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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6 项 Fellow 荣誉加身
看清华学子马振强如何成为“人生赢家”

● 海外清华人

对于马振强来说，刚刚过去的2017年

绝对是收获颇丰的一年，美国科学促进会

会士（AAAS Fellow）、美国物理学会会

士（APS Fellow）、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

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美国光学

学会会士（OSA Fellow）、美国国家发明

家院院士（NAI Fellow）、美国医学与生

物工程学会会士（AIMBE Fellow）的6项

荣誉加身，绝对会让大多数人心生艳羡，

并为之冠以“人生赢家”的称号，然而马

振强却笑着说：“获得这些Fellow，算是

对自己这些年努力的阶段性认可，我未来

的路还长着呢！”

进清华是人生幸事                 
绝不能给母校丢脸

北京时间上午9点，在地球另一端的

美国已是傍晚，马振强接通了采访的视频

连线，此时的他还在办公室里。

没有疲惫的面容，没有倦怠的声音，

忙碌了一天的马振强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

呼，就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视频这头的我

们惊诧于他的工作强度，而他却笑着解释说

这很正常：“上周五我睡在了办公室，事情

很多，工作量很大。”除了生病爬不起来的

时候，身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终身教授的他

现在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

“在当教授的这15年里，我的平均工

作时间多到每天16个小时。其实在美国当

教授，尤其是当了终身教授之后是可以闲

下来的，过一过舒服的日子，但是我从来

没这么想过，即使是当了终身教授和两个冠

名教授，拿了这么多的Fellow，我也从来没

觉得我自己的路到头了。我总觉得自己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再继续努力。当我看到

屠呦呦女士得了诺贝尔奖时，我就觉得除了

李政道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之外，我们清华还

需要有人再获诺贝尔奖。所以我们清华人要

去努力，虽然即使努力也不一定会发生，但

至少是有希望的。”

说起来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如

此坚定、自信的马振强也曾有过迷茫和自

卑的时候。于是，到了美国读书的马振强

抱着“能做到最好，就不做第二”的信念

开始努力，先学物理，后来转系，但不管

学什么，都朝着最优秀的方向做。等马振

强即将从博士的最后一个专业毕业时，他

知道自己应该去做教授，只有这样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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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上取得成绩。

当人们开始好奇，马振强究竟是靠

着什么才能在如此多的学术领域中拔得头

筹？他把原因归结成是一种清华人向上的

精神。

“咱们清华的毕业生都有一股向上

的精神，每当我看到报道某些人获得了很

高的荣誉之后，我总会先看这个人是从哪

儿毕业的，如果看到是清华的，我就欢欣

鼓舞；如果看到不是清华的，我就觉得为

什么清华出不了这样的人呢？从清华毕业

以后我总有种责任感，总觉得既然出自清

华，一生带着清华的光环，就必须得做出

成绩。尤其是从清华毕业以后发现，别人

把清华的招牌看得很重，但我们的表现究

竟怎么样呢？所以我到美国来的这20多年

里从来不敢落后、不敢闲着，非常努力，

也学了很多专业。我就这么一种心态，你

是清华的，不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要让人

家竖起大拇指来，而不是让人家觉得你玷

污了清华的名声，所以是清华的荣誉感、

使命感让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

不走中规中矩平凡路            
只做颠覆领域传奇事

马振强的学习经历和研究领域显得并

不那么中规中矩。1986年至1991年在清华

获得物理专业和自动化专业双学士学位。

1994年赴美留学，先后在两所大学6个专

业学习，1997年获密歇根大学电子工程与

核科学双硕士学位，2001年获密歇根大学

电气工程博士学位。目前研究方向涵盖了

电气、材料、生物医学、能源及工程物理

等多个领域。

谈起自己涉足的众多领域，马振强显

得十分兴奋：“原来我同时做过16个方向

的研究，20多个课题，现在我只做三个大

领域，大概还有十多个课题。”研究的领

域多，涉足的专业广是马振强容易出科研

成果的一个优势，他说，这也要归功于自

己的兴趣广泛，什么都喜欢。

一说起工作，马振强的话滔滔不绝。

“我的工作组比较大，最多的时候有33个

博士生和博士后，从事的领域跨度很大，

电气工程、材料、医学，还有核工、工程

物理和能源的研究。我现在是3个系、3个

研究所的教授。”

