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清华

2023年（夏） 55

1965年的金秋时节，当我踏入美丽的

清华园时，未曾想到就此与清华结下不解

之缘，成为一辈子的清华人。

从最初进入工程化学系学习，1970年
毕业留校在化工系高分子教研组工作，成

为一名清华园的“新工人”，走上了与清

华相伴的人生之路。一路走来，历经改革

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从转向生命科学领

域开展教学科研，到被学校外派组建浙江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在时光荏苒中回望，

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代的变迁和进

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一名有着58年校龄的清华人，我也践

行了一条与时代共命运、与学校共脉搏的

奋进之路。

清华园的“新工人”——启程之路

毕业留校后，根据工作需要，我听从

组织的安排频繁地调动工作岗位。先是参

加了校办工厂聚碳酸酯车间的建设，聚碳

酸酯是当时国家急需的一种工程塑料，是

由双酚A和光气缩合而成的高分子材料。

栉风沐雨  行远自迩
○周海梦（1970 届工化）

我参与了合成的小试至大车间生产的全过

程，那时的工作情景还历历在目。时值

夏天，身上的工作服被汗水湿透，不久就

白花花一片。虽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还

冒着试制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光气泄

漏的危险，但胸怀报效祖国的信念，也体

会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情壮

志。后来也曾以“新工人”身份参加过高

能电池组三结合攻关小组。攻关小组隶属

于基础课委员会化学教研组领导，组长孟

祥发，有钱伟长（力学教授）、童诗白

（电子学教授）、宋镜瀛（汽车教授）和

徐日新（化学教授）四大教授参加。在参

与研制锌-空气高能电池的一年多的工作

期间，我有幸向四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近距

离学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严谨治学的风

范，特别是钱伟长先生忘我工作的敬业精

神让我终生难忘。要知道，那是一个特殊

的年代，老先生们承受着巨大的多重压

力，但为了填补国家的科技空白，哪怕再

苦再累都无所畏惧，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1974年，我担任了化工系高分子专业

1974级分41班的班主任和分4年级的级主

任，教师和学生组成教改小分队，我们

戏称“小分队办大学”，实行“开门办

学”，与学生们一起在天津塘沽的大沽化

工厂摸爬滚打，在海河边上度过了春夏秋

冬。也曾参加过开赴唐山开平化工厂的抗

震救灾队伍，目睹了唐山大地震后的惨景

和军民同心救灾的震撼场面，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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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实锻炼了自己。回来后继续担任我的分

41班班主任，直至1978年他们毕业后，奔

赴全国各地工作。时间过去四十多年，分

41班学生还一个个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在

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走过了我的青春

之路。

从化学工程到生命科学——转向之路

1978年10月我开始读研，当时学校领

导层已经在考虑恢复生物系、恢复理学院

了，时任副校长滕藤教授与我的导师方一

梅教授商量，送我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所去学习，师从邹承鲁先生，从化学工程

转向生物学领域，攻读生物化学硕士学

位。现在回想起来，仍深感荣幸，感恩目

光长远的老师们，为我选择了一条充满生

机的发展之路。1981年硕士毕业后又工作

了两年，参与了由周昕教授主持的化学化

工系生物化学研究室的建设与工作，地址

在气象台。我们几个“新工人”青年教师

带领几名学生将沉重的高速冷冻离心机、

LKB层析仪，靠着人抬肩扛搬上了气象台。

1984年生物系恢复，我被调入生物系

工作。同年我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所，继续师从邹承鲁教授，攻读分子生

物学博士学位。邹先生热爱科学、献身

科学的精神，尤其是对待科学论文写作的

严谨治学态度深深影响了我，也影响着我

的一代又一代学生。1986年我获分子生物

学博士学位，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Bert 
L.Vallee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实验室

