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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部分学生时代青春，都让湖南

大学、清华大学、爱丁堡大学三所美丽

的大学先后占据。所幸，记忆能帮我拾

回一些青春的流金片段。和朋友分享我

二十多年前的点滴清华记忆是我莫大的

幸事，因为我在清华的五年是难忘、充

实和烂漫的。

1982年我从湖南大学计算机系毕业，

考到清华攻读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又继

续留在清华攻读博士。回首五年清华岁

月，母校清华慷慨地给予了我终生取之不

尽的财富。离开我从小长大的秀丽岳麓

山，来到清华园时，我还是个只有19岁的

长沙伢子。在北京和我一起上研究生的同

学大部分都是从清华学习了五年的优秀毕

业生，他们都很熟悉清华的路数。能到清

华，对我这个很少离开过长沙的湘人来

说，是个开阔视野的机会，虽然岳麓书院

的文训给了我多年熏陶，刚来北京时我还

是很不习惯清华园的生活，我的自信心也

不是很强，我还曾经真的想过是不是要早

些回南方长沙老家找份工作做做呢。多亏

得到了很多清华同窗好友，如马少平、党

建武、潘毅等同学的热情帮助，我很快摸

上了正轨。在学习之余，我也发现北京的

金秋是爽意的，万山红遍的香山红叶和家

乡岳麓山枫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让我刚

来北京的好几个周末有了开心和充电的机

会。我当时在方棣棠和胡起秀老师指导下

主攻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不觉两年就很

快地熬过了硕士生涯，继续攻读博士。当

时计算机系我们的研究方向还没有博士资

格，在学校的灵活安排下，我从师于自动

化系的常 先生和计算机系方棣棠先生门

下，我非常幸运能有二位名师指导我的论

文工作。当时我们系共有五名博士生，我

们也是系里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方向第一届

博士生。

清华的五年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

五年。有一年暑假我忙于博士论文的试验

没有回老家，就参加了清华研究生院主办

的暑假英语口语班，我们的教师都是从北

京外国语学院请来的英语系的研究生。在

这里我遇见了现是我妻子的漂亮北京姑娘

周迎智。她当时正在北外读研究生，鬼使

神差正巧她就成了我们班的教师。清华的

难以忘怀不仅仅是我有这段罗曼蒂克的热

恋，而更是因为我受到了母校恩师和学友

的孜孜熏陶。如湖大校训“实事求是, 敢

忆清华园的五年流金岁月
○黄学东（1982级硕，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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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先”为我呼吸之源，清华校训“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乃时时流淌于我的血脉

之中。当我离开新婚的爱妻和母校清华远

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时，清华就

像我的妻子一样不曾一刻离开过我的思

念。有幸的是我妻子后来能远赴阴雨霏霏

的苏格兰，给我带来了北京的明媚阳光和

快乐记忆，化解了我的丝丝乡愁。我在爱

丁堡大学博士毕业后从英伦三岛继续西

行，到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

机科学系工作。1993年我又从学术界转至

工业界，加盟了西雅图的微软公司，创立

了微软的语音识别计划，领导了微软的语

音技术研发和营销团队十多年。一路西行

二十余年，在追索与失落的徘徊中，逐渐

省觉。我的很多感念心得都得益于清华获

得的三点精神财富。 

我在清华得到的最大财富是清华给我

培养的自信心和工作激情。我想自信心和

激情是每一位追求卓越的人都需要具备的

最最基本素质吧。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方

先生是我从事科研和开发的启蒙恩师。从

我走过的路来看，清华的工程和基础训练

确实是世界一流的。清华给我们留下的厚

德载物的激情、自强不息的信心是我们走

出校门后的所有清华莘莘学子们最为珍贵

的财富。

我在清华的硕士和博士工作都是汉语

语音识别的研究和开发。方先生有着解决

中文计算机输入普及和全国信息化大格局

观点的长远战略考量，也有脚踏实地的一

步一个脚印的科研细致规划。我非常清楚

记得当年我在科学实验受到挫折时，方先

生是如何从不同的方面帮我分析原因，加

之以诚恳的鼓励。我们当时的实验室只有

几台Apple II计算机，大家的程序和数据

只能存在小磁带机上，后来实验室来了一

台带硬盘的IBM PC XT，我们可以说是如

获至宝，因为我们有了随机存储外设。

当时PC XT的速度还是不够快，我们就

加插了一块 TMS 320 DSP硬件卡，硬是

在IBM PC 上搞出了一套中文语音听写系

统。在方先生带领下我们协力研发的这套

中文语音听写系统通过了国家教育委员会

鉴定，鉴定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特定人

汉语语音听写系统，中央电视台、《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在当天发布和报

道了清华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还获得了

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奖。这些一点一滴的

事情都对我的工作激情和信心的培养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

我在清华领悟的财富之二是清华磨练

出来的一套严谨的治学态度。不管是科学

研究，还是产品开发，还是社会服务，没

有一件事是有捷径可走的。清华的严谨给

每位清华学子提前上了需要有坐冷板凳的

准备课。母校不仅培养了清华学子们吃苦

耐劳的精神，也教给清华学子们严谨的分

析态度和技巧。此二者之结合大家可不要

小看啦，这真是进行科研和开发所必需的

尚方宝剑呢。

我不能忘怀的是我在1987年参加美国

德州ICASSP国际会议时与常 先生的一

次长谈，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聆听常 先生

的亲自指导，没想到这次会面竟是我和常

先生的最后之别。他鼓励我要有向国际一

流研究看齐的信心，应该多和欧美一流科

学家交流，为把博士论文做好，如需要在

英国呆长一些时间也是可以的，最重要的

是要作出国际一流的成果。离开清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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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常先生对我的鼓励让我回想起