马振强表示，目前电气工程领域里他

主要从事半导体的研究工作，有两个大方

向：一个是半导体晶格错配异质结和相关

器件的探索，另一个是柔性电子（微波柔

性电子和柔性光电子）的研究。

半导体异质结（2000年诺贝尔物理

奖）从1957年被提出到现在已经改变了这个

世界，现在所有的无线传输、互联网、汽车

上的传感器、发光二极管照明（2014年诺贝

尔物理奖）等全是在这个理论上产生的，尽

管如此，但该理论的应用还十分有限，它的

相关应用只是冰山一角，整个冰山还有待开

发，而马振强在做的就是“打开”整座冰山

的大门，进去探索。

马振强打了个比方：“形成半导体异

质结如同植物嫁接，苹果和梨这两种树木

是可以嫁接的，嫁接出来的东西叫做苹果

梨，过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做的就像是

完成了一个苹果梨的嫁接一样，因为它们

很相似，所以能够嫁接起来。我们现在做

的就像是把苹果和香蕉嫁接，一个是热带

植物，一个是温带植物，差得比较远，而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完全不同的半导体嫁接在

一起，我们组已经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因为这一问题的难度巨大，所以美国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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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2年多给我们的研究经费源源不断，他

们知道这项研究有巨大的潜力。”

据马振强的工作组成员统计，在过去

的7年里，他们共做了3300次相关领域的

研究实验，才得以把这个复杂的问题解决

掉。而这一研究的应用领域将非常之广，

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电源转

换、太阳能、发光二极管、紫外灯、高频

高功率通讯、激光、各种各样的新型半导

体、晶体管等，并且这些东西的性能也将

会比现在已有的高出许多倍。

“作为其中一个重要例子，金刚石一

直没有被做成晶体管，原因是金刚石是瘸

腿的半导体。如果把金刚石和现在所用的

硅进行比较的话，硅是两条腿（指两种类

型掺杂）一样长，但它个子小、能力弱。

金刚石则是个‘巨人’，和硅相比，是它

的几十倍高、几十倍大，但唯一不足之

处是，金刚石有一条是小腿、有一条是大

腿。人类之前是无法将这条小腿补上的，

而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把金刚石的这条小

腿用嫁接方式补上去，让金刚石成为真正

有用的‘巨人’，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

其他很多困扰人们很多年的半导体难题也

都可以通过类似方法解决。”马振强表

示，这是一个颠覆性的研究领域，在未来

的几十年里都会大有可为。

马振强在半导体领域的另一项研究重

点就是柔性电子。“在这一领域之中，我

做的柔性电子就是以微波应用为主的柔性

电子，我们的柔性电子代表着柔软的无线

传输和宽带传输，所以做出来的东西都是

无线的。这项研究的应用前景非常广，例

如无线穿戴电子设备。另一样就是柔性光

电子，电和光之间转化的器件我们也可以

把它做得非常柔软。”

马振强的另一大突破性研究领域是

医学，其中一个项目是用石墨烯做脑和

神经电极。这个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该电

极在体内超级稳定，永不生锈，不退化，不

移动，极其柔软，通过刺激脑电波的方式准

确激活神经元，将来希望能让帕金森病人的

痛苦值降低。他的另一个研究也极具现实意

义：通过体外生长神经细胞进而生长神经网

络，使神经网络在体外生长后具有某种特定

的功能，待补入人体之中后，使人体的某种

机能得以恢复。例如，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大

脑里出现了空洞，缺失了大量脑细胞，导致

马振强教授和他的团队成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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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力下降，马振强希望未来做到的就是在

体外培养出神经网络，然后将其植入人脑，

使记忆重新恢复。

一个让清华深圳研究院非常感兴趣

的研究是马振强关于盲人的细胞治疗，

该治疗很快会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紫外

线、营养不良或者血液循环不通等原因

或疾病使人的视网膜上的光敏细胞脱

落、坏死，失去视力。马振强团队能做

到的就是让干细胞生长出来的光敏细胞

以特殊生长支架为支撑重新长在原来的

视网膜上，使盲人可以真正复明。该项

研究目前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的

高密度光敏细胞阵列已经成功移植在小

白鼠的眼睛里。而这，将是一种未来治

疗盲人的根本性方法。

据悉，马振强首次发明了挑战半导体

领域60年的晶格错配半导体异质结的实现

方法，并利用这种方法解决了长期困扰宽

禁带半导体领域的诸多技术难题，为未来

新型半导体及器件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极为

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他还是微波柔性

电子的开创者和无机柔性光电子的奠基人

之一，是木制基底电子芯片的发明者，也

是石墨烯神经电极阵列和可移植感光细胞

生长支架的发明者。

马振强把自己获得6个Fellow的原因

归结为自己的各项研究在各方面的广泛应

用所获得的专业认可。

难忘清华辅导员制度           
学生干部经历终身受益

从清华毕业多年的马振强对清华的

辅导员制度记忆尤深。“我从大二下半年

开始做团支书，大四做1988级物理系辅导

员，其间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对我从事

的科研也非常有用。我现在的组里有18个

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

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想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时候团干部、辅

