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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清华大学这两项

彼此配合的传统，正是理论学习和实

践活动的结合，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学

习方式。那个时候的他，还喜欢在课

外看一些人文社会历史哲学等方面的

杂书，那时候国家刚刚改革 放，各

种思潮纷至沓来，大学生思想比较活

跃，放眼看世界，角度也随之多了

起来，他自己也 始思考一些社会问

题，也正是因为这大学时代养成的习

惯，他常常脑袋里装着大学前景、民

族命运等严肃命题。

现在，王希勤的主要研究方向

是雷达信号处理、图像处理、数据处

理、数据融合、数据挖掘的原理和算

法的研究及其工程实践，而在应用方

面主要包括无线电定位和检测系统、

交通流探测与控制系统等。二十年的

科研经历中，他发表了五十多篇具有

影响力的论文、发明创造了多项个人

专利、获得了省级科学进步奖三项，

虽然，这些荣誉和经历他也非常重

视，但作为一任师长，没有什么比学

生的进步和成就更令他感到骄傲。

2010年国庆节期间，就读于美

国MIT的沈渊给他的导师王希勤发来

一封邮件说，他获得马可尼青年学者

奖，马可尼协会将分别给他的研究生

和本科母校发送这个消息，随后王希

勤收到了贺信。得到学生因学术成就

获得国际大奖的贺信恐怕是作为老师

能够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沈渊

说：“老师我太高兴了，我要跟你分

享这个好消息！”

每当这个时候，王希勤总是比自

己获得了什么进步更加欣喜若狂，这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

死者，无以酬圣主。”这是毕业时王

希勤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谭嗣同在

戊戌变法失败时对梁启超所说。毕业

时，相当一部分同学到国外深造了，

王希勤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总得有

人留下，先在国内打基础，做个坚定

的留守者，所以他选择了留在清华。

王希勤于198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

子工程系，一呆就是二十多年，从一

介本科生，变成了电子系的教授、博

士生导师，也是电子系的系主任、信

息学院的副院长。他也曾出国在伯克

利加州大学深造，不过最终沉淀在了

清华园。

学生时代的王希勤把主要精力

放在课程学习和课外科技活动中，他

证明清华的学生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

学生，清华也必定能成为世界最一流

的大学。

2000年到2003年这三年时间，

王希勤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做助理研究

员，走出清华园的环境，外面的世界

阔了他的眼界，繁忙的研究、学生

生活之余，他觉得在国外做研究其实

和在清华园里的生活非常相似，不过

正是不同校园里的相似的生活使得他

感受到没有离 清华园时无法深切感

受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不比美国

人差，清华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上最

好的大学，不过需要智慧，需要积

累”。在不断的对比和思考中，王希

勤逐渐领悟到从事教育人、培养人的

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就跟他在电子系担任行政工作

的意义如出一辙，他喜欢和同学们在

一起，“把行政工作当作学问来做，

通过科研实践来加深对学问的理解从

而使之‘精’，通过教学活动来提炼

学问的体系从而使之‘通’，经年日

久，集腋成裘。”也正如他所说，从

清华的学生到清华的一名老师，“变

的是角色，不变的是责任。”

作为一个老清华人，王希勤入学

时为清华的传统所震撼，一所庚子赔

款退款学校、一所留美预备学堂，却

与中国的腥风血雨，中华民族的深重

苦难与民族自立息息相关，这种校风

校格的渗透力让他心中五味杂陈，而

同时又心潮彭湃，和所有其他清华人

一样，王希勤迫切地希望我们的母校

成为世界一流名校，为中华民族的发

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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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系1986级校友，1996年取得博士学位。1996

起，开始在清华大学电子系任教，2000-2003年，

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

电子系系主任、信息学院副院长，电子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发明多项个人专

利，获得三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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