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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实上，每经受住一次考验，我们就

会多增一份成熟和自信。

第三，社会责任。富有社会责任感是

我们清华人的传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或

者在什么岗位上，我们都不应当忘记这一

点。职位意味着责任，而不是权力，也不

仅仅意味着成就和荣誉。职位越高，责任

越大，越需要奉献和牺牲，还要忍受孤独

和不被理解。譬如说，我自己的工作其实

很辛苦，但一想到它关系到3万余名员工

的发展，关系到上下游产业链十万人之众

的和谐，我丝毫不敢懈怠。虽然个人付出

很多，但我们个人的价值会在为社会尽责

的过程中得以加倍放大。

后，我再次深深地感谢母校清华，

她不仅教我们以知识和能力，而且教我们

为人处事的准则；清华的品牌，更让我们

在人群中备受关注。

同学们，在迎接母校百年华诞之际，

请接受我作为学兄的祝愿，祝大家设计好

自己的人生道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走

好人生的每一步，不管进入什么行业、从事

什么工作，都像顾校长勉励我们的那样——

“做第一等的事业、做中国的脊梁”！

农历正月初八，踏着华北地区60年来

晚的一场初雪，我们来到位于天津滨海

新区的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参观了由

国防科技大学成功研制的峰值速度世界第

一达4700万亿次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

机，访问了该项目总指挥、常务副总设计

师、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院长廖湘科学长

（1980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又称高性能计算机、巨型

计算机，是世界公认的高新技术制高点。

“天河一号”排名世界第一，打破了美国

在超级计算机领域一家独大的局面，标

志着我国自主研制超级计算机综合技术

水平跨入世界领先行列，更重要的是显示

了我国信息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实

力。“天河一号”研制成功，也入选了新

华社评选的2010年国内十大新闻，为世界

所瞩目。

走过一排排整齐的机柜，在温家宝总

理参观过的展板前，廖湘科学长拿起一件

件展示用的芯片、计算机主板，平静地给

我们讲解“天河一号”的结构、性能。

做银河精神传人

○解红岩 钱锡康

——访“天河一号”总指挥廖湘科学长

廖湘科学长（中）与母校老师杨士强
（左）、钱锡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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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不到他有一点激动的神情，他说：

“这就好比美国人突然拿到了一个乒乓球

世界冠军，还不能说他们就是真正的乒乓

球王国。我们只是在技术路线的转型期先

走了一步而暂时领先，人家很快就会超过

我们。其实，运算速度快慢，是不是世界

第一，这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满足国家

国防任务的需求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

与银河结缘

“银河”，是“天河”的前身，是由

国防科大研制成功的第一台亿次计算机的

代号（1983年），其研制者是有“中国巨

型计算机之父”之称的清华学长慈云桂

（1946研）。从1978年至今，经过国防科

大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发展到“银河六

号”，也即“天河一号”。从“银河二

号”起，廖湘科学长就与“银河”一起成

长，参与了五代机器全部的研制过程。其

实，廖湘科与“银河”结缘还可以往前追

溯到在清华读书的时代。

同行的杨士强老师做过廖湘科的班主

任，在他的印象中，廖湘科属于那种不声

不响但学习成绩好、有想法的一类人。从

大三起，在学生科协的组织下，他和几

个要好的同学就开始了专业实践，锻炼自

己的同时，也赚点“小钱”。1983年下半

年，廖湘科正读大四，“银河一号”研制

成功的消息让他和同学们兴奋不已。经过

商量，他们决定南下长沙，亲眼目睹那些

创造历史的机器是什么样子。他们坐了20

几个小时的火车抵达长沙，同行的还有郭

毅可（现为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教授）、杜

晓黎（现为联想研究院副院长）等。他还

记得，在国防科大计算机系，几位同行专

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大开眼界的同

时，更让他们树立了更坚定的专业选择。

因此，清华毕业时他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攻

读硕士，用他的话说：“我就是冲‘银

河’去的！”