从事博士后研究。出国后发现当时国外实

验条件与国内有着天壤之别，这深深刺激

了我，回国时我通过海运带回了七大箱实

验器材和书籍，希望为回国后的研究提供

更好的条件，能够做出成绩报效国家。

1987 年在美国留学时，周海梦（右）与

导师邹承鲁、李林夫妇在哈佛医学院留影

1988年我回国继续在生物系工作，基本完

成从化学工程向生命科学的转向。

难忘的生物系——奔腾之路

我回校后受到了学校领导和系领导的

亲切关怀。赵南明教授给我介绍了系里两

年来的发展。我从三十六所（已拆除，位

于今艺教中心）离开，又回到了三十六

所，然而马上就要搬进改造后的老生物学

馆，这预示着生物系会迎来一个新的发

展。我们生物系的“新工人”属系里一群

最年轻的教授，在生物系复系初期，条件

非常艰苦，师资力量十分紧缺。在这种情

况下以赵南明教授为代表的系领导目光放

得很远，毅然把我们一批“新工人”送出

国学习深造。1988年前后，这群人陆续回

国，为生物系注入活力，发挥了骨干作

用。这样“成批放飞，全部收回”的现象

实属少见。

系里交给我两项任务，第一，立即

为生6班（1986年入学的）学生讲授生

物化学课，没有给我准备期，边备课边

讲课，教材用Lehninger的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用双语教学。这门课不久

被评为学校一类课程。十多年后，我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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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了Lehninger的第三版教材，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优秀生命科学教材

译丛”的《Lehninger生物化学原理（第

三版）》（中文版），受到了广泛好评。

第二个是让我负责申报生物化学硕士点。

当时我了解到1987年学科申报时我系生物

物理学学科点获批了博士学位授予点，而

生物化学连硕士点都没有获批。因此系领

导十分着急，希望我们在1989年审批时务

必拿下硕士点。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两项任

务。经过努力，我们如期拿下生物化学硕

士点，而后在90年代又拿下博士点，使得

我们系拥有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为后

来转为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在实验室建设方面，1988年搬入老生

物学馆，系里给了我25m2的实验室，当时

条件下已属很好了。同年申请获批一项国

家教委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7万元，在

当时可是一笔不少的基金，而后我又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1项。1988年招

录了第一名研究生，接受生物系首届1985
级学生2名入实验室做毕业论文，同时吸

引1986级、1987级学生4名提前进入实验

室，这样就组建起了研究团队。那时期我

们科研热情极高，成天泡在实验室，几乎

放弃所有周末和节假日，工作近乎“疯

狂”。我从那时起，主要开展了酶的结构

与功能研究，包括酶的化学修饰、酶的催

化动力学、酶结构改变对生物活性的影响

等，集中于酶的活性部位柔性的研究，其

后参加了“蛋白质折叠研究”的国家攀登

计划项目以及后来的“863”和“973”等

多项科研项目，做出了一定成绩，后来还

出版了《蛋白质化学修饰》《酶活性部位

的柔性》等专著。同时，实验室拥有浓厚

的科研氛围，为学生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研

究空间，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他们

如今在生命科学的不同研究领域都已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

1990年我晋升为正教授。1991年被国

家教委和劳动人事部表彰为“有突出贡献

的留学回国人员”，1992年获批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老系主任赵南明

教授再次出山，二度担任系主任，我有幸

担任副系主任。那段时期，他担任着中国

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务，同时他有意

识地想培养我的领导能力，给我压担子，

这为我在1999年承担系主任工作奠定了基

础。在我任副系主任到系主任的九年时间

里正逢“211工程”验收、“985项目”建

设的关键时期，1999年学校一期985学科

建设在经费上给了生物系一个巨大的投

入，我们抓住机遇，经全系教职员工的努

力，在人才引进、学科建设、科研工作等

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跨越式快

速发展，科研成果频出，初步建设了生物

系实验教学中心，并能顺利通过北京市基

础教学实验室的评估，为建设北京市和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奠定了基础。理科

基础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被教育部评

为全国优秀基地。系主任的工作锻炼了我

的能力，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教学科研方面

也发挥了力所能及的作用，后来曾任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生物学评

议组），教育部生物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生物工程与生物技术

分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

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973计划领

域专家咨询组成员（健康科学领域），中

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常务理事，酶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履行了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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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和责任。

