

时代淘汰。”是的，随时保持“向前一步”，是刻

在李艳梅骨子里的基因。

“女生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李艳

梅说。

做大先生：大音希声

“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

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2021

年 4 月 19 日，清华大学 110 周年校庆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来清华视察期间提出这样的期望，做大先生，

既是总书记的嘱托，也是对清华里像李艳梅这样众

多良师几十年如一日付出的肯定。

李艳梅第一次被社会大众广泛知晓，是在 2011

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作为教师代表的她在人民

大会堂发言，吸引了全球目光。虽然好老师无法被

标准定义，但李艳梅一定是好老师之一。

就在接受采访前一周，李艳梅带着入学没多久

的 2 字班新生去天文台。“去看一看天，宇宙很大，

世界很大，我们要学会把眼光放长远”，大家来到

天文台，那天正好赶上是观察木星的好时机，李艳

梅注意到很多学生兴奋地说个不停，但她更关注到

了那些站在人群后面手足无措默默不语的同学，“我

需要把自己压得非常低，这样那些学生就不会自卑，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于是已经在天文台观看过

多次星空的她像个孩子一样大呼小叫：“啊，快看

快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星象！”

还有一次，院里请一位老师来做礼仪讲座要求

大家穿正装，李艳梅知道很多孩子没有，就故意说，

“我知道你们平常自由散漫惯了，都愿意穿 T 恤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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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对吧？我找的地方可以借，你们需要借的告诉我

的助理，她跟你们一对一联系。”之前也有人建议

让有需求的同学直接告诉课代表就好，但李艳梅没

有这样做，为了保护好学生的心态避免那些孩子的

窘迫，她选择让谁都不认识的助理来做这件事。

同学们不知道的是，大家以为的这一路波澜不

惊畅通无阻，恰恰是因为有了李老师心细如发而又

不动声色的呵护。

李艳梅性格爽朗，讲话语速很快，在 b 站上有

她的有机化学课视频，弹幕里很多评论说，这课需

要开 0.75 倍速观看。但是面对学生，李艳梅愿意慢

下来，再慢下来，每一次提问，哪怕没有答对，她

也一定会先肯定学生回答的角度是有道理的，再讲

他忽略了哪几个方面；每一次对话，她都认真看着

学生的眼睛，哪怕对面是领导走过，眼神也决不会

游离。“讲课那些术的层面很简单，但想要让学生

接受效果好，最重要的前提是学生从感情上觉得老

师是能贴近的，是值得信赖的。”

相比传统的课堂，李艳梅更喜欢批判型和争论

型课堂，不仅学生的印象最为深刻，她也最有成就

感。

有一次，一个学生质疑了她讲的结论不全面，

并当场上讲台滔滔不绝地演示。李艳梅说学生用数

学推演了一遍，但鉴于她的数学不好，当时没看明

白，于是学生觉得好无聊，老师竟然不是自己的对

手，但其他同学坐不住了，立刻跟这位同学激烈地

争论起来。当时李艳梅退到讲台角落观看，学生拍

照事后还发朋友圈说老师被我逼退在一角，对此李

艳梅哈哈大笑，连连称赞说这节课效果太棒了，并

当成经典案例对记者提起。

致理书院 2022 年女生职业规划发展座谈会李艳梅与学生们在“青藜学士”从游节上交流

2021 级春致茶叙会中李艳梅与学生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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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怪，2008 年李艳梅获得了由全校上万名

本科生投票评选的“第一届清韵烛光——我最喜

爱的教师”荣誉称号，当年全校仅十位老师获此

殊荣。

“在学生成长的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就都能

走上正轨，看着学生一路越发展越好，最终成为对

国家有贡献的人，这种感觉非常好。”大音希声，

为了保护和激发学生而不惜让自己“低到尘埃里”，

想来世间只有父母的爱能与这样无私的师恩媲美

吧。李艳梅对学生的用心也浇筑出了累累硕果，她

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相关行业，并有很多人就职

于国内外科研机构，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的就

多达 6 人，还有 1 人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

创新奖”。

执掌致理：勇于亮剑 

李艳梅既是致理书院院长，也是清华大学化学

系教授，百度一下，有关她的一长串头衔与介绍里，

每一个字都在诉说着她过往成就的卓越。她是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大科学计划首席

科学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

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除了在教学、科研领域

的杰出成就之外，李艳梅也有着丰富的行政管理经

验，她曾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主任、清华大学生命

有机磷化学及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李艳梅都完美地契合致理书

院院长这一头衔的题中之义。

致理书院是强基计划中与理科相关的书院，涵

盖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执掌书院以来，除了教学，李艳梅

还致力于两件事——“打造师生共同体”和提升书

院凝聚力及影响力。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影响不

只是专业上的影响，老师的个人魅力、世界观、阅

历等等，如果能够浓缩，就可以让学生少走弯路。”

