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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晓宏：会吹长笛的院士

○张行勇  王宇晖

“中科院院士只是一个学术荣誉称

号，既不是职称也不是行政职务，当选院

士意味着对国家、社会、学校更大的责任

和担当。”谈及院士话题，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新晋中科院院士管晓宏话语不多，

然而一说起专业，他却滔滔不绝，“依据

我自己多年从事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

的积累出发，要从能源、电力和互联网等

网络化系统方面实施优化，不但可以减少

煤炭燃烧发电等使用量，节能增效，而且

可以从源头上实现减少雾霾的产生……”

管晓宏当选院士后，西安交大流行

起这样一句话——“不会吹长笛的教授不

是好院士”。这话缘于管晓宏会吹长笛，

其实他的人生之路也因长笛更加精彩。

“我感谢音乐和笛子。因会吹长笛

而第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管晓宏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因吹长笛改变命运

“1978年春节前两天，我收到了清华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一志愿被清华大学

自动化系工业自动化专业录取，我激动得

彻夜未眠，高兴之余也感到诚惶诚恐，不

知道我这样自学入门的新生，是否能适应

清华的学习生活。”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管晓宏感慨万分。

要知道，小学没毕业的管晓宏能考上

清华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说起来，这还

得感谢长笛。

管晓宏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可小学

时赶上“文革”，上到五年级就“停课闹

革命”了。1970年9月，不满15岁的管晓

宏带着启蒙老师送给他的高尔基的小

说《我的大学》，随公社的民工队，

在陕西秦岭东段深山中的三线建设公

司（现为金堆城钼业公司）当了一名

民工——每天挖地下管道沟、搬运氧

气瓶、绑脚手架，在高耸的天车梁上

不知危险地爬高……

命运的改变始于1970年国庆联欢会。

“我的家人没有任何人从事艺术工作，但

我不知从哪里得到些‘艺术细胞’。‘停

课闹革命’之后，我问家里要了几块钱买

了竹笛，无师自通学吹笛子，进步还比较

快，参加过学校和工厂宣传队的乐队。我

在民工队的国庆联欢会上唱了一段京剧

《智取威虎山》，引起了正在发掘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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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宣传队领导的注意。下台之后，他们

找到我，得知我会吹笛子后很高兴，因为

这正是他们乐队缺的声部。”

就这样，管晓宏有幸成了冶金部第

十冶金建设公司宣传队的笛手，参加了

省军区调演，再后来便从民工转成了正

式工人。

在工作中，管晓宏深感仅有四年

小学文化是当不好一个钳工、车工的，

真正干好加工件是需要懂得三角函数计

算、金属切削原理和齿轮减速比计算、

设计制作工具夹等。为此，他从“文

革”前上过中学的“老三届”同事那里

借来了初中和高中数理化课本，开始了

漫漫自学路。接着，他又继续自学大学

的基础课。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几年的自

学历程使管晓宏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脱

颖而出，被清华大学录取。“近四十年

来，我一直在寻找当年指点我、鼓励我

自学的那位中学老师。”管晓宏告诉记

者，“历经周折，前些年终于在西安找

到已退休的恩师。”

百倍珍惜学习机会

进入清华大学后的管晓宏没有忘记背

后期望的眼睛，百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

习机会。

“当时同学中最引以为傲的事就是

在一门课开课之前，自学通过免修考试，

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就有免修高等数学、英

语，甚至量子力学的。”管晓宏也利用上

大学前和假期自学的知识，通过了机械制

图和复变函数的免修考试。

在上大学前，管晓宏没有学过外语，

到清华后基本上是从ABC开始。为了学

好外语，他下足了功夫，连在食堂排队

的时间都在背单词。本科毕业时他的英

语水平突飞猛进，还代表学校参加了校

际英语竞赛，并在中央电视台《星期日

英语》期刊发表了文章，接受节目的英

语采访。

在清华大学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

后，管晓宏更是加倍努力学习，在国内较

早开展了网络系统研究，与同学合作开发

了基于网络的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得

到了导师和同行的高度赞赏。

1985年，管晓宏硕士毕业后，主动要

求回到大西北的家乡工作——来到西安交

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教。

几年后，管晓宏在工作中觉察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成为一个合格的

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现有的基础已经不够

了，必须进一步提高。

那年，已年过三十的管晓宏考过了托

福，获得了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电机与系统

工程系的全额奖学金，自费公派攻读博士

学位。当登上从北京飞往纽约的航班、开

始第三次求学路时，他口袋里仅有按规定

换的50美元和借来的20美元。

经过一番艰难之后，管晓宏渐渐

适应了美国大学博士的学习和助教工

作。“在国外，我深知同自己前两次

求学一样，出国求学的机会更是来之

不易，绝不能让宝贵的时间在异国他

乡白白流失。”

在美国，管晓宏经常夜以继日地学

习，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是经常的事情。

一次，一位为了校园盗窃案而深夜奔忙

的女警察，看到实验室亮着灯便走进来

盘查，看到管晓宏在伏案工作后赞叹不

已，对他说：“你们中国留学生真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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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了不起！”

依靠多年的科研经验，管晓宏在做

博士论文时，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找出改造

美国东北电力公司在协调水电、火电、抽

水蓄能机组优化调度方法和电力公司购

电决策方法方面的关键问题，并在此基

础上深入研究，置换了原有程序的“心

脏”，取得了重大成果。其多篇论文在

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发表，引起了世界

同行的重视。

弃美回国从头做起

1993年，博士毕业后的管晓宏受聘于

美国当时最大的电力公司PG&E，任高级

顾问工程师。

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到祖国？管晓宏开

始了选择。“其实选择并不困难。美国科

研条件虽好，工资虽高，但毕竟不是祖

国。在美国无论取得多少成就，总感觉是

在打工。国内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正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人能把个人的命运

同这变化相连，有机会彻底改变一个国家

的面貌，这样的机会连许多美国人都感到

羡慕。”1995年7月，管晓宏辞去了美国

的职位，几乎没有向西安交通大学提出任

何要求，就携全家回到了学校。

回国之前，他仅向学校领导写了一封

信，表明自己即将学成回国服务，为学校

的建设贡献力量。

正如他预料，回国之后的生活、科研

路也非坦途，一切又要从头开始。甚至有

人怀疑他可能在美国“混不下去了”，不

然为什么没有提任何条件就全家回国了？

与此同时，各种难题也迎面而来：赶上西

安地区多年不遇的大旱缺水，每天只能定

时接一点单位消防车拉来的水；再从讲

师算起，拿了半年每月300多元的讲师工

资；科研经费一时无法落实，工作无法全

面开展……

不过，对管晓宏而言，既然是主动回

国工作，所有的困难都不是事儿。他与西

安交大的同事们共同奋斗，建实验室、网

络系统，筹办国际学术会议，从头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

付出总有回报。管晓宏与他领导的

课题组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和面上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等课

题，在系统优化与调度、电力市场下综合

资源竞标、市场预测、同构资源调度新方

法、资源调度策略可实现性及能量交付能

力、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作出了重

要研究成果，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了大

量论文并被大量引用，受邀在国际会议上

作大会报告……

近年来，管晓宏多次走进中学，为

中学生作科普报告。不久前还为西安市铁

一中学生作了一场题为《艺术与科学的交

汇》的科普报告。“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与

义务。”管晓宏对记者说。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8年1月26日)管晓宏院士 (左 )在演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