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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不敢说是清华优

秀校友代表。”现任上海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潘登笑着说。一晃离校 20 年，由学生到老师，潘登走

过了并不平坦的科研之路。

他回顾起来却能够淡然地说，“虽

然这并非是我的主动选择，但现

在也很好。也算不上是完全放弃

吧，因为其实在平时工作中用到

的一些系统建模思想，一些专业

知识理论，一些方法论方面的东

西，都还其实是我大学的专业知

识所带来的。所以也说不算是丢

了专业。”

“其实清华毕业的学生，只要

留心，只要给你机会和平台，我

相信每个人都能做好，都能做出

想做的事。”陆冬森想了想，认

真地说，“在工作中，清华的几

年学习带给每个人的自身个人修

养和职业素养应该是让人最终身

受益的。”

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大家一

致所遵守的工作信条。“这一点

其实和清华精神是相通的。”陆

冬森说，“我们的校风是行胜于言，

就是要多做，少说，扎实，踏实。”

在工作中，做出每一个计划，做

好每一项工作，在大量的文献调

研、基础实践和理论调查后，拿

出工作成果和效果来服人，都是

清华严谨踏实的校园文化所带给

陆冬森的，“这也是从清华毕业

进入社会后，清华带给我特别受

用的东西。”陆冬森说，“不浮夸，

踏踏实实地把东西做出来，我觉

得，只要静下心来，想做的事情

是一定能做好的。”用行动来影

响人，感染人，带动人，这样的

理念都是学校在潜移默化中带给

陆冬森的影响。

曾经的同学，在毕业选择方向

上也各有各的不同。陆冬森的本

科同学中，差不多一半选择了去

国外读书或发展，而进入电厂、

电网的也有很多，转行的也有不

少。而提起自己当时毕业时的职

业选择，陆冬森笑了笑，还略微

有些遗憾，“毕业后本来是留校

任教，做学术研究的，但是当时

爱人想考公务员，于是他便陪着

她一起复习备考，一起参加考试，

而结果出来后，成绩不错，便就

这样进入了国家机关工作。”现

在想起来，放弃当时自己的专业，

而改做行政管理工作，内心深处

陆冬森还是会觉得有些可惜，不

过在国家机关工作这么多年后，

1995 年陆冬森本科从清华热能

系毕业，进入清华核研院继续读

博，5 年毕业后，起初他是打算留

校任教、做学术研究的，但因为

种种机缘巧合，最终进入了国家

机关工作，直至今日。

回想起清华的学习时光，陆冬

森首先想起便是清华的文化。“清

华带给学生的是一种担当，责任

意识。”从长期的知识培养，到

老师的言传身教，每一代学生在

学习、毕业、进入社会的过程中，

对于清华人的担当和责任意识都

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品牌延续。

“担当，体现在职业的选择，

职业中对于具体事务的选择。”

陆冬森这样说。像陆冬森这样在

宏观经济调控的部门工作，每天

会接触到很多信息，而作为国家

机关，他们给国家所提的建议，

小到对每一项事务，大到对党中

央国务院的最终决策，都会起到

或多或少的作用。而这过程中，

难免会有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各种

因素的干扰，但怎样客观地反映

真实情况，最后能够拿出对解决

事情有帮助的方案和建议，这就

需要有一定的担当的。

“担当并不是体现在入党申请

书中，体现在面试中，而其实是

体现在日常处理具体事务的每一

个选择中，因为有的选择一旦做

出，是需要承担很大压力和不少

非议的。”陆冬森结合着自己在

工作中的体会感慨到。

而在发改委的工作中，“不唯

1990 年，潘登也走到了高考的

十字路口。受毕业于清华大学的

父亲的影响，潘登一直对清华情

有独钟，并以全省第十五名的优

异成绩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

学系。

“选专业的时候其实对工程力

学了解不多，只能说在学习过程

里，一点点培养起了对力学的兴

趣。”在本科学习阶段，老师也

给予了他很多帮助。

潘登印象深刻的有一个教弹性

力学的老师，他讲课基本不看教

案，讲台上滔滔不绝，不照本宣科。

“水平高，基本功扎实，令人佩服。”

现在潘登也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他也会常常以自己老师的标准来

要求自己。“清华的老教授们给

了我很多的启发。理论功底扎实，

站在学生立场去考虑，敬业，有

责任心。”

本科毕业时，潘登有一个去国

家开发银行工作的机会，但他不

甘放弃自己的专业积累，于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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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晓光从清华毕业后走过的

路，可以用不断在路上，不断去

创业来形容。

 毕业之初的他，先是投身传

媒事业，在光明日报科技部担任

记者，后来又参与创办了 IT 类杂

志《IT 经理世界》，成了一位不

折不扣的媒体人。“做记者是我

在社会上的第一个阶段，从那之

后我一直试着用记者的眼光观察

和了解社会，这段经历对我的人

生影响很大。”屠晓光追忆青葱

往昔时感慨道。

 2000 年后，依靠在传媒行业

积累的经验和自身的文理兼修功

底，屠晓光投身 IT 行业，在“用

友软件”上市期间担任该公司的

市场主管。“能够见证中国最好

的软件公司成长，是一件十分有

幸的事。”其后屠晓光转身成为

营销人，为联通、华硕等大型企

业提供营销咨询。如今，他是北

京工道风行智能技术公司的管理

人员，而这一系列角色转变都源

自事业选择的基本原则——兴趣：

“我希望更多的去研究这个产业，

让中国的健康机器人产业发展得

更好。”

