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清华校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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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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各国竞争的重中之重，我国在进入

太空、利用太空和控制太空方面还与世界

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他教育同学们

要有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使命感，为了中

华民族的富强而不懈奋斗。同学们在活动

中还就自身奋斗目标和专业方向等积极提

问，戚发轫学长也结合自身经历给出了精

彩的回答。座谈后，戚发轫学长参观了校

史馆。活动结束后，力零支部收集了同学

们的感想并撰写了一封感谢信寄给戚发轫

院士，戚发轫学长给同学回复了一封热情

洋溢的信。这是一次校友和在校学子成功

的互动，是体现清华文化传承的生动案

例，是对百年校庆的纪念。本刊发表力零

全体同学寄给戚发轫学长的信以及戚发轫

学长的复信，以飨读者。

力零全体同学寄给戚发轫学长的信

尊敬的戚发韧先生：

您好！我是力零的一名学生，请允许

我在这里代表全体力零同学向您表达最崇

高的敬意！

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于清

华百年华诞之日，专程来参加我们的班

会。作为一名投身于祖国建设的杰出工程

师，您的到来让我们深受感动。

作为钱老的门生与同事，您完美地诠

释并发扬了他的精神，这让我们对祖国的

发展充满了信心，也对将来投身于祖国建

设满怀憧憬，请允许我们再次献上这最崇

高的敬意。

从进入教室的第一刻起，您就让我们

感到无比亲切，您坐在同学们中间，与我

们分享您的人生经历。

您少年时经历了日本占领下的黑暗，

那个时候，人们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国籍，

没有温饱，只有杖打和鞭笞。这一切使您

对祖国有着极深的热爱，于是您立志要造

飞机，造导弹，立志要让中国人民不再受

屈辱。您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什么叫为中华

崛起而读书，您的经历也让我们明白了培

养爱国精神和忧患意识的重要性。

您还为我们讲述了您大学时的艰苦环

境，露天的食堂，寒冷的教室，还有那些

来之不易的书籍，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

境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像您一样为祖国

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有为青年。您的人生

经历激励着我们这些80、90后珍惜现在所

拥有的良好条件，发愤图强，创造出不让

老一辈失望的辉煌业绩。

您也为我们讲述了科研路上的坎坷曲

折。您怀大志报国，但留学苏联时却因为

专业问题被拒之门外；研发导弹时，苏联

又撤走一切经济、科技援助，是您带领同

事们白手起家，冲破一切障碍，终让“东

风”导弹翱翔天际；“东风二号”实验失

败，又是您不躁不馁，带领大家总结经验

教训，重新来过；机器爆炸，您身受重

伤，几个月后，您又出现在了科研的第一

线。您为我们讲述了很多很多，您用自身

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坚强，什么叫不

放弃，什么叫真正奉献于事业、奉献于祖

国。这让我们深深领悟到，只要一个人对

科学、对理想、对事业永不言弃，那么他

肯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您还用您身边的例子解答我们的疑

惑，来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您告诉了我

们什么是服从安排，在个人与集体的利益

面前以集体为主；您告诉了我们要追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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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选择自己最爱的专业。您坚定了我们

