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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辅导员制度是非常优秀的”

——访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牛憨笨

○   本刊记者    刘  丹

清水潺潺，绿树荫荫，七月的骄阳中，深

圳大学的校园分外明朗。我如约来到牛憨笨学长

的办公室，虽已是暑假，但他仍在指导学生。我

静静地欣赏着这间办公室。房间宽敞明亮，窗外

风景秀丽，还有一间雅致的小型会客厅，但最吸

引我却是那满室的书香，这里简直就像一间小型

的图书馆。占满三面墙的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摆

满了书。细细看来，大多是与专业相关的中外著

作，但其中有一书架中摆放着人物传记和诗歌散

文等、偶有几本小说。心中认定学长必是一名“文

艺青年”，在之后的交流中了解到学长果然有些

文学功底，果断约稿，可惜学长工作实在太过繁

忙，并未强求。

采访伊始，牛憨笨学长便说：“这几日，我

仔细地想了想，但是时间太久了，没想起什么，

恐怕谈不出什么新鲜的。但是我们的辅导员制度

还是有它的优越性的，也确实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这个制度已经延续了 60 年，这已经证明它是非

常优秀的。”

谈辅导员

“辅导员工作很辛苦”

牛憨笨 1960 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

系，入学后担任电 61 班班长，他学习刻苦、思

想要求进步，大一下学期即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

党员。1962 年，牛憨笨开始担任本年级的辅导员，

也是电 61 班第一批担任辅导员的学生。

“辅导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学生们的思想工

作。要与同学们谈话、要了解同学的心理和情绪、

要掌握同学学习和生活的实际情况、当同学遇到

困难要及时给与帮助……辅导员的工作很多，也

确实是很辛苦。”

辅导员工作到底有多辛苦？当时清华大学规

定，辅导员要比普通同学多学一年，即七年毕业。

因为辅导员的工作太多，严重影响辅导员的课业

时间，以至辅导员会耽误课程、要等到第二年再

老辅导员

牛憨笨

1940 年 2 月生，山西壶关人，研究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所长，
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院长。1960 年 9 月考入清华大
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2 年任学生政治辅导员。毕
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
作。1978 年晋升为助理研究员，1986 年晋升为副研
究员，1989 年晋升为研究员。1991 年获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1992 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199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 年 9 月调
入深圳大学工作，组建了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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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课程，所以担任辅导员的同学普遍要 7 年才

能完成课程。牛憨笨一直很勤奋、刻苦，虽然长

期担任辅导员，但是一门功课都没有落下，始终

坚持着和本班同学一起上课、学习、考试，甚至

完成了三个月的毕业设计。当时，牛憨笨找到学

校，因为课业已经完成，希望能与本班同学一起

毕业。最终，学校决定让他再辅修一个专业，仍

是七年毕业。世事难料，1966 年因“文化大革命”，

学生们全部被滞留在“园子里”，牛憨笨辅修专

业一事亦被搁置。直到 1967 年，牛憨笨与同学

们一同离校，如愿成为 1966 届毕业生。

“辅导员工作很锻炼人”

因为时间久远，当年辅导员工作中的很多事

情，牛憨笨已记不清楚，但是聊起辅导员经历对

于自己的意义，话语朴实，却句句情切。

“辅导员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很锻炼人，我

也是在工作后，才真切地感受到辅导员经历的好

处。”第一，“教会我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做辅导员首先要以身作则，要求同学们做到的、

自己要先做到。牛憨笨谦虚地说当年对自己要求

不太严格，在当了辅导员后，才开始注意这个问

题。“当年是困难时期，每个人都要报定粮。因

为我肚皮大，高中时 45 斤的定量都不够吃，所

以上大学后，我就报了 45 斤，当时只是想 45 斤

都不够吃啊。书记找我谈话，说你是辅导员又是

班长，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后来就改成了 30 斤，

最后学校考虑到 30 斤确实是不够吃，就给我批

了 35 斤。”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学习压力又大，

“很多同学都有浮肿”，牛憨笨长期承担辅导员

工作，不抱怨、不推脱，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

不愧为同学们的表率。

第二，培养与人沟通的能力。要管理一个团

队，首先要把人团结在一起。人是千差万别的，

针对不同的人要采用不同的工作方法，“做过辅

导员工作后，你对这些工作就会心中有数”。“经

过辅导员工作的历练，毕业时，你就会比别人多

了一些本领。” 

也许正是得益于辅导员经历，在牛憨笨决定

去深圳大学创建电子研究所时，他的工作团队 18

人与他一同离开，至此扎根深圳大学。又是十几年

过去了，这支当年平均年龄 40 多岁的专家团，如

今已是花甲之年，唯一不变的，他们始终在牛憨笨

的身边，不曾离开。这不仅说明牛憨笨有着一套科

学的工作方法，更证明他是一位有魅力的学者。

谈工作

“我还想再做点事情”