导员的经历对我很有帮助。”

在做学生干部的时候，马振强就已

发现，“所谓的领导力就是把不同想法、

不同追求、不同经历的人聚集在一起，共

同来完成一个目标。这个过程里要求同存

异，从每个人的实际出发。”

在美国的大学里，不少导师学生之

间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学生认为导

师自私自利，不停地压榨他们；导师觉得

学生“难伺候”，故意和自己作对。面对

这种现象，马振强觉得，这是因为导师没

有把学生的思想工作做通。“我的学生一

进门我就会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明

白我和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很多学

生觉得，我为教授干活，教授给我钱天经

地义，如果哪天给的钱少了，他们就不

高兴。所以我一开始就会和我的学生说

清楚，告诉他们这个钱不是从我的口袋

里掏的，是政府给的，你拿这个钱做出

成果了，他们会继续给你，但如果做不

好，就没有了。所以我的学生们一个个

你追我赶，根本不用我催，甚至还追着

我跑。”

马振强感慨，清华的辅导员经历让他

受益终身。“让我知道了如何和上司、和

同事、和下级相处，同时也掌握了沟通技

巧。”他说，在美国申请研究经费也深受

其影响。“我参与的所有研究加在一起共

有49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这在美国的教

授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把好的主意变成

研究经费，再把研究经费变成研究成果都

需要良好的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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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鹄之志梦在四方              
服务母校回馈社会

马振强特别欣赏一句话，其意大致

为：清华毕业生不能只为柴米油盐打拼。

刚来美国时的马振强是学物理专业

的，在一次参加物理系的聚会时，马振强

看到一个白人博士举着啤酒瓶，满屋子地上

蹿下跳，高兴得不得了，一问才知道，原来

这个聚会是为了他找到一个社区大学教书的

工作而举行的庆祝活动。马振强听后心里一

凉：这样一个既拥有美国公民地位，又拥有

一流大学博士学位的白人都只能找到一个社

区大学教书的职位，我连个正儿八经的身份

都没有，我在美国的出路在哪儿呢？

在美国学物理多数人差不多要等到40

岁以后，拿到好几个博士后的学历，才有

可能找到大学教职的岗位。在美国学物理

当教授简直是难上加难！

既要顾及生活、又不想放弃物理专业

的马振强在找到最终喜欢的专业时学了6

个专业。

“很多人都觉得我这样浪费时间，

但我并不觉得，甚至我结婚后，我的家人

对我还在转专业的事情也并不理解。那时

候我的女儿才一岁多，他们觉得我快30

岁了，还只想着读书，还要转专业，没

有家庭责任感。所以那时的我在面对家庭的

时候压力还是很大的。”马振强回忆起曾经

还在转最后一个专业的关键时期，“那时，

我的妻子还幽默地给我取了个外号，叫‘书

架’，问我学的东西那么多，什么时候能把

知识变成财富？后来我就和她说：‘不要着

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马振强的“鸿鹄之志”在于他不想在

美国做一个普通职员，不想过安分守己的

日子，他说，他一直有种使命感，觉得清

华人需要做大事情。“我最后换到了固态

电子学专业，这个专业与物理紧密相连。

经过6次换专业，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喜欢

的专业，能做出现在这种颠覆性的工作，

恰恰是我把物理应用到了极致的结果。”

现在的马振强不仅成为了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的终身教授，还经常参加各种社会

活动，每年出差在外的时间至少有四五十

天。他是威斯康星清华校友会创始人之

一、会长和校友会长期主要负责人，担任

过8个期刊的编辑，93个期刊的评审员，

受邀参加世界各地的讲座……马振强感慨

着自己实在是太忙了！

不过即使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件事他

也要抽出时间着手去做，他开心地和我们

分享着他最新的计划，“我正在参与组织

一个由清华1979级校友秦泗钊提议创办的

‘北美教授会’，邀请在北美做教授的清

华校友加入进来，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准

备成立一个‘北美清华校友导师团’，

等将来校庆的时候回清华做系列演讲，

把我们在北美的优势，所有的经历、知

识分享给在校的学子，让他们从我们的

身上学到经验，避免以后走弯路。这是

我们的初衷。”

“服务母校”这四个字在马振强的心

里算是一种特殊的使命。“我们这个北美

清华校友教授会现在有550多人加入，后

续还会有新成员。我们要做的就是服务

清华，回馈社会。我希望把我们的经历

传递给清华的学生们，让他们更多人投

身学术，为母校争光。”马振强非常愿

意为母校做贡献，“从教育者的角度来

讲，帮助母校培养更多的人才就是我能

做的最大贡献。”

(本刊编辑部采访  赵 娜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