报国图强的信念，为我们的大学生活点亮

了一盏明灯。

力零的同学在听过您的故事后，都深

受鼓舞，我在这里引述几位同学的感受。

姚宏翔：“参加了这次座谈后，我的

感受很深。您在座谈的一开始就提到了小

时候所经历的事情，是那些民族耻辱让您

坚定了自己投身国防事业的信心，这种

忧患意识一直伴随着您，让您一直不敢懈

怠。这让我想起了杨振宁先生在一次讲座

中说的话，他也强调现在的大学生要有忧

患意识。我们作为90后，没有经历过那样

的民族磨难，不知道那种刻骨铭心的痛。

从小到大，我们生活在祥和的社会中，没

有什么需要担忧的，所以一旦面对诱惑，

就有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这可能也是现

在不出现大师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经

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心的浮躁也在社

会上蔓延开来，像您那样一心一意地做一

件事情，没有过多想法的踏实的作风是我

们需要学习的。您用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

们，只要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

事，我们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行胜于

言，我要时常以这句话自勉，在自己浮躁

的时候警醒自己，不断学习，不断超越，

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

贺思达：“我感觉我在力零班可以说

是一个异类，在全班立志要让‘国强’这

个大的舆论环境中，我却出人意料地举起

了‘民富’的旗帜。其实我的这种选择和

您当年的选择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在新闻

里多次看到中国军队的先进的战斗力和中

国现在强大的国力，却在实际生活中目睹

了很多的贫困与饥寒，人民的生活水平与

国力的发展水平不配套，贫困现象在中国

依然严重，这种实际情况深深地刺痛了我

的心。于是我就立下志向，要让人民生活

得更加幸福，更加富裕。希望您能理解与

支持我的理想，感谢您能来到我们班与我

们进行交流！”

艾立强：“我眼前的戚老是一位精神

矍铄、开朗乐观的老人，讲话清晰流利，

声如洪钟，全然看不出已年逾古稀。戚老

儿时和少年时受到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

人的欺负打压的经历令我唏嘘不已，我充

分体会了戚老当时的悲愤心情，‘国家不

独立人民就要挨欺负，国家不强盛人民还

要挨欺负。’我更敬佩戚老在那样艰苦的

环境下，仍然毫不气馁，以百倍的热情投

身祖国导弹、卫星和航天飞船的研制之中

的坚毅卓绝的精神。相比之下，我们生活

在蜜糖般的幸福年代，享受着清华大学优

秀的教学资源，却少了戚老及老一代科学

人身上那种坚毅品质与奋斗精神。不过我

想，艰苦的环境利于塑造英才，但在优越

的环境中，只要我们时刻牢记老一辈们奋

斗的崎岖与坎坷，处处以他们为榜样，同

样可以在现代化建设中贡献自己的青春与

力量，在奉献中实现个人的价值。”

邹济杭：“您详尽而生动的演讲给了

我极大的震撼！我很佩服您能在日本帝国

主义的黑暗统治下坚强走过，随后在和平

年代，带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

理想投身于航天事业，用青春和热血谱写

中国腾飞的凯歌。工作上，您一丝不苟，

严谨负责；生活中，您平易近人，真诚坦

率，实在是我们处世为人的楷模。您的成

功之路并不平坦，有时会为发射航天器的

微小失误而被怀疑和指责，有时甚至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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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生命的危险，可是您从未停下向前探索

的脚步，摸索着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方

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我们，作为

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又怎能因为小小

的挫折而放弃执着的追求呢？我将永远牢

记您面对困难的豁达和坦然，遭受挫败时

的坚韧和不屈，不断激励自己努力为了国

家的未来而奋斗，奋斗，再奋斗！”

沈浩：“参加了我们班的主题团日活

动，亲耳聆听中国航天总工程师戚发韧老

先生给我们讲述他成长的历程获益良多。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第一，戚老先生

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所有成

功的人里失败最多的’，我认为这是一句

自谦的话，但也不是纯粹的谦虚。确实，

从失败中获得的经验对于日后的成功真的

举足轻重，而戚老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败，

甚至可以说把失败利用得那么好，那么充

分，这对于我们这些在学习奋斗的年轻人

来说无疑是一个典范；第二，戚老如实地

给我们讲述他自己成长的历程，好像没有

什么过多的主观因素，貌似自己的各种选

择都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但他告

诉我们现在已经和他那个时候大不一样

了，我们应该从里面汲取有用的东西，而

不是全盘接受，我认为这种具有历史的辩

证的眼光实在难能可贵，尤其是对于一个

老人，思想仍然与时俱进，没有落后，这

一点也需要我们学习；第三，戚老非常平

易近人，语言朴实亲近，真的像一位老爷

爷在为我们讲述他的故事，从中我丝毫没

有感到这位老人曾经是‘神州六号’的总

设计师，曾经为祖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

沾染的骄傲炫耀之气，这让我非常钦佩与

感动，戚老真的用他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为

我们做出榜样。”

