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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后在计算机系攻读硕士学位，1991年
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
位。他长期从事计算机与生物信息领域的
交叉研究，已发表SCI期刊论文250余篇。
曾任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主任、生物
系主任、副院长、终身教授、杰出教授、
州校董教授，现任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2021年2
月，潘毅因其在生物信息领域的杰出贡献
入选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他设计
和开发了许多生物信息学算法和工具，有
力推动了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的发展。

高考恢复：这是一次人生的转折  

1977年，高考恢复，潘毅与全国无数

的青年学子们一样，心中对未来充满了

憧憬。那一年，他走进考场，并以江苏省

理科状元的成绩顺利考入清华大学计算

机系。

弹指一挥间，40多年过去了，如今从

大洋彼岸重回祖国的他，几多感慨，又几

多欣喜。“1977年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

我人生的转折点，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因此与清华结缘，走向了另一种完全不

同的人生。”

潘毅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父亲

是当地的税务所所长，母亲是工厂车间主

任。“小时候父母对我的学习干预很少，

我基本上是按照学校的培养步骤去读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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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母亲文化水平并不十分高，但是

却一直很呵护潘毅对科学的好奇心。“母

亲的工厂里当时研究一个比较高端的东

西——激光定向仪，我常常去那边玩，对

仪器很感兴趣，慢慢还学会了自动组装一

些东西。母亲很鼓励我去动手、去尝试，

在她眼中这就是科学技术，学会了技术将

来再差也能在工厂里做个技工，这算是

她比较朴素的一个信念。所以很长时间

我也一直以为自己的人生将来会这样按部

就班地进行下去，在工厂里做个技工之类

的。”

历史波澜壮阔，潘毅那一代人是幸运

的，他们最先盼来了改变命运的曙光——
1977年，一个振奋全国学子的好消息从教

育部传来，中断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将要

正式恢复了。

“其实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放弃读

书，像江苏地区历来重视教育，我所在中

学的教师水平就比较高，我的语文老师是

姚淦铭，他后来也考上大学成为了教授，

最近几年还上了百家讲坛；英语老师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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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当时他已经可以全英文授课。在这

样的氛围下，我们一直坚持读书，老师也

一直鼓励我们‘高考一定会恢复的’。”

由于信息匮乏，高考后填报志愿，各

个专业是学什么的、学成后具体从事什么

工作，潘毅一无所知。只因对母亲所从事

的工作从小耳濡目染，于是他便在志愿填

报中选择了科学技术相关的专业，来到了

计算机系。

“幸运的是，来到计算机系后，我非

常喜欢这个专业，这也成为了后来我事业

上的主耕领域，大概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吧。”采访中，潘毅一边回忆，一边饶有

趣味地讲诉着那段经历。

清华八年：母校帮助我全面发展 

初入清华园的潘毅，那一年刚刚18

岁。作为南方人来到北方求学，地域饮食

带来的差别一开始令他有点不习惯。“南

方人一般吃米饭，来到北京饮食上我有点

不适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烦恼。”

“当时班里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有

的同学30多岁了，有的同学当过公社书记

又参加的高考，我是应届生，年龄应该是

最小的，所以老师们和大哥哥大姐姐们都

非常照顾我。在温暖的集体里朝夕相处，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所

以饮食上的那点小烦恼我很快就抛诸脑后

了，慢慢找到了学习和生活的乐趣。”

水木清华，往事依依，岁月留下的痕

迹有深有浅，但镌刻在人脑海中的感情却

历久弥新。潘毅提到，他对母校三个方面

印象深刻：“一是教我育我的恩师；二是

计算机系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三是母校

不仅注重我们的学习成绩，还注重培养我

们全面发展的能力。”

“特别感谢栽培我的恩师们，我认为

他们不仅是‘专家’，还是‘教育家’，

骨子里有立德树人的精神。我有幸聆听了

很多大师级教授们的课程，比如王尔乾老

师讲授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课程，黎

达老师讲授的‘数字逻辑’课程，等等。

他们知识渊博，课堂上旁征博引，不仅为

我打开了计算机世界的大门，更让我领略

到了科学的严谨和优美，是高山仰止的楷

模。还有系主任唐泽圣老师，王鼎兴老

师、郑纬民、沈美明等老师，我的班主任

汤志忠老师，我的导师金兰老师，等等，

都非常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大师的架

子。另外，同学们当时的基础不一致，有

个插班生，是个工农兵学员，基础薄弱，

老师们就一边在生活上关心他，一边为他

补习知识。学校和系里也精心安排了教程

和师资，解决同学们的学习问题……”

“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机器匮乏，我们

上课用机房都要排班，每个人只有一个小

时的操作实验时间。有一个作业要求我们

计7班以硬件为主，用简单集成电路零部

件搭配一个计算机，用二进位计算，指

令集也非常简单，比如只有加减一，但是

各种基本的功能都在。一开始觉得很有难

度，但是坚持下来我们真的做出来了。通

过这样的训练，我们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

力都得到了提升，大家明白了计算机最基

础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深刻理解了计

算机的源头。听说，咱们系里至今仍然保

留着让学生们亲自动手做一台计算机的作

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值得

一直传承下去。”

在清华期间，不仅是学习，潘毅还积

极参加文艺、体育、社工等活动，让自己

全面成长。“记得我的体育一开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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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因为14秒跑不了100米就无法毕业，

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不断去锻炼、去突

破。一开始也觉得不公平，感觉太难了，

但是真正坚持下来，我发现自己不仅体育

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就连体质也改善

了。最重要的是，在突破自我的过程中，

我还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缺点，修炼出了平

淡的心态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包括现在，

我研究生物人脑，理解了不同个体之间基

因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有优劣势，研究中

常常存在挫折，那怎么办呢？依靠的还是当

年在清华练就的良好心态，以及坚持下去的

恒心。”

