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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1965年12月生于辽宁本溪，1992年

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获博士学位，2004年

受聘为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清华大学化学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希教授是清华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领域

的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聚合物的各种组装技

术研究，1999年入选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42岁成为当年

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曾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中国青年科技奖、香港求

是 科 技 基 金 会 “ 杰 出 青

年学者奖”、“中国化学

会-巴斯夫青年知识创新

王 永 志 ， 1 9 3 2 年

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

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

空系，1955年至1961年

留学前苏联莫斯科航空

学院。毕业后，王永志

立即投身于我国第一种

自行设计的火箭设计和

研制工作，并将自己毕

生的精力投入到了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之中。

他先后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

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2到

2007年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2003

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4年，任清华大

学新成立的航天航空学院首任院长，2005年中

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

荣誉称号。

在王永志的成长过程中，钱学森可以称得上

是他的“伯乐”。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

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

程火箭任务。在现场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就在

大家都一筹莫展之际，当时还是“小字辈”的王

永志找到坐镇发射场的总指挥——钱学森，大胆

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案。果然，按照王

永志提出的办法，那次任务顺利完成。正是这次

经历让钱学森认识了王永志，并逐渐发现了王永

志的过人之处。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

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

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1992年，当中央

向钱学森征求意见，由谁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

计师时，钱老再次推荐了王永志。2003年10月

16日早6时23分，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

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

出舱门向祖国挥手致意……王永志当即打电话向

恩师钱学森汇报：“您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钱学森在电话里连声说：“好呀，好呀！我高

兴！”

王永志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杰出的

贡献。从航空一线退下来之后，王永志仍然以清

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院长的身份为培养下一代中

国航天人贡献着力量。2012年恰逢王永志80寿

辰，清华大学特意为他举行了八十寿辰师生座谈

会。会上，陈吉宁校长将王永志1952年在清华学

习时的学籍卡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王永志深情地

说：“195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后来遇到院系

调整留学苏联。52年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成

立，邀请我担任首任院长。从哪里断开，又从哪

里接上，这是我与清华一生的缘分！”

辽宁省

辽宁籍杰出校友

王永志：与清华一生的缘分

张希：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称职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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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庚戌：清华独特的校园气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卢庚戌， 1989年以

辽宁省营口市理科第一名

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建筑

系。著名歌手，“水木年

华”乐队主唱。

回 想 起 在 清 华 的 五

年 时 光 ， 卢 庚 戌 在 《 音

乐·清华·我》一书中写道：“谁也无法说清楚

五年的熏陶会给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多大的转变。

不可否认，是清华独特的校园气质给了我很大的

影响。”时至今日，卢庚戌依然记得入学后第一

节课老师的开场白——“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依然记得大礼堂前草坪上的歌唱和在那片草坪上

发生的故事。1991年，卢庚戌与几个同学成立

校园歌曲协会，在高校间频繁举办演唱活动，并

开始了音乐创作的道路。大多数时间，卢庚戌会

和朋友们一起背着吉他，迎着夕阳，一路从宿舍

走到大礼堂前的草坪，围坐成一圈，一人一首轮

流弹唱。四周不时会有三三两两的人加入，很快

地草坪上便欢声笑语热闹起来。正是这片草坪让

卢庚戌认识了不少朋友，只要说一句“能一块唱

歌吗”，陌生人就变成了朋友，许多校园民谣的

主将们（高晓松、沈庆、郁冬等）都在这里唱过

他们的得意之作。在《同桌的你》和《青春》没

有正式发表前，草坪上已留下了他们青春的歌

声。2010年，“水木年华”签约英皇，卢庚戌

成为英皇旗下的一员，草坪文化在他的音乐梦想

中占有多少分量，没有人说得清楚。

奖”…… 与长长的获奖记录相比，学术合作与

教书育人的成绩更令张希感到自豪，因为它们都

有着思维激荡的美妙过程。关于这一点，张希特

别喜欢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名言：“不同思维方式

的碰撞激发最有效的结果。”

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一直是张希的强项，

他自己科研之路的启航正是受惠于一对学术合

作者的跨国交流。张希曾是著名化学家沈家骢

院士和德国H. Ringsdorf教授共同指导的博士

生。两位导师从20世纪80年代末合作开展高分

子自组装研究，携手活跃在功能超分子体系的

国际合作中，从而推动了国内超分子科学的发

展和中德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至今，德国

仍是张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站点，而且

他交流与合作的轨迹已由德国延伸到其他欧美

国家。这样的交流当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西

学东渐”，而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深入合

作。亲身受益的张希也致力于为年轻的同辈们

创造更好的交流环境，介绍推荐他们加入国际

层面的研究合作中。 

作为一位年轻的院士，张希钟情于教学，

也擅长教学。十余年来，张希培养的学生中已

有10人成为教授、副教授。在中科院化学所工

作的“大弟子”入选“百人计划”并获得“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另一位高徒在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当上了助理教授。在清华

工作的前三年里，他连续两次被研究生评选为

“良师益友”。张希曾说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

做个称职的教授，我最开心的时候是和学生一

起讨论和工作。”