杨富方：“您始终把自己的事业同国

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您几次转行，

最初是学航空的，服从分配去做导弹，后

来转行去做卫星，后来在59岁的年纪又去

做宇航飞船。讲座后提问时，我问您刚刚

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

些困难，是怎样处理的？您说每一次转变

都是很艰难的，会有很多需要学的东西，

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刚开始做卫星时，有

一次实验差一点丧命。说这些的时候您显

得很自然，我们可以想象那种困难，但为

了祖国，为了给予人民保障的国家，您始

终坚持在第一线。会后，您跟我们说，以

前我们总是说要不怕苦，不怕累，现在条

件好了，干嘛还要让年轻人吃苦？听到

这，我觉得很感动，没有老一辈的建设者

们不畏艰难的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这让我开始思考我们现在和将

来，这也更坚定了我不懈拼搏的信心。”

这次座谈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可能还不

能完全解答我们心中的疑惑，如果可能的

话，您能否以后再来参加我们的班会，相信

那个时候，我们肯定会有新的体会和收获。

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工作顺心！

此致

敬礼！

力零全体同学

2011年5月4日

戚发轫学长的复信

姚宏翔同学并钱学森力学班力零全体同学：

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很激动，也非常

高兴。从你们信中我深深地感受到80后和

90后的你们心中的激情，对国家深深的

庆祝建校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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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目是明理楼法学院的院训。我

是法学院首届法律硕士班的毕业生，在明

理楼度过了三年学习时光。依长度而言，这

在人生中可能微不足道，但依重要性而言，

明理楼就像一座灯塔，将理性的光芒洒满我

们人生的每个角落，指引我们行走天下。

清华法学院于1999年11月获得国务院

学位办和司法部教育司批准，成为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授予点。大约是2000年的夏末

秋初，我所在的单位收到中国电力联合行

业协会的一个文件，文中介绍了清华大学

的法硕招生办法，并建议协会成员单位推

荐人员参加清华的招生考试，以培养复合

型法律人才。我们公司几个年轻同事策划

要去报考。法硕专业有全日制和在职两种

形式，我们选择在职学习。在职的每半年

必须脱产在校全勤学习两个月，一学年是

四个月。三年的学费总共是两万八，加上

从西安去北京的旅费和吃住花费，将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所以大家找我帮忙，希望

到领导那儿去说情，以求得到批准并报销

一部分学费。我一看是报考清华，自己也

动了心。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我曾被选

派到电力部委托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国电力

设计院院长总工研习班学习过半年。那时

的校长高景德，是我们陕西佳县人，还专

门来看望过我们几次，让我终生感动。自

那次学习以后也就经常被通知参加清华校

友会的活动，所以对清华已经有了一份特

别的感情。于是有一天乘主管领导心旷神

怡之时，作了一番游说，结果领导不仅批

准可以报考，而且答应报销三分之二的学

费。于是大家立马去西北政法学院买了整

套的全国法硕统考复习大纲，就此开始了

厚德载博学  明理行天下
○沈  涛（2000级法学）

沈
涛
学
长

爱，对当前环境的珍惜，对肩负重任的承

担，还有对老一代建设者的尊重。

我也相信你们的思想境界是当前年轻

一代的主流，也是你们灵魂中的核心，使

我对你们年轻一代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你

们充满信任和寄托。

同学们：每个年轻人只要对国家、对

民族有了爱，就会敢于承担，勇于奉献，

默默耕耘，将来不管在什么岗位，不管从

事什么专业都会做出成就，对国家、对民

族有所贡献，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如果需要，我愿意再次参加你们的

班会。

祝全体同学进步，健康！

老校友  戚发韧

2011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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