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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友，1994 年考入我校电子工程系

攻读博士研究生，1997 年获博士学位，

2000 年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

文。曾任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院长，现任海

战场信息感知与融合技术军队重点实验室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 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长期从事信息融合理论与技术研

究，是我国军事信息融合领域的开拓者之

一，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以第一完成人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 1 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7 项。

首先十分感谢学校给我这么崇高的荣

誉，让我有机会参加同学们的毕业典礼，分

享大家毕业的喜悦。作为校友，我要向圆满

完成学业的同学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培养

我们的母校老师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很羡慕同学们，你们从小就有机会

接受系统的、正规的教育，这么年轻就取

得了在社会上含金量很高的清华大学的硕

士、博士学位。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

的人，经历了国家的发展变革期，学习经

历非常的艰辛，我是到了 38 岁才到清华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结合自己的经

历与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感悟：勤奋为理

想划桨、忠诚为理想奠基、创新为理想增辉。

一、勤奋为理想划桨

理想就像罗盘指导着人生航船前进的

方向，然而，光有罗盘的指引，不勤奋地

划桨也是不行的。回顾我几十年走过的路，

每次既是遇到幸运的机遇，而又总是面临

严峻的挑战。

我是地地道道贫苦农民的儿子。1974

年高中毕业，赶上年底部队来招兵，我抓

着这个机会穿上了军装，在海军当了四年

报务员。1978 年赶上了部队恢复高考的

机遇，我白天训练，晚上加班复习，当年

8 月考入海军工程大学。

进入大学，我与应届高中生学员相比，

劣势显而易见。他们知识系统、基础扎实，

特别是英语，而我要从 ABC 学起。我咬

紧牙关踏踏实实从零开始，放弃了一切休

从百草园到科学殿堂
——在清华大学 2014 年夏季研究生毕业典礼

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发言

○何　友（1997 博，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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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到毕业时我的综合成绩已经名列前茅。

毕业后，我来到了烟台海军航空工程

学院。院里领导却考虑到我是战士出身，

担心基础终究没有应届生那么扎实，没有

把我分配到专业对口、技术含量高的指控

教研室，而是让我到高炮兵器仪器教研室

工作。这对我自尊心的打击还是挺大的，

确实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

而我是那种认准了目标就想冲一冲的人，

80 年代初，计算机还是个新鲜事物，只

有少量的实验室才会配备，为了及早尽快

地学精计算机编程和仿真，使科研上水平，

我就想方设法到别人那儿去蹭计算机用，

人家白天搞科研，我就晚上去用，风雨无

阻。当时学院有一个导弹模拟对抗仿真课

题，急需计算机专业人才，而我院很多计

算机专业出身的人，虽跃跃欲试，但面对

困难他们最终都不敢尝试，课题研究陷入

困境，我听说后就毛遂自荐，一边学习一

边研究，前后四五个月我没有踏出校门一

步，程序设计出来之后，使整个项目起死

回生，这是我在科研路上品尝的“第一只

螃蟹”，也因此，领导和同志们送我一个

外号——拼命三郎。

1991 年我有幸被派到德国数学家高

斯的母校——布伦瑞克工业大学进修一

年，我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求学机遇。导

师罗林教授为我选择了雷达目标融合检测

中的恒虚警处理这个题目，这个课题是他

的强项，可不是我的强项，我又迎来了一

个新的挑战。我开始猛攻，可以说废寝忘

食，整整用了将近 4 个月的时间，我有了

些心得，尝试着提出权威的雷达目标融合

检测中的“恒虚警”处理技术存在缺陷的

意见。当时有些德国专家不以为然，不相

信我这个年轻的中国人会有这样的眼光和

实力。通过对各种方法的比较，我找出了

一个自己认为比较好的方法，并拿出了初

步的方案。罗林教授看了以后很高兴，让

我按照这个方向做下去。攻关很艰苦，我

常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没有中断一日。

一年后，罗林教授说：“你已经是这个领

域的专家了，我们德国人的刻苦精神不如

你们中国人！”并且把我提出的方法命名

为“何氏方法”。

从士兵到大学生，后来我又陆续读了

硕士、出国深造、到清华读博士，每一步

我都走得不轻松，我就是凭借刻苦勤奋，

不断地超越常规、挑战自己的能力极限，

不断取得了成绩。直到我当了院长以后，

也是白天当院长、晚上做教授，经常在实

验室工作到凌晨。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感悟是：不论理想

多么高远、多么灿烂，都必须踏踏实实、

持之以恒、刻苦拼搏，肯吃苦、能吃苦、

愿吃苦，才能苦尽甘来，拥有战胜更多挑

战的资本和财富。

二、忠诚为理想奠基

一年的德国深造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导师罗林教授希望我留下来继续攻读博

士。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还是有些纠结，

特别希望有机会继续深造，但是长期的军

队生活，培养了我根深蒂固的纪律观念，

必须按期回国！另外，我的脑海里不由自

主地回忆起当年“东方红”号海洋测量船

的场景。

1977 年，我作为“报务尖子”随同

国家海洋局“东方红”号海洋测量船进行

海洋考察，这次任务是给我国的大陆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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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体把脉。测量船开到公海区域时，引

