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5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7辑

它。从个人而言，我也是一个互联网的受

益者，它既使我能与天下大事不脱节，又

能帮助我保持思维敏捷，不至于得老年痴

呆症。当然，天下大事如果看好，令人高

兴；如果是坏事，也免不了让人为此忧心

重重。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已无能为力，

但却已养成了这个痼疾。

进入老年以来，因为没有什么外来的

任务压在身上，就有时间去感悟自己的人

生。有一年，我去访问我所敬佩的周恩来

在绍兴的故居，看到他用以自勉的格言

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

高”。这两句话，从此也成了我前进的方

向标。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就更深切体

会到此中的真理。只有无所求了，才能知

足，才能快乐，品位也才能高。我的网友

中，有这么几个热心人总是不辞辛劳地定

期将杂乱的信息整理有序转发给友人，我

就是受惠者之一。于是，我也向他们学

习，将有益的信息、特别是有利于人们增

进健康和修养的珍贵资料，及时地转发给

我的好友。事情虽小，也算是助人为乐，

心里也感到一点安慰。

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网上发表文章

说：“老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我全

心全意地支持他这一精辟的观点。

苏东坡说过：“与谁同坐？明月、清

风、我。”他还说：“人生到处知何似，

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

那复计东西。”这个大文学家对人生的看

法，多潇洒！

一切顺其自然，享受人生，足矣。

澳门是16世纪中叶以后逐步被葡萄牙

人占领的。初始在1594年，葡萄牙人曾在

澳门建立了一所圣保禄学院（圣保禄大教

堂），它是远东地区第一所西式大学，不

过时间不长，该学院后被大火焚毁，至今

只留下其门楼，俗称“大三巴牌坊”，几

百年不倒，成为澳门今天的地标建筑，游

人必到。直到1981年香港人来澳门创办了

近代第一所高校——私立东亚大学。1988

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澳门

将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澳葡政府

才决定要建立澳门的高等教育，于是将东

亚大学收购过来，进行改建调整。将大专

部分分出成立（公立）澳门理工学院；将

成人教育的东亚公开学院分出成立（私

立）“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现

我有幸参加了澳门回归的筹备工作
〇周礼杲（1953电机）

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钱其琛主任接见周
礼杲（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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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为“澳门城市大学”）。而东亚大学

的主体部分，包括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

博士学位部分均留下，在1991年9月正式

改名为（公立）澳门大学，并对澳门大学

进行了扩建，急需教授和大学管理人才。

当时澳门大学通过澳葡政府向中国教育部

提请支持。教育部就根据清华大学的推

荐，向澳门大学作了推荐，不久教育部很

快正式通知清华大学公派我应聘前去澳门

大学任教。我即做好准备前赴澳门大学工

作。但那时我只理解澳门有需要，清华电

机系和大学的领导信任我，要我前去任

教。但对澳门和澳门大学尚一无所知，具

体的都不清楚，只知要立即去讲什么课，

同时要做科技学院副院长的行政工作。到

临行前，清华大学两位副校长（杨家庆和

倪维斗）和我谈话，嘱咐我去澳门大学工

作，除要认真完成澳门大学给予的任务以

外，同时可尽量为清华大学在澳门建立一

个窗口，以便发展清华大学与澳门的学术

交流与科研合作关系。我就是在1991年10

月私立澳门东亚大学刚刚改名为公立澳门

大学时到达该校的。

为迎接澳门的回归培养好本地人才

当时我对国家要派我到澳门大学工作

的意义还理解不深。不久，时任新华社澳

门分社的社长郭东坡，在当年春节时请我

们（仅2-3位内地公派来的教授）吃饭，

郭社长的一席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至今

仍记得。他说：《中葡联合声明》已经签

署，澳门已确定在1999年回归祖国，现在

距离澳门回归只有8年了。要做到顺利回

归就要解决三大问题：公务员本地化、法

律本地化和中文官式语言化。核心问题是

人才。这也是中葡双方达成的共识。要实

现公务员本地化就需要大力培养澳门的本

地人才，特别是华人。葡国统治澳门400

多年，澳门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特别是高

层，几乎都是葡国人（或土生葡人），华

人很少，这样怎么回归？怎么能实行澳门

基本法、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回归后主

要要由澳门本地人来管理澳门，所以现在

到回归的几年中必须加紧培养本地的华人

子弟，才能完成此历史任务。这也就寄希

望于澳门高校，特别是澳门大学。而澳门

缺乏人才，特别是缺乏高水平的教授，

所以要你们来，就希望各位教授努力帮

助把澳门大学办好，培养好人才（澳门

华人），为迎接澳门回归做好人才的准

备。”这一席话，确实使我茅塞顿开。至

此才真正意识到国家公派我们应聘前来澳

门大学工作的深层次意义，使我深感责任

重大。

为此，我努力熟悉澳门的高等教育

法，澳门大学的法律，向澳门大学前任的

校长学习他们的经验，并很好地与一些中

国教授（澳门人）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办

好澳门大学，并且广泛结交葡萄牙教授及

美、英、德、日等国的外籍教授。根据我

在清华大学工作了约40年的经验，首先办

好澳门大学的科技学院，并经常与新华社

澳门分社的有关领导沟通，交换意见和请

示。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我

担任科技学院院长至1994年，澳门总督韦

奇立将军正式委任我为澳门大学副校长。

之后，于1997年，澳门总督又委任我为澳

门大学校长。在1999年10月我卸任澳门大

学校长职务时，澳门总督特别颁授我一枚

专业功绩勋章，肯定我为发展澳门大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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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功绩。