牛憨笨的工作经历非常简单，毕业后到中国

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

三十多年； 1999 年，带队来到了深圳大学，至今。

其实牛憨笨毕业时，清华希望他能留校工作，

职位都已安排好，可是牛憨笨却拒绝了这个难得

的机会。“我还是想搞科研”——这样朴实的一

句话，这样朴实的一个愿望，确是牛憨笨毕生的

追求。

1999 年，牛憨笨带着 18 人的科研团队，

离开西安，来到深圳大学，成为深圳引进的第一

位院士。对于当年带队离开的过程，牛憨笨并未

多说，但其中的波折与艰辛不言自明。对于离开

的目的，牛憨笨很坚定：“决定来深圳，主要就

是这里更有实力来大力度地支持科学研究。我要

做点东西，能够真正提升我们科技水平，也能够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当然，陕西省对科技发展

一直都是非常支持和重视的，但确实有实际的困

难——没钱。“当时申请 300 万经费，最后只给

了 5 万，不是不支持，实在是拿不出钱。”而科

技与产业相结合，必定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

其实，牛憨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有通过

科技与产业相结合来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1979

年，牛憨笨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人员

被派往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进修。当时在他的研究

领域，两国的科研水平比较接近，但是，两国普

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相差甚远，这让牛憨笨真正

感受到两国的差距。从那时起，牛憨笨就决定要

将自己的研究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成果，改善老百

老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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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生活。

牛憨笨始终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显得

有些“憨直”，而在进修期间的一件事更是体现

了他的“憨”。当年去国外进修是不授予学位的，

因为牛憨笨学业优秀，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破例提

出让他再研读一年，便授予他博士学位，牛憨笨

却放弃了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单位急

需我们尽快回去开展工作，我多留一年科研就要

再耽误一年，知识学到手了最重要，学位不学位

的，我不在乎。”牛憨笨如期回国，此后终未获

得博士学位。

来到深圳已近十五年，牛憨笨坦言自己的目

标并未完全实现。“领导的想法和我不太一样。

这里只是领导的一个岗，他们都希望短平快，希

望能尽快地出点东西。但我的想法是要支持长远

的发明创造，中国人就要做这种事，如果我们都

不做这些事，中国哪还有明天！”

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止这些，社

会的浮躁也深深地影响着校园。“‘十年磨一剑’

的精神已经没有了！”为了鼓励年轻人安心搞科

研，2005 年，牛憨笨用自己的工资设立了“牛憨

笨奖学金”。起初，牛憨笨并不同意用自己的名

字设立奖学金，他原计划以“光电子学奖学金”

命名，但是深圳大学认为用他的名字更能激励学

生们，这才有了“牛憨笨奖学金”。“这个奖学

金就是纯粹从我的工资里面拿出钱来，因为我也

没开什么公司，所以能给予同学们的不太多，但

还是希望研究生能够沉下心来搞一些研究。人才

是科技之本。” 

如今，牛憨笨已过古稀之年，自然而然地聊

起了退休的话题。牛憨笨当即表示：“对于退休，

我是没有计划的，我还是想再做点事。”为了能“把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培养人才上”，牛憨笨已计划

请辞深圳大学光电子工程学院院长、光电子学研

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这个位置上耽误年轻人

的成长，所以我一定要把位置让出去，

行政工作完全交给年轻人去干。”目前，

牛憨笨带着十几个研究生，承担的课

题也很多，“与学生们在一起，就是

我每天最高兴的事” 。

谈人生

“人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进步。”

牛 憨 笨 很 喜 欢 乔 布 斯 的“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认为话虽简单却蕴含着很深的哲

理。同时，他认为乔布斯虽然很聪明，但远远不

及自己的祖母，祖母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参透了

这个道理。

牛憨笨的童年很不幸，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

去世，母亲在他2岁时改嫁。祖母为他起名“憨笨”，

本意是“取个歪名好养活”，希望他能好好地活

下去。牛憨笨不仅健康成长，并用名字来勉励自

己，名字成为了他的座右铭。“我觉得自己的名

字很好，人有点憨、有点笨是好事。人就是要感

到自己 foolish，才会不断地去学习；人的一生，

总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进步。名字不重要，

最本质的是对自己的认识。我的名字其实蕴含了

老祖母的智慧。” 

这位叫“憨笨”的老者一生都有点憨直，一

生都在要求自己憨直；“憨笨”，于他，已不再

是一个名字，已经成为了对待人生的态度。

寄语母校

真正的人才不是培养的，而是被发现的，清

华是最有可能发现人才的地方，要为我们国家的

科技发展培养出创造性人才。清华的名气大，压

力也大，不要惧怕这种压力，更不要将压力转嫁

给教师和学生们，那会限制他们自由创造的能力。

学校要把大环境打造好，为教师和学生们都提供

一个宽松的、自由的创造环境，激发他们的创造

力，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不要限制人才的发展。

清华的学生们还是应该在基础科研方面多做

一些工作。清华的学生能力都很强，社会认可度

也很高，这就导致很多人都从事管理工作，我认

为清华人还是要多搞科研，走在科研前端，清华

人有这样的能力，我希望未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

奖的中国人来自清华。

老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