在生物系多年工作中，我深深意识

到，历届系（院）领导有一个共同的遗传

基因，这就是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全力

引进优秀人才。通过一系列举措和规划，

生物系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海外学子陆续加

盟，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奠定

了人才基础和良好的教学科研氛围，由此

也取得了科研项目、经费和论文等方面的

多项突破，科研水平不断提升。2002年10
月，我结束生物系主任任期，调任理学院

常务副院长（院长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的周光召先生）。

从北京到浙江——发展之路

2003年7月，我在国家会计学院参加

学校的暑期干部会，晚上在院内散步时，

迎面遇到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和副校长岑章

志，两位校领导立即叫住我，开门见山就

说，学校拟在浙江建立一个“浙江清华长

三角研究院”，打算让你去担任院长。我

的脑子“轰”地一声，心想你们弄错了，

我能胜任这工作吗？我立即想到深圳研究

院，想到了院长老冯。我和冯冠平是好朋

友，在担任生物系主任时常去香港科技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和交流，路过深圳

时常去看看冯院长。我到过他们初创时的

铁皮房，到过他们大楼的建设工地，我真

佩服他们艰苦创业的劲头。老冯他担任过

科技处处长，在这方面有强大能力啊，而

我一直是从事基础研究，没有离开过实验

室小天地，确实没有能力去担此重任啊！

我回校后，找到考察选址的相关同志

及拟任副院长的陈吕军（他也是考察组的

成员）等同志了解情况，才知道此项工作

的重要性。2003年3月17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率团访问清

华大学共商省校合作机制，拟决定建立一

个研究院，接着学校派出了一个考察选址

小组，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决定选址嘉兴

建院。这是一个以清华大学科技、人才为

依托，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服

务、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展工

作，为更好地发挥清华大学服务社会职

能，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的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定名为浙江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经过慎重考虑，我最

终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出任浙江清华长三

角研究院院长。

2003年12月31日在杭州黄龙饭店，浙

江省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举行共建浙江清

华长三角研究院签约仪式，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和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陈希同志出席了仪式。我被任命为浙江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副秘书

长，并于2004年2月9日，带领包括我在内

的一共九人，入住嘉兴宾馆开始研究院创

建工作。

万事开头难。成立之初的研究院别说

科技创新平台，就连固定的办公场所、实

验设备也没有，不少专业性人才也奇缺。

因此采取边筹备边运作的方式，哪个领域

的条件成熟，就先建立哪个研究所。2004
年7月，研究院在集成光学方面，具备了

优秀的科研人员、实验室场地，还获得了

浙江、江苏、上海二省一市的科技攻关项

目，由此集成光学研究所成为清华长三角

研究院成立的首个研究所（这个所后改名

为先进制造研究所），利用浙江及长三角

地区的光电产业集群优势和清华大学科研

优势资源，整合产、学、研、资等各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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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力量。

2007年6月15日《浙江日报》的报道

这样写着：“作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的带头人，周海梦对研究院的发展前景充

满信心。他说，自主创新关键在人才，浙

江要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加强创新型

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

人才。研究院还与杭州、温州、嘉兴等地

的相关企业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加快科技

成果产业化进程。”