从做硕士论文起，廖湘科就参加了

“银河二号”工作。1988年硕士毕业后留

校工作。在这座具有光荣传统的军队学府

中，在“银河”事业中，他找到了实现自

己人生价值的舞台。谈到“银河”的创始

人、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第一任院长慈云

桂（廖湘科为第六任院长），廖湘科非常崇

敬地说：“‘慈老爷子’的巨大贡献奠定

了学院发展的基础，他非常有战略眼光，

在把握学科方向上，是难得的帅才！”

廖学长还介绍，从1966年哈军工（国

防科大前身）成立计算机系起，学院就为

国防需要研制计算机。 让廖学长感到自

豪和幸运的的是，在“银河”事业的平

台上，慈云桂学长带出一支作风优良的队

伍，养成为国家和集体荣誉奋斗的顽强精

神，以及支持年轻一代事业发展的良好氛

围。正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环境中，廖湘科

的人生才呈现一个接一个的精彩。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

我们请廖学长谈谈研制过程中是如何

攻克难关，迎接一次次挑战的，他都是轻

描淡写地说，取得那些成果，并不说明自

己个人有多了不起，只能归功于科大这

个干大事业的舞台。国防单位任务重、挑

战大， 后成绩也就越大。他不无感慨地

说：“没有哪一代人能像我们这一代一

样，20岁到50岁之间国家发展变化如此之

大，这是我们难得的机遇，受累多一点也

清芬挺秀



1052011年（上）

是幸福的。”另外，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迅

速，也为“天河一号”提供了足够的支

撑。

廖学长向我们介绍，高性能计算机之

所以功能强大，取决于体系结构、芯片、

软件三方面的 优设计。就好比千万匹好

马拉一辆车，要让它们步调一致地干活，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了达到预期的

目标，他们都要进行大量的实验、仿真。

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经费、人力之后，

计算机能否正常工作、能否达到设定的目

标，作为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压

力可想而知。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尽管廖湘科学长没有讲述20多年来如何攻

艰克难，但从他一步步走过的充满荣誉和

辉煌的历程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付出的

艰辛和智慧有多少。

1988年他留校工作，从助教开始历任

讲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副所长、副

院长、院长。在国产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

中，先后担任主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

常务副总设计师、总指挥，他创新地提出

了页复制、页分布、页迁移的综合数据局

部化技术，基于端点映射和内存映射的通

信协议，“任务－逻辑CPU－物理CPU”的

两级调度算法等，为我国自主研制超级计

算机综合技术水平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做出

了重要贡献。

他还主持研制了国内安全等级 高

的银河麒麟操作系统。该系统具有高性

能、高安全、高可用、强实时和可扩展的

特点，并通过了公安部和军队安全认证

机构的结构化保护级测评，参加了国家

“十五”重大科技成果展览，受到中央领

导和专家的高度好评。美国国会也曾专门

就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向美国政府呼吁，认

为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在军队的部署，将使

美网络战武器失效。

在研制高可信安全服务器工作中，他

作为项目负责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受控互

连的主从式安全服务器体系结构，并采用

以密码技术为基石、将操作系统的基本功

能与安全高效的加密机制紧密融合的高安

全操作系统内核设计方法，研制成功我国

从硬件、软件全面进行自主研发的高性能

安全服务器，为保障我军重要信息系统的

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他还承担了我国基础软件领域的战略

规划和科研组织工作。主持“十五”863

计划软件重大专项的工作，任专家组组

长；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的论证工作，任“核心电子器

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产品”重大

专项专家组副组长，负责基础软件产品方

向的实施方案编制。任“信息产业科技发

展十一五计划和2020中长期规划”软件技

术组副组长。

为此，他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军

队科技奖等多项奖励，2004年荣获“中国

青年科技奖”，先后成为军队高层次科技

创新人才工程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和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荣立二等功2次。

前路漫漫  任重道远

“天河一号”享誉海内外，但这并不

能使廖湘科和他的团队有一丝的松懈，他

说下一步的挑战更大、任务更艰巨。他们

的下一个目标是：       （下转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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