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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焱

郭毅可的快乐哲学

一封家书

利用郭毅可圣诞节回国度假的机会，我们在

清华大学同方部对他进行了采访。一见面，大家

就谈起了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的一封

家书。国庆60周年之际，郭毅可作为党中央、国

务院邀请的178名海外人才之一参加了国庆观礼

活动。这封家书是他在参加庆典之后在京写给父

亲的，由于这封信情深意切、感人至深，反映了

参加观礼的海外人才的情怀和心声，在征得本人

同意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刊发了这封家

书，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谈起国庆60年观礼，郭毅可仍然难掩激动

的心情。能够亲眼看到祖国60年来取得的辉煌

业绩，亲身体会举国同庆的欢乐气氛，能够在国

歌奏起的时候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拨通远在加利

福尼亚的父亲的电话，父子一起同唱国歌，对于

郭毅可来说，是值得一生珍藏的记忆。他告诉我

们，当时参加观礼的人一起相约在百年国庆的时

候再聚北京。到时，大家会对自己40年的历程进

行一个总结，希望自己能够为中国的国富民强、

科技振兴进自己的绵薄之力，希望自己的所作所

为能够无愧于国家和民族。

23年海外生涯

作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生，1987年郭

毅可被派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计算机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2002年被聘为该校教授，转

眼23年过去了。从当年兜里只

有几十美元的留学生，到现在

帝国理工的教授，20多年的海

外生活，郭毅可成绩斐然。他在国际上较早的

开展了网格计算的研究，其中关于工作流的研

究获得了2002年IEEE国际超级计算大会的创新

奖。在帝国理工任教同时，1999年他一手创办

了InforSense公司，致力于将基于工作流技术的

高性能、扩展性强的海量数据分析技术进行产业

化。十年来，在郭毅可的带领下，公司由7人发

展到140多人，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转换成KDE

数据分析系统，并在学术界以及生物制药、金融

银行、电信及临床医疗等领域广为应用。2009年

公司被国际知名科学数据管理公司英国IDBS公

司并购，郭毅可出任IDBS公司首任首席创新官

（Chief Innovation Officer）。

提到自己这些年的学习和工作，郭毅可觉得

自己不算是很成功，只是比较特殊而已。可能因

为个性的原因，郭毅可说自己是个不喜欢随大流

的人，一向特立独行，有些时候甚至可以说是不

太守规矩。不过，也正是这种个性，使得他可以

不去关心所谓的时髦和标准，而专注于自己感兴

趣的领域，从而有所创新。他在39岁被聘为教授

的时候，文章并不是很多，但是他在数据分析领

域的创新性成果使得他成为英国计算科学界最年

轻的教授之一。也正是这种基于个人兴趣做事的

性格，使得他成功地将自己在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成果应用于生命科学领域。

郭毅可

1980至198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计算

机专业，1985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后直博。

1987至1993年就读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计

算机系，获科学博士学位。2002年被聘为英

国帝国理工学院计算科学系教授，从事并行

计算机、分布式数据挖掘、网格计算、云计

算、传感器网络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

1999年创办帝国理工学院派生公司InforSense，

并长期任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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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个人兴趣，不能不说到郭毅可在人文方

面的素养。虽然一直从事工科学习，大学时代的

郭毅可就对文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参与文学社的

活动，在《新清华》担任学生记者。到了英国之

后，还参与创办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子午社。

从大学起, 他就喜欢翻译英诗, 这个爱好一直伴

随着他，为他的英伦生涯添加了许多乐趣。对于

郭毅可来说，文学不仅是一种个人爱好和生活调

剂，在人文氛围浓厚的英国，深厚的中国文化底

蕴也使得他能够更深入地和英国同事朋友进行沟

通。采访中，郭毅可提到，知识其实是相通的，

看似和工程联系不大的文学，其中的语言逻辑在

计算机科学领域也可以找到用武之地。他在英国

的博士论文没有继续在清华期间的硬件方面的研

究，而是转向了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他在这个

领域的突出成绩，同他深厚的语言、逻辑和数学

功底不无关系。

清华情结

说起在清华的日子，郭毅可笑说自己人生

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吃九食堂的馒头。从小生活

在南方，入学前只习惯吃米饭的他，入学后面对

陌生的馒头，刚开始难以下咽，慢慢到可以吃，

最后甚至是喜欢吃。“在清华这样的困难都克服

了，到了国外就感觉没什么困难了”。虽然是玩

笑话，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海外每天都会面

对无数困难的清华学子的乐观心态。

说起自己在清华求学的经历，郭毅可说最要

感谢的是当年在学业上打下的坚实基础，和清华

的老师在科研和做人方面给自己的言传身教。在

他的印象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就像自己的

父亲一样，有理想，讲奉献，做人做事实在而不

功利。很多老师不仅是学子们知识上的导师，更

是为人处事的楷模。作为留学海外的清华学子，

这些教师的高风亮节是他独自在海外打拼时的榜

样，他们“无欲则刚”的精神境界支持他一步一

个脚印地走到今天。

在清华求学的日子，郭毅可不仅学到了知

识，还培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很多时

候，困难就在那里，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往下

走。中国有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对于郭

毅可来说，“玩”和“好胜”的心态经常会让他

觉得，生活中没有困难是件很难受的事。个性敏

感而又骄傲的他在英国人面前始终有一个观念，

那就是中国人只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才能够取得

成绩。都说外国人很难融入英国社会，其实在郭

毅可看来，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融入”

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全盘接受英国文化，而是要

完整地保留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个性。你只有独

立，做出比英国人更好的成绩，才会被自然地接

受，从而平等地融入。

男儿当报国

近些年，郭毅可多次回国进行学术交流，立

足于科技产业化，同国内的有关单位开展了很多

实际具体的合作。他担任了上海生物信息技术中

心的首席科学家、客座教授，申请到国家863重

大专项。同时他尝试利用自己在英国办公司的经

验，帮助国内的公司和科研人员熟悉国际市场的

需求和运作规则，做到更好地和国际市场接轨。

郭毅可一家三代清华人，他对母校感情至深。 

2007年，他亲自促成建立了帝国理工学院和清华

的科学信息学联合实验室。

提到报效祖国的话题，郭毅可变得有些严

肃。他说自己已经40多岁了，想到为祖国做贡献

这件事，就越来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他希望在接

下来的10年，能够利用自己在国外的所学，真正

为祖国做贡献。

同时他也一直在寻找最合适的方式，是现

在这样两头跑，还是每年真正的有足够多的时间

呆在国内？“回国是要‘心’回”，郭毅可说。

30多岁的时候，工作生活一直是忙忙碌碌，很充

实，但是为祖国做贡献做的太少。人到了一定的

年龄，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曾经的“玩童”心

态，想到要为祖国做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素质

使然，几乎是一种本能。“一个科学家一生, 不

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踏踏实实做点事，是很悲哀

的。”郭毅可说的很认真。

在对郭毅可进行采访的时候，感触很深的是

他乐观年轻的心态。他说自己所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随性而为，原因无他，唯喜爱而已。比如他

由搞计算机硬件转到从事纯软件的数据分析；比

如他在清华当学生记者、在英国创建子午社；比

如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担任全英清华校友会会长

并积极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献计献策；比如他会

去长江漂流、和女儿在秀水街砍价……也许正是

这种乐观的心态，才使他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我们也相信这种快乐哲学能够让他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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