为了能让师生有更多机会在一起交流，书院利用第

一笔社会捐助在校内三个咖啡厅开了师生交流账

户，这个账户只有师生交流时才能使用，并且规定

“交流额度一定要用完，谁用不完跟谁急”。除了

咖啡厅，清芬食堂三楼的教师餐厅也是师生交流的

好地方，在这里经常会出现让大家羡慕的情景：书

院的导师们抢在 11 点餐厅刚开门时就去占座等学生

李艳梅给致理同学上课中 - 有机化学 H1李艳梅在 2022 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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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此外书院还开展各种活动，比如举办“从游节”，

师生一起去书院农场干农活等。

对于刚成立两年半的致理，李艳梅很注重用各

种方式提升书院的凝聚力，通过参加校内各类比赛

和体育活动，致理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我们最

近在全校排球联赛得了冠军！王中王！”提起成绩，

李艳梅抑制不住地眉飞色舞，“我总鼓励大家要敢

于亮剑，要有不服输不怕输的精神。”出身于军人

家庭、喜欢看战争主题书籍的李艳梅，柔弱的外表

之下骨子里英气冲天。她说，“虽然我是学校八位

书院院长当中唯一一位女性，但如果致理有性别，

那一定是男！”

李艳梅特别提到了零字班一位小同学，在学校

的击剑比赛中，为了凑成一支可以参赛的队伍，从

来没有学过的他报名参赛。虽然在比赛中遭遇头号

种子选手，但他没有退缩弃赛而是勇敢迎战，“后

来学生骄傲地说‘我还戳到了对方几次呢’”。正

是因为有了这种敢于直面挑战不服输的精神，这名

同学在学习上也大放异彩，得到了丘成栋先生（清

华大学数学科学系教授，丘成桐先生的弟弟）的亲

自指导。

这位同学身上体现了非常典型的致理精神，他

所受到的教育也正是致理培养模式优势的体现，“致

理肩负为国家培养急需的理科创新人才的重任，所

以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敢于挑战科学难题，勇

于做原始创新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与同行 PK，解

决“卡脖子”问题”。为此，致理书院成立了著名

学者天团组成的人才培养顾问组不遗余力来培养学

生。

书院每学期会分专业开两次班主任、导师和辅

导员的联席会，每次开会老师们都会挨个分析每一

位学生的特点，再根据特点为他们对接相应资源。

“常规教育可能会更重视让后 20% 的学生别掉队，

但书院的培养模式不仅关注后 20% 的学生，还会注

重如何让前端学生发展更卓越，因为强基计划旨在

‘拔尖领军、创新未来’。”

致理书院第一届学生迎新会上，李艳梅在致辞

中提到清华理科的发源地科学馆。百年以来，科学

馆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

时不在无地不在，有时为一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

课堂下”。继承了清华理学老前辈精神与传统的致

理书院，现在每天也在上演同样的教学相长，假以

时日，这群少年也终将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为中国

强大和世界科技进步做出属于自己的杰出贡献。

致理书院有一个简洁现代的三色标识，是理科

“Science”的首字母 S，象征着加入致理书院的

学子们致力成为学术前端的探路者，像光束一样照

亮未知的科学领域，探索前人未企及的道路。书院

的师生对这个图形也有很多其他解读，比如解读为

Search，指探索和研究真理；解读为包含数学的第

一个字母、物理的光学元素、化学的变化之美、生

物的生命螺旋和信计的延伸迈向远方等，在记者看

来，这个三色标识也恰好是院长李艳梅的精彩人生

诠释：科研、教学、行政三者一肩挑，融合幻化成

她出色的学术与人格影响力，无边辐射学生们的人

生。

致理书院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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