18岁进入清华时，尚是一个懵懵懂懂

的少年；26岁离开清华时，已经成长为一

个优秀的清华人。“母校的培养让我拥有

了一种人生的底气，一种精神上的韧性，

令我在任何场合都不卑不亢、从容面对，

这让我终身受益。” 潘毅说道。

海外经历：全球视野与中国情怀 

1985年，潘毅在他的导师金兰教授的

指导下发表了一篇有关分布式系统的国际

论文。“那个年代，国内能够被国际顶尖

会议录取一篇论文是比较难得的，后来金

兰教授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我也有机会去

加拿大深造。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当时手里拿着30块美金，竟然就有勇气去

闯荡世界了。”潘毅笑着回忆道。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学习了一学期

后，潘毅转学到美国匹兹堡大学。1991

年，他取得了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

学位。怀着对科学的向往和热爱，毕业后

他一直在高校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和教学

工作。2000年，他加入了美国乔治亚州立

大学，四年后就成为了终身正教授。

2005年，潘毅被任命为乔治亚州立大

学计算机系主任。在此之前，该系在美国

众多高校中排名平平，甚至还不具备培养

博士生的资格。在潘毅的运营和管理下，

仅仅过了五年，该系就培养出了50多名博

士生，更在生物信息领域一跃跨入美国大

学同行排名前列，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潘毅可谓贡献卓著。

多年的从教和担任系主任、副院长的

经历，让潘毅积累了很多经验，也让他对

“管理者”这个身份有了深刻的思考，总

结下来，心得有二：

其一，是全球视野。潘毅认为，作为

管理者要拥有全球化的视野，要思考未来

会有哪些东西影响世界，从全球视野下去

谋划院系、科研的发展，只有把它们放在

全球视野中去审视，不局限于一地一时，才

能知道未来的方向、位置、高度在哪里。

例如，院系要发展，那么人才是首

位的，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延揽高层次人

才。担任系主任期间，潘毅几乎凭着一己

之力成功将6位杰青招入麾下。科学研究

也是同样的道理，要站在全球视野下去看

待，有时候冷门领域不代表做不出成绩

百年校庆时，潘毅（右 1）与恩师金兰教

授（右 2）等在母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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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关键是要对人类未来有积极的意义，

“比如我钻研的是计算机与生物信息领

域，我认为这类研究关系着人类未来的健

康，我们在此领域长期探索，近年来，

团队一起拿了不少奖项，国际排名也日益

靠前。”

其二，是中国情怀。身在国外，有不

同的肤色，多元文化交织融汇在一起，文

化藩篱不可避免，当管理者面对一些比较

棘手的问题时，如何处理呢？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情怀，我们讲

究友好和谐，讲究互利共赢，讲究和而不

同，讲究兼容并包。那作为管理者、领导

者，我愿意去包容、去帮助、去平衡不同

的人，尽量给予同事们公平、平等，让每

个人在他的岗位上发挥不同的力量，大家

和谐共处，共同发展。这就是中国人面对

世界的一种友好的态度，这样的理念和情

怀包含着我们几千年的智慧，我认为运用

在工作中大有裨益。”

归国之后：在深圳开启全新征程 

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就会特别想要回

归自己心中的根。在国外，潘毅事业有

成，前途光明，但却时刻感觉自己像浮萍

一样漂泊，找不到心中的根。

2020年底，潘毅放弃了在国外的终身

教职，全职回到国内。由于他的突出贡

献，乔治亚州立大学在2020年12月授予他

州校董荣休教授称号。“回国以后，面对

熟悉的文化、亲切的面孔，我的幸福感变

得很高，连吃饭每次都能吃得光盘，看来

我还是以前的中国胃。”潘毅笑着说。

而之所以把人生的下半场起点定在深

圳这个城市，则是因为它的包容性和年轻

化。潘毅表示：“祖国拥有强大的磁场，

深圳具有它独特的吸引力。当今科学研究

正处于黄金时代，我希望未来在这里发光

发热，多做一点纯粹的研究，为国家引进

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立足深圳，也放眼世界。目前，潘毅

已正式担任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在人才引进和培

养中，他结合自身在海外的工作经验，参

照国际知名高校的人才遴选制度和培养模

式，力求为高科技人才创造理想的研究环

境，并培养学生与国际接轨的能力。

他还向清华的师弟师妹们抛来了橄榄

枝：“目前我们在全力引进人才，这里三

清的还不多，热切期盼你们加入进来，一

起贡献清华人的才智和力量。”

2021年2月，潘毅当选为美国医学与

生物工程院院士。“将计算机与生物技术

融合起来”一直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此

次荣获院士也是源于他在此领域做出的

贡献。

“计算机与生物技术的交叉融合研究

前景广阔，会大大提高医学效率，对于未

来人类的健康具有积极的研发意义。比如

药物设计，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分子有无数

个，针对一种疾病，如何快速找到合适的

药物分子是个难题，我们的研究就利用计

算机来辅助筛选，这样能大大提高效率，

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对于特殊患者而言就

争取了更多时间。” 潘毅解析道。

尽管这个领域目前看来不如大数据、

区块链等热门，但是潘毅却对此锲而不

舍，充满动力，“科学研究有热门，就有

相对应的‘冷板凳’，未来我们将坚持在这

个领域深入探索，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地去付

诸努力，就有实现它价值的那一天。”

（计算机系分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