来还一直很感动。

我在英国早期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行

使了爱丁堡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联署，这是

我非常自豪的事情之一，此传统一直持续

到我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答辩之后。当

时很多英国同学问我为什么总是联署清华

大学？我微笑地告诉他们清华给了我极

好的训练、自信和激情。我以博士论文

成果为基础发表的一篇IEEE论文获得了

IEEE1992年的最佳论文奖。现在看来没

有清华这些名师的指导，很难想象我能在

英国做出像样的博士论文了。

我的天赋不高，只有通过勤奋的努力

才能有所作为。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

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这是和清华培养出

来的能吃苦耐劳的科研精神分不开的，当

然也要归功于我的英国博士导师Mervyn 
Jack和妻子的帮助。我在英国爱丁堡大学

做博士论文时，基本上是从每天早晨七点

到晚上十点的拼命工作，我不曾记得我有

周末的概念。灵感就是在勤奋工作中得来

的啊。当我加盟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

机系之后，我的工作狂习惯并没有太多的

改变。我们当时参加了美国DARPA主持

的语音识别系统评估，1992年我领导开发

的语音识别系统得到了全美DARPA所有

测试指标的各项第一名。这些成果是因为

我们有一整套系统的评价测试方法和相应

的计算机系统支持，我深深地体会到如果

我们能通过大规模的实验和不断总结经验

教训，加上耐心和团队的协作，没有什么

难题是不能攻克的。

我从清华领悟的财富之三是清华有着

优秀的团队协作精神。这也是我毕业以后

能很快进入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清华的

毕业生不仅在中国，甚至在美国的一流现

代企业中也都是非常出色的。现代大规模

科研是需要团队协作才能成功的，尤其是

现代软件产业研发更是需要团队协作精神。

清华的工程训练为毕业生今后的成功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难怪微软在中国招聘人才时，

清华的毕业生总是占了绝大部分呢。

我记得我还在清华做博士论文时，清

华的很多本科生就提前加入了我们的科研

团队协同作战。我和这些同学都有着深厚

的友谊。我们曾经一起在周末熬过实验室

的夜晚，我们曾经一起骑车游历过京郊的

西山红叶，我们也曾经一起滋润享受过北

京特有的白瓶子大酸奶，我们还一起漫步

过校园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现在想起这些

美好的回忆我还是觉得十分温馨。

在我的众多清华好友中，蒋力同学就

是我认识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本科大学生。

这些本科生把科研当成他们学习的一部

分。他们不但丰富了科研团队的实力，也

为学生们进入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蒋力

和我们一起在方先生带领下在清华研发了

很多东西。清华的科研团队有着非常强大

的协作梯队。在我出国之后，蒋力留校任

教了一段时间后，也赴美留学了。他毕业

后加盟了美国微软的语音团队，曾多年负

责微软语音技术开发团队的核心引擎。他

一直是我们的灵魂领军人物之一，我们从

清华时培养起来的相互信任和团队协作为

我们多年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清华三十多年前的很多前沿性的研究

在今天都已经能看到它们的应用。语音识

别系统和技术已经应用于今天微软的视窗

系统和其他产品之中，今天微软中文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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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输入也采用了语音识别中率先使用的

语言模型技术。在微软视窗语音系统和其

它语音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多位清华的优

秀毕业生对语音技术之普及作出了巨大贡

献，真是赫赫吾校名无穷啊！

中国有句俗话“一日为师，终身为

友”。我在清华的硕士和博士工作中，实

验室的其他老师总是百问不厌地回答我的

各种问题。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吴文虎和蔡

莲红老师。他们不仅给予了我学习和研究

上的指导，还给予了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

关怀。有一次我的衬衫破了，蔡莲红亲自

把我叫到她家中，用缝纫机帮我缝补好我

当时唯一一件像样的衬衫。我在清华受到

教诲和关怀的点滴细节，使我深深体会到

清华之优秀在于她有如此之多的优秀的老

师和学生，我没有理由不发自肺腑地道一

声：谢谢恩师和学友！ 

在母校清华所得到的强烈的自信心、

忘我的工作激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

的团队精神使我一生都受益匪浅。写到这

里我也想讲一下我的一桩憾事。原计划我

是以清华和爱丁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出国的，因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回到清华答

辩，而是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

为此我总是有一些失落和愧疚。饮水思

源，知恩报德。这些复杂的伤感，和身在

海外二十余年的成长经历，也让我从未泯

灭的赤子之心变得更浓烈，浓烈得恰如酿

制了二十多年的酒鬼酒般烧心，这使我总

想以各种方式为母校的发展不断贡献一些

微薄力量。所幸，我能在毕业后帮助作过

一些和母校进行的学术交流、项目合作、

介绍清华毕业生等等让我欣慰的工作。我

为做清华人而庆幸、而自豪。

2009年7月写于美国西雅图

激情、传承与奉献
——戚发轫院士与力零班学生的书信往来

编者按：2011年4月24日，在班主任

杨春老师邀请下，中国神舟飞船总设计

师、清华校友戚发轫院士在清华大学百年

校庆之时回校做客清华大学力零主题团

日，团日的主题为“胸怀民族使命，传承

百年精神”。戚发轫学长从儿时在被日本

占领的大连的生活谈起，讲述了自己几次

改变专业方向的经历，在之后的航天事业

中所遇到的挫折以及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等，句句发自肺腑，引人深思。他动情地

说:“我儿时和少年的经历告诉我，国家

不独立人民就要挨欺负，国家不强盛人民

还要挨欺负。”“发展空间技术已经成为

2011年4月24日，戚发轫学长与力零同学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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