（本栏目内容由清华辽宁招生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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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华生活
——给学弟学妹的信

辽宁省

齐兴达 各位师弟师妹，你们好！

很高兴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交流。不知不觉，进入清

华已经七年了，今年有机会作为辽宁招生组的一员，为家乡学子

做点贡献，十分荣幸。

记得七年之前，我与大家一样，为即将到来的高考进行最后

阶段的冲刺。关于高考，想和大家分享两句话：第一，高考对个

人发展起重要作用，但并非决定性。高考为各位同学提供了选择

高校学习和规划发展道路的平台，但未来发展的好坏，仍取决于

大家的持续努力，所以面对这样一场考试，既要重视也要心态平

和。第二，既要重视基础，也要善于思考。高考考察全面，大家

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打牢基础，并要善于思考知识点之间的联

系，培养用多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力争以良好的心态和扎实

的知识基础迎接高考。

“半国英才聚清华”，置身清华，身边牛人众多，平和的心

态和奋斗激情更为重要。在清华学习生活的七年中，我从未放松

对自身的要求，在正常完成课程学习的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

工作。从班长、系学生会，再到校团委、校学生会，我在不同的

岗位上奉献青春，提升能力，对于清华精神也有了自己的体会：

第一，敢于承担责任。清华人对于国家、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

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将个人的努力与集体

的进步结合在一起，这种责任意识也将伴随每个清华人的成长。

第二，敢于挑战困难，清华的学习和工作压力都很大，个人在成

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清华人面对困难从来是迎难而

上，敢于挑战、善于挑战也成为一道亮眼的校园风景。第三，乐

于帮助他人。清华重视集体建设、团队建设以及朋辈教育，很多

问题都是通过同学共同努力解决的，乐于助人是重要的校园文化

之一。我在校园里得到过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现在也希望能

够继续传递这份能量，帮助更多的同学圆梦清华园。

距离高考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人生的奋斗之路才刚刚开

始，希望各位师弟师妹调整心态、把握时间、努力奋斗，都能够

实现自己的理想，祝愿大家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齐兴达

辽宁阜新人，2006

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汽车

工程系，现博士在读。

曾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

主席。2010年当选全国

学联主席、十一届全国

青联副主席。2011年在

人民大会堂庆祝清华大

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作

为学生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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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冬晗 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非常幸运，能够与清华结缘。在

清华的四年时光里，我觉得自己像海绵一样迅速地吸收着养

分，像向日葵一样面向太阳绽放着花瓣。四年有着太多的故

事和感悟，无法尽言，就说说几个印象最深的镜头吧。

第一，是深夜主干道上奔流不息的自行车。清华的优良

学风全国闻名，大一时，我们都过着“睁开眼就去上自习，

下了自习就回屋睡觉”的生活，甚至周末也是如此，简单却

充实。这个园子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上进的气息，每辆自行

车都蓬勃着青春的张力。清华园延续着我对学术的梦想，我

在本科阶段的学习成绩排名专业第一，打下了非常好的工科

基础，在现在的研究生学习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冬天操场上练习跑步的同学们。清华有着优

良的体育传统，“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深入人

心，学校有贯穿全年的马约翰杯体育运动会，几乎所有的

同学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擅长的项目参加；还有先进的体

育设施，和优秀的体育代表队。大四开始，我有幸加入校

乒乓球队，正规的训练、热情的队友都让我受益匪浅。当

然最有名的要数清华的3000米考试了，虽然每届学生都叫

苦不迭，但四年下来身体素质确实大有提高。

第三，是学生节舞台上精彩绝伦的表演。在这里有着

各种各样的社团协会，也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四年里，我

担任过系学生会主席，加入了国旗仪仗队；也参加过新生

演讲比赛，去外地支教、调研，在学生节的舞台上做过主

持人，表演过朗诵和舞蹈。只要你想到的，在这里都有一

方舞台来由你展现风采。清华的这种自由的气息，给了我

许多别样的体验。

总之，在清华的四年，没少“折腾”，没少“尝

试”，回顾起来很充实，也很精彩。清华用这样一种独特

的方式让我相信，这是一个只要努力就会有奇迹的地方，

这是一个只要尝试就会有收获的地方，这是一个放飞梦

想、鼓励超越的地方。与清华结缘，是我一生的幸运。

马冬晗

马冬晗、马冬昕是一对双胞胎

姐妹，2008年8月从大连育明高中通

过竞赛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姐姐马

冬晗就读于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机

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妹妹马冬昕

就读于化学系化学生物学基础科学

班。在本科期间，她们学习优秀，

全面发展，于2011年双双获得清华

大学特等奖学金。因网络上曝光的

“最牛学习计划表”和“全能答辩

视频”而备受关注，被称为“学

霸”。两人现分别为精仪系、化学

系直博一年级学生，同时担任各自

院系二字班带班辅导员。


	2013.01.2全_部分71
	2013.01.2全_部分72
	2013.01.2全_部分73
	2013.01.2全_部分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