 而对于这些年的社会角色变

换，屠晓光心中有许多感悟。“我

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思考了很多

基础性问题，比如我为了什么上

学、为了什么活着。正是出于对

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修了中文系

的二学位，有了想做记者的念头。

我大学的三分之一课余时间在社

科图书馆度过，在这里认识了海

德格尔、爱因斯坦、萨特、金岳

霖、冯友兰、熊十力，开始了自

己对哲学的爱好。在我毕业之后，

我延续了我的学习和阅读生涯，

在清华时我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和

时间，在毕业后我继续了阅读和

学习的习惯。”屠晓光坦言，不

断的阅读和学习在他人生的选择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屠晓光认为，是清华求学时

光教会他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

思想，让他能够在人生路上翻越

一座又一座山丘。“清华教会了

我不畏艰难、教会了我什么是双

肩挑。我大学时是校新生运动会

乙组的百米冠军、参加过校园歌

手大赛，创办《清华中文报》、《紫

荆报》和清华学通社，那时候课

余生活非常丰富，就是那段岁月

让我总是想要自己给自己找事情

做。工作之后如果生活不够紧张、

工作不够饱满，我会觉得很失落。

就是这种时不我待的想法让我拥

有无限的好奇心，这种性格让我

在人生路上一直是一个创业者和

一个发现者。”

 曾经的道康公司的创始人人，

到现在健康机器人领域的探寻者，

好奇心驱使着屠晓光不停创造新

事物、不停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

方式。而屠晓光认为，作为清华

的学生，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

中，不仅要满足家人的物质需求，

更要寻求创造，寻求人的意义所

在。“创造本身是有意义的，虽

然这个过程可能不幸福，创造之

所以痛苦是因为大部分创造的结

果是失败。但当你能拥抱这个过

程，你就拥有了意义。”屠晓光

在谈及对年轻清华学子的告诫时，

语带深情道；“幸福非常容易让

人停下来。当你有了房子你就有

了短暂的满足，然后再追寻下一

个幸福，家庭、孩子等等，你会

有一个又一个幸福等待实现。但

最终的意义是永恒存在的、那是

无解的，它需要人用一生去追寻，

让一代代的人不断诠释它的意义。

而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清华精神

之所在。”

祖国，并且同年 12 月入选 2010 年

度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次年 10 月入选第一批中组部“青

年千人计划”，并就职于上海理

工大学。

有人问潘登科研道路上的困难

是什么，他说，“一个是做科研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会带来挫败感。

另一个是我不是最勤奋，也不是

最聪明。”但是潘登认为， 每个

人每天做的事只有两件，一是做

判断，二是做选择。“能把这两

件做好，也足够了。”

目前潘登从事专业和主要研究

方向是先进功能材料的纳米力学，

并且带领自己的新能源纳米材料

团队继续在科研道路上且歌且行。

他说，好奇心与兴趣是支撑做下

去的动力。 

从清华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再到日本东北大学，在科研的“苦

海”里辗转多年，但对于潘登来

说，清华才是孕育科研理想的摇

篮。谈到清华 8 年时光最大收获，

潘登说，“很多人问我，清华带

给了你什么，其实不只是光环。

择读研，继续攻读工程力学系。

在此期间他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不

完全在工程力学上，“那时的工

科和现在不同，相比起在实验室

做研究，更多的是做一些工程。”

于是潘登在博士期间进行了新的

尝试，选择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攻读机械工程，更多地专注

于计算机仿真等实验。

“美国的博士主要是研究能力

的培养，给我带来了不同的研究

体验。”潘登说。对于博士这个词，

他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博士不

同于硕士，它是一种社会分工，

也是一种荣誉头衔。我们很多人

都能尊称别人为 Doctor 某某 , 却鲜

有人用 master 某某来称呼人的。”

选择博士道路，一定意义上便向

科研之路迈出了关键一步。“博

士的使命有两个，把对于科学认

知推到新高度、新领域，和把现

有的知识传播给更多人。”潘登

说道。

2005 年，潘登结束了美国的

博士与博士后生涯，将科研下一

站的目光投向了日本。“日本东

北大学材料科学非常好，如果说

美国理论研究强，日本就是应用

性研究高端。”于是潘登再次考

虑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先后在日

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和国

际高等融合领域研究所担任非常

勤讲师与助教。

“但我骨子里是个思想传统的

人，一直想回到中国。”2010 年，

潘登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机会回到

我常和现在的学生讲，其实大家

学的都一样，但关键是 8 年清华

园氛围对你潜移默化的影响。总

结起来就 12 个字——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行胜于言。”

潘登坦言，其实他在清华成绩

不太好，但是他没有放弃努力与

思考。在问及毕业 20 年后有什么

心得想留给清华学弟学妹们，他

提出了两个关键词——珍惜和信

念。

“珍惜在清华的时光，用清华

的传统来做一些事情，不管是为

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还是校训校

风。这都是浓缩无数前人的智慧。”

潘登继续道，“我对于信念的看

法是，即使在没有看到希望时，

仍然相信它是在你的前方。在别

人都放弃的时候，你仍然坚持。

哪怕是有点‘轴’。”潘登觉得，

不管你去做什么，正如他的科研

之路一样，无他，只顾有兴趣，

有信念，去投入。毕竟，Enjoy is 

in the journey，重要的是一直在

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