起了周边国家的猜疑。苏联飞机在头顶上

盘旋，日本和美国的军舰更是耀武扬威地

不断发出警告信号。好几次，眼瞅着他们

的舰艇就快到了跟前。我们只能躲，他们

的吨位比我们大很多，情形很像老鹰抓小

鸡，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说可是“霸气外

漏”。我们的海洋调查船相当于民船，真

对抗起来，无异于以卵击石。当时我就感

到，从军事实力、国家综合实力上看，

我们与美、日等强国的差距实在是太大

了，公海之上虽有公理，但弱者哪有话语

权？！祖国真需要强大的海军！当时我就

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将来为建设海

上强军做贡献。可以说，这就形成了我一

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我想，我在德国学到的东西应该尽快

运用于我们海军武器装备建设中，为建设

强大的海军做贡献。为了不拂罗林教授的

好意，我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热爱祖国，同

时也十分想念家人的想法。罗林教授表示

很理解，他说：“在我们学校学习的中国

人很多，不少人千方百计想留下来，而你

却和他们不一样，自己放弃了留下的机会，

但我支持你回国，我们也是爱国的。”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感悟是：在当今改

革开放年代，学习掌握国外的先进科学技

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终必须要回报祖

国，服务于祖国的强大、繁荣、富强，这

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个人价值。

三、创新为理想增辉

从德国回来以后，我对自己所提的方

法作了进一步的创新完善，在国内雷达界

普遍得到了应用。1994 年 9 月，为了进

一步扩大自己的科研创新成果，我考取了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师从陆大

教授和彭应宁教授。这年，我38岁了，

比同班的直博生大了十四五岁。清华的直

博生基础扎实，很多是奥赛高手，数学和

英语的学习对我的挑战非常大，值得欣慰

的是，我在做论文方面比较有优势，因为

我有多年的科研实践经验。

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开始倾向于选

择比较熟悉的雷达恒虚警相关课题，这样

凭借自己科研成果和已发表的八九篇文

章，稍加整合就能拿出一篇像样的论文，

很容易就能通过答辩拿到博士学位。但是

导师陆大 教授不赞同。陆老师认为清华

的博士生应该做新的东西，选题一定要敢

于触碰学科的国际前沿，最后在陆老师的

建议下，我选择了“多目标多传感器分布

信息融合算法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这是在各种信息复杂交错的情况下，综合

分析、去伪存真，为指挥中心正确决策提

供依据的重要课题。这个选题对于我来说

并不轻松，虽然硕士期间接触过信息融合，

但是并没有真正对它做很深入的研究。我

足足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这

对我来说也是在原有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从理论到实践大大提升了一步。陆老师、

彭老师对博士论文看了又看，改了又改，

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从陆老师、彭

老师身上，我看到了清华老教授的严谨和

求实。1997 年我博士毕业了，这篇论文

获得了 2000 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

文”奖。至今回忆起在清华读书的经历，

我感到正是清华“严谨、勤奋、求实、创

新”的学风，使我在严谨和不断追求创新

上进一步得到了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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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要超越，需要突破，更需要我

们想到了就行动，将理论付之于实践。从

清华博士毕业后，我在雷达目标融合检测

研究中取得系列创新成果，主持研制的某

型地面跟踪雷达批量装备部队，成果还被

广泛应用于国内主要雷达厂所的十几个型

号近千部雷达装备中。在多传感器融合理

论与技术研究中取得多项开创性成果，并

应用多项国家重大工程中，推动了我国军

事信息融合领域的发展，主持研制了多种

大型综合训练机，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效益。

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二等奖 4 项、省部级

一等奖 11 项。我自己也因此被授予海军

少将军衔，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举了上面一通例子，是想表达我的一

个深切感悟：那就是创新永无止境，咬定

创新不放松，敢想敢做、立说立行，我们

才能不断克难攻坚、不断取得进步、不断

赢得先机。清华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更应该在创新上标新立异，攀登科技高峰，

让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

同学们，最后我想说的是，人生的最

大成功不是个人的名利，而是发挥自己的

最大潜能，持之以恒地去做有利于党和国

家的事。

希望以此与各位同学共勉！

潘际銮：“过时”执着的老院士
○蒋  铮

● 母校人物

北京清华大学教师宿舍荷清苑住宅楼

内，有一个普通得甚至有点简陋的家：积

灰的家具把整间屋子挤得满满当当，沙发

罩随意地用两只别针固定在靠背上，几个

行李箱堆在客厅正中，主人喝水的杯子，

就是一只原本装速溶咖啡粉的玻璃杯。

外人只有看到被随手撂在茶几上的

《院士春秋》等“大部头”、院士集体照，

才能大概猜到，这家主人，有点来头。

主人是位87岁的老人，他叫潘际銮，

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实用型核电

站——秦山核电站的焊接顾问；融入亿万

国人生活的高铁也和这位老人有密切关

系——他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穿着

厚棉袄，站在南京段的铁轨边上，在深夜

里测定钢轨的焊接工艺，那一年，他已经

年过八旬。

1951 年，当潘际銮投入新中国从零

开始的焊接事业时，当时的女友、后来的

太太李世豫写来一封不乏怨艾的信：“周

潘际銮院士在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