那时，我积极从内地（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以及别的国家聘请了一些大学

教授到澳门大学来任教。在我们大家共同

努力下，澳门大学有了很大发展，培养

了一大批人才。在1997年我们澳门大学代

表团到北京拜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时，陈滋英副主任（他当时主管澳门回归

事务）接待我们，当我汇报到，经过我们

估算，到1999年回归时，澳门大学总计将

培养出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约3000人，

并且具有各种专业，包括法律、新闻、中

文、葡文、经济、科技、企业管理、公共

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我们想，这样能基

本上满足澳门的政府各部门的人才需要

了，能基本满足回归的需要。陈主任当

时听得很认真，并再问我是多少人？我

重复一遍说是3000人，他笑了，显得很

满意。

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

1998年初的一天，当时的新华社澳门

分社社长王启人约我去他办公室谈话，他

告诉我说，中央决定成立“澳门特别行政

区筹备委员会”，为澳门回归后成立特区

政府作筹备。此委员会共有委员100名，

其中内地方为40名，澳门方为60名，要我

任澳门方的一个委员，希望我积极参与筹

委会工作，为澳门顺利回归做出贡献。那

时我已在澳门工作七年了，这说明我作为

澳门大学校长，需要我参加澳门回归的筹

备工作。1998年4月，全国人大李鹏委员

长为我们每个委员颁发了任命书。我当努

力参加澳门回归的筹委会工作。筹委会的

主任为钱其琛副总理，筹委会的工作组织

很好，有条不紊。由于澳门的基本法制订

得好，吸取了香港基本法的一些经验，所

以没有太多矛盾，一切进行得比较平稳。

我参加的是社会文化组。

在筹委会最后一次会议（在珠海召开

的）上，钱其琛主任宣布，中央认真考虑

了澳门的实际情况，决定在澳门回归后向

澳门派驻解放军。顿时会场内响起雷鸣

般的掌声，说明这一决定深受澳门人的欢

迎。翌日澳门各报都大字刊出此一喜讯。

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精神很强烈。大

家也比较团结和谐，热情地盼望回归。所

以在回归的第一天上午，威武的解放军在

大批装甲车的引导下踏上澳门的土地时，

澳门的广大市民简直是万人空巷前去热烈

欢迎。大标语“回归啦”，至今深刻地印

在人们的脑海里。这说明解放军的进驻是

澳门回归的象征，深入人心。

1999年回归时我出席了两国政府的政

权交接仪式及宴会。回归以后，参加了国

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胡锦涛、习近平

和温家宝等前后来访时会见澳门社会各界

人士的仪式。

当时，我也积极发展开创澳门大学与

清华大学的合作关系，例如科研项目的合

作（如应用卫星遥感来分析澳门的环境污

染等课题）、教授的聘用和接待清华大

学领导的来访，如清华大学的几任党委书

记李传信、贺美英、陈希，几位副校长，

杨家庆等，以及其他诸多领导和来庆祝澳

门回归的清华大学艺术团等，都曾来访澳

门大学，我都加以联络安排和接待。这样

就大大促进了清华大学和澳门大学以及后

来的澳门科技大学的合作关系。1995年左

右，在当时的李传信书记的鼓励下，我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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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刘广均，1952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物理系。我国著名同位素分离专家，

曾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同位素分离教研

组主任，1963年调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504厂，参与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供料

任务。1982年调任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总

工程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是如何进入到
工程物理专业领域的

我1929年7月15日出生于天津市一个

回民家庭。1948年夏天我刚读完高中二年

级，就以北京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

大学物理系。1952年我从物理系毕业后留

校教普通物理。1956年，清华大学根据国

家需要，决定成立工程物理系，为国家培

养原子能方面的人才，从学校其他专业和

物理教研组抽调了一些教师，我就是其中

之一。

首任工物系系主任由学校党委副书记

何东昌同志兼任。他对工物系的筹建工作

抓得非常细致。我到工物系后，系里安排

我准备开一门原子核物理的课，我是学

习物理的，对这项工作兴趣还是很大的。

何东昌同志就派我们几个人去北大学习核

物理。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和刘迺泉、陈世

我与清华工程物理专业的情缘
〇刘广均（1952物理）口述

进了澳门清华校友会的建立。在回归以

后，有了一批澳门学生到北京清华大学读

书的毕业生，就改组了校友会。他们本来

都是澳门人，年青很有活力，我作为名誉

会长也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1999年澳门回归前后，在特区行政

会成员廖泽云先生的邀请下，并在特区行

政长官何厚铧和现任特首崔世安的支持下

我离开了澳门大学，前来创建一所新的

私立的“澳门科技大学”，任创校校长。

这所学校当初是在一无所有的平地上创建

的，但是以高起点、高速度、高水平的精

神来创办的。2000年就开学上课，2002年

就建起了新校园。至今美丽的校园受到大

家的称赞。学院数目从4个发展到了7个，

学生人数已经达到在校人数8000多人。与

澳门大学基本相等。

在2001年，澳门特区政府第一次向社

会人士颁授奖章和奖状时，何厚铧特首就

给我颁发了“荣誉奖状”，对我在澳门高

等教育界的工作作了肯定。

现在我已退下校长职位，原来一直担

任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会副主席。2009年9

月又被委任为澳门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至

今。澳科大希望我还能继续为澳门科技大

学进一步的发展作出贡献。我将尽我的努

力再为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出一份力。

今年清华电机系迎来80周年大庆。在

这喜庆的日子里，我要感谢清华大学的一

些领导和老师们，当年给我们的培养和教

诲，使我们受益匪浅，永世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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