随着一大批高层次人才被吸引到清华

研究院，研究院总部5.5万平方米的创新

大厦的建成，生物技术和医药研究所、生

态环境研究所、先进制造研究所、信息

技术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并在各个领域不

断实践创新，在科技创新日益成为产业结

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之际，

将科技研发与地方实际需求相结合，全力

开展科技攻关，对既具市场前景又有利于

地方经济发展的科技项目，特别是生物医

药、生态环境保护、先进制造、电子信息

和建筑节能等领域的研发都取得了较大进

展。2009年8月，我卸任浙江清华长三角

研究院院长职务，继续担任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胡海峰同志担任第二任院长。

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建设，在以往

基础上总结出了“政产学研经介用”的

“北斗七星论”的发展模式，研究院得到

快速发展。“一棵树，随着枝叶的繁茂，

撑起的那片天空随之扩大延伸。位于嘉兴

科技城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也犹如大

树般，随着一个个科技创新平台的涌现，

枝叶不断外延，编织了一个科技创新大

平台，依托清华，立足浙江，服务长三

角。”（摘自《嘉兴日报》2009年4月1日
报道）

建院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于2014年5月在浙江省委、清华大

学党委《关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发展

情况的汇报》上作出批示，极大地鼓舞了

研究院的全体员工，怀着绝不辜负总书记

殷切期望的信念，在第三任院长王涛的领

导下全面完成研究院建设计划。在300亩
的院区中，33万平方米的高楼耸立，建成

了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级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国家级海外人才离岸创新

创业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多个

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看着这蓬勃

发展的研究院，我思绪万千。作

为研究院首任院长，我当初肩负

重任从清华来到浙江，在省校领

导的正确领导下，率领研究院从

无到有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努

力发挥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

科技和人才优势，为推进产学研

合作，助力地方产业提升创新能

力，推动区域科技、经济与社会的

协调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内心感

到十分欣慰。

在浙江工作期间，我始终不

2005 年 4 月 10 日，省校领导共同为浙江清华长三角

研究院总部大楼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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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教书育人的初心，清华生命科学馆里我

的实验室继续在运行，争取科研项目、开

展科研工作、培养研究生一直没有停止，

直至2012年退休。2006年我获教育部中国

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我到浙江工

作后，2005年入选首批浙江省特级专家，

延长了我在浙江的学术生涯，期间兼任浙

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为地方科技创

新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17年
3月我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退休。秉

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理念，多年

来我辛勤耕耘，迄今先后培养了硕士生、

博士生、博士后和进修教师等百余人，为

他们的教学科研发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

帮助。

人生漫漫路，峥嵘岁月稠。而今迈步

从头越，更要以旷达的心境，充实自我，

去追求新的人生境界。现在我默默地关注

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发展，默默地关注浙

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发展，默默地关注

着我培养的弟子的发展，老有所为，做一

些自己想做又力所能及的事情。徜徉在兰

馨书香的清华园，目睹着学校日新月异的

发展，怀着身为清华人的自豪与荣耀，满

怀希望地期待，未来的路上水木清华将更

加璀璨辉煌！

前几年在我们毕业50年时，班上向大

家征集文章，作为大学时代在特殊时期度

过的一员，我想起了当年“地雷班”的一

段往事。

记得1964年大一开学不久，大家在忙

于课内学习的同时，还想方设法加入各种

课外文体社团。这些社团种类之多、水平

之高是中学时代不可比拟的，宿舍里大家

常聊些社团的情况并约着一起去报名。在

“地雷班”往事
○谢世钟（1970 届无线电）

当时社会氛围下军体运动很吸引人，我报

过摩托车队，还参加了骑自行车“绕杆

儿”和“定车”考试，自我感觉不错但还

是没取上。好在没过多久就有了好消息，

一天，我被通知到校武装部开会，讨论参

加地雷班的事。那时，电影《地雷战》看

过好几遍了，所以我想这还用讨论，肯定

是参加啊。等开了会才知道，这个班是新

成立的，将研制无线引爆的遥控地雷，而

不是像电影里那样装炸药、埋地雷、拉绳

子引爆。这下我也明白为什么自己被招进

这个班了，应该是跟高中时参加北京市少

年宫无线电组、装过五灯收音机有关吧。

地雷班上五六个成员清一色都是我们

系同年级男生，估计也都有无线电制作的

基础。几位外班同学的姓名因年代久远，

已记不确切了。确切记得的是我们班就钱

乐军和我两人，带队的是系里李普成和肖

谢
世
钟
学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