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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堂 ACADEMY
生命科学学院

1978年，赵南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派往美国

的访问学者，看到了“科学的重心正在向生命科

学转移”这一事实，决定改行从事生物物理学研

究。1979年，他致信清华大学领导，建议尽早恢

复或重建生物系。1981年，带着重建生物系的使

命感，赵南明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经过三年多

的积累和筹备，1984年6月，生物系终于得以在

清华重建。他请来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年轻有为

的华裔生物学家蒲慕明教授担任复建系的第一任

系主任，这一举措使得生物系复建之初即在办系

理念上与国际接轨。

复系初期，他将师资队伍的建设放在首要位

置，采取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从国

内重点高校和中科院引进人才，同时也积极培养

已有的教师，有计划、分批送他们出国进修或攻

读学位。此外，他还加大力度从海内外招聘和延

揽各学科领域的年轻精英，引进了饶子和、孟安

赵南明
——清华生命科学与医学的铺路人

明和程京等一批优秀的拔尖人才。优秀人才的引

进促进了生物系多个学科的发展，促进了教学质

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增强了生物系承担重

大科研项目的竞争力，使得清华生物系在较短的

时间内就位列全国高校生命学科领域的前茅。

在生物系复系的二十多年里，赵南明两度出

任系主任达10年之久，加上建系伊始的2年常务

副系主任，赵南明为生物系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的

心血。“生物系能有今天，与赵南明教授多年来

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曾任生物系党总支书

记、与赵南明共事多年的张秀芳说。2001年，

已过花甲之年的赵南明又参与创建清华大学医学

院，并出任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目前，赵南明虽

然已经退休，他依然关心着生命科学与医学的发

展。赵南明教授是一位被誉为“不图今年竹，但

求明年笋”的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优秀管理者和

勇于开拓的实干家及知名的生物物理学家。

○   做系主任一定要有奉献精神，既要公正，也要肯花时间。

○   一个好系主任起码做到两点：一是选择主攻方向时，要有前瞻性，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切实可行的突破

口；二是要建设一支才华出众的教师队伍。

○   创建生物系比我自己个人的学术成就更为重要。通过创建生物系，我们可以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

他们中的佼佼者不但能成为院士，甚至将来有人可能会有机会冲击诺贝尔奖。

○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作为一个清华人，我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能为清华、为国家扎扎实实做一些事，留下自

己的脚印。   

赵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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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访问教授。1994～2003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

2001～2009年，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2003～2009年, 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2006年获得“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

2008年10月，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50余

篇，承担的科研项目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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