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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清华

挑战声音
○燕　翔 (1989 级工物 )

我于 1994 年工程物理系本科毕业直

读本专业研究生，1997 年研究生毕业后

留校，在建筑学院建筑物理实验室研究建

筑声学。建筑声学是研究建筑中的声音效

果，例如，如何设计音质优美的音乐厅；

如何设计创造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如何

降低工业噪声对职工的侵害等等。我与声

音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起因自学生时代的

挑战杯科展。

当年的工程物理系教学有一个特点是

“学科交叉，内容宽广”。我们与生物系

的学生同堂学基础物理，与化工系的学生

同堂学理论力学，与电机系学生同堂学数

字电路，因此不同专业的学生有机会交流，

教授们讲课时也照顾到专业差异，知识面

很宽。三年级时，自动化系的胡东成教授

和唐竟新教授给我们讲授电子电路，使我

对电子技术有了浓厚的兴趣。同年，工物

系的杨启述教授给我们讲授 AutoCAD，

他见我们几个同学喜欢电路设计，教我们

计算机辅助电路设计时，鼓励我们组成课

外兴趣小组，搞小科研，争取形成成果，

参加学生挑战杯科展。当时的 8086 计算

机没有多媒体功能，杨教授建议我们可以

尝试研制语音卡，让计算机说话、唱歌。

我和同班同学张宏强兴趣浓厚地接受了这

项任务。

大约十个月后，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

做了第一块手工焊制的语音卡，能够录音、

播放，具有编辑功能。时任系主任的刘桂

林教授参观我们的成果，他举着录了他讲

话的小软盘向随行的老师兴奋地说：“未

来的声音一定是数字化的，学生们正在创

造未来啊！”语音卡项目荣获了当年挑战

杯科展一等奖，我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地辛勤工作，得到了高度的肯定。第二年，

应用语音卡编制的英文歌曲学唱、英语语

音教学等软件也在挑战杯科展上获了奖。

可以说，学生挑战杯科展是我走进声音领

域的第一个加油站。

放射医疗仪器专家金永杰教授是我的

研究生导师，他对伽马相机、正电子 CT

卓有研究，人民医院、阜外医院、宣武医

院等都引进过他研制的心脏扫描成像系

统。他了解到我曾经做过声音处理工作的

背景后，破例根据我的特点设定了“电话

语音传输心电图”的研究题目（就是用电

话传输心电图，病人在家里随时可以通过

电话接受心电检查），使我有机会更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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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深入地学习调制音频、信号分析、

数字通讯、语音压缩等知识。两年的时间

里，我出色地完成了课题任务，研制的初

试样机还在校医院进行了试用，效果令金

教授满意。

研究生期间，我没有再参加学生挑战

杯科展，而是就任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兼

学生科协主席，辅导低年级学生参加课外

活动，当小老师。曾经按学生的要求讲过

录音、录像机的工作原理。当时，课外承

揽维修录音机曾经是系科协的主要经济来

源。研究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一时一刻

没有离开过“声音”，我深深地为声音的

深奥和奇妙所吸引，并逐渐形成“挑战声

音，战胜声音”的理想目标。

说起来，我最早接触建筑声学，即我

毕业至今一直从事的专业，是在语音卡获

奖的那届挑战杯科展上。那一年校庆期间，

科展在主楼大厅里举办，各系学生们的作

品井然有序地排列在大厅里，展示各自的

成果。因为我们的展位有声有影，吸引了

很多同学老师驻足。其中就有我的专业启

蒙老师、建筑声学专家王炳麟教授（当时

建筑系办公地点恰巧在主楼）。他坐在我

们的“摊位”前，仔细看完展示后对我说：

“做得不错，我们也有一个测量的语音卡，

国外买的，价格贵，还不能随意编自己想

要的程序，受制于人啊。”他饶有兴趣地

给我介绍了一下建筑声学，他说：“今天

你们播放的声音效果非常好，有主楼大厅

的功劳啊，这里的混响长，音乐的声音饱

满，听起来好听，但是讲话就听不清了，

这就是建筑声学的道理。天坛回音壁、山

西莺莺塔蛙鸣等都是建筑声学现象。”王

教授还讲到，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目睹国

外的剧场、音乐厅、会展中心、体育场馆

等文化体育建筑蓬勃发展，纵横交错的交

通线路造成的城市噪声问题极受重视，这

些都是建筑声学研究的内容，我们国家还

比较薄弱，正在起步，未来潜力很大。我

眼睛一亮，竟然还有建筑声学这门学问，

真是大开眼界。我问“我能去学学吗？”

王教授看出我既有兴趣又担心专业差距，

就鼓励我说：“你们工物系现在就有一个

学生旁听我的建筑声学课呢，你愿意的话

不妨试试。”这个学生是我的同学童雷，

他是当年学校大名鼎鼎的“独步乐队”的

贝司手，经常出席学校各种演出的伴奏，

包括那一时期非常风行的七食堂周末舞

会。七食堂因离女生宿舍近，是舞会的主

场，但是，那种乱嗡嗡的声音效果，伴有

菜味的空气，油滑湿腻的地面，实难想象

那时“以舞会友”的“红男绿女”们是如

何忍受的。后来，建筑系仅有的两个旁听

建筑声学的学生就是我和童雷，毕业后我

在清华当老师，研究建筑声学，童雷在电

影学院录音系当老师，研究录音声学，我

们都成为终身“研究声”。

在科展中我还结识了很多意气风发、

踌躇满志的学长，并成为至今依然联系的

好朋友。曾任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的郭樑

老师就是在挑战杯科展上发现我的，他比

我高几届，时任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校内

辅导员。90 年代初，清华非常重视学生

的科技成果市场转化，委派年富力强、闯

劲十足的年轻教师给学生带队，叫做“指

导学生创业”。郭樑老师正是创业的“带

头大哥”，他最显著的特点是意识超前，

思维极快。他预计未来计算机多媒体将广

泛普及，因此选中了我们的语音卡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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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孵化。他大力筹措资金，广泛联系外界，

亲自带队攻关，几个月就研制出了正式产

品，并编制了适于中小学语音教学的软件。

在产品化的过程中，我受到全面的锻炼，

包括团队合作，采购洽谈，质量控制等，

还有机会与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外技术厂

商接触交流，受益匪浅。但是，由于产品

理念过于超前，大规模市场尚未形成，再

加之应用软件需要几十张 1.44MB 软盘存

储，因此，销售量小，难于短时间收回成

本滚动发展，销售 1000 多套后因资金紧

张被迫搁浅了。

毕业时，批准我进入建筑学院的人是

时任建筑学院院长、建筑声学专家、我的

博士生导师秦佑国教授，他多年来一直被

学生评选为良师益友，是典型的清华“双

肩挑”型的儒雅学者兼君子领导。王炳麟

教授把我推荐给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秦院

长，他在美国细致地审阅了我的材料后，

还约请时任党支部书记、同为建筑声学专

家的李晋奎教授全面考察我的情况。我的

研究生导师金永杰教授在他的实验室接待

了李教授，当时我正在远一些工位上校对

最后一稿论文，隐约地听到金教授说：“他

一直在搞声音，挑战杯科展得过奖，系科

协主席，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两位教

授的会面，使我从工物系交接到了建筑学

院，那一年是 1997 年 4 月，至今算来整

整 19 年了。自我工作几年后，王教授、

李教授相继退休，秦教授也年逾花甲，我

成为唯一的建筑声学年轻接班教师，一种

面对未来挑战的空前感受油然而生。我与

声音为伍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自学生时代

伊始，幸得几位教授的知遇之恩，传授给

我专业知识，给我参加实际工程锻炼的机

会，培养我成为“挑战声音”的职业者。

世间充满挑战，挑战中改变着人生的

轨迹，挑战中结缘良师益友，挑战中经历

期望与挫折，挑战中体验收获与快乐。每

年校庆时，清华大学举办学生科展，取名

为挑战杯，形象地暗喻了莘莘学子们终将

破茧成蝶，去迎接未来旅途上狂风大浪和

成功失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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