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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德（1922.2－1996.12），我国杰出
的电机工程科学家，著名教育家。1922年2月

5日出生于陕西佳县，1945年西北工学院电
机系毕业，1947年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任
教。1951年作为国家选派的首批赴苏留学生
前往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学习，1956年获
得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在苏联获得博士
学位的学者。1956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电
机系任教，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1985年当选IEEE Fellow。1978年开始担
任学校的领导工作，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等重要管理、学术职
务。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
央委员会常委。
今年是高景德校长诞辰100周年，本刊编

辑部设置专栏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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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在我住院期间的一个下

午，景德同志突然来病房告诉我说，因为

糖尿病也住院来了，就在这层西头18号，

还说，他住院时间不会太长，血糖稳定后

就回去。那时我的情况不太好，他鼓励

我安心治疗，战胜病魔。谁知道他这一住

竟然会没有再离开病房。可能是已患有顽

症的缘故，他的糖尿病比想象中要难控

制，直到1996年3月初，他告诉我血糖指

标有好转，准备回家去了。但就在这以后

几天，他突然出现全身黄疸，检查发现有

肿瘤，而且部位长得不好，已无法做切除

手术。不久我倒出院了，但还定期去治疗

和检查，因此有机会常去看望他。对他病

情的变化我是清楚的，思想上也有生变的

深切的怀念  不尽的回忆
——对高景德同志的追忆

○张孝文（1957 届机械）

准备，但那年底得知他真的离开我们而去

时，悲痛的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

景德同志是我国第一个留苏博士，一

位有杰出贡献的电机和电力系统专家，因

而对他早有所闻。“文革”以前我们虽然

都在工字厅工作过，但直接接触很少。

“文革”中在江西农场劳动时，我们编在

一个连队，在那个时期，他受到的不公正

待遇比一般中层干部要重。他年近半百仍

与年轻同志一样劳动，埋头干活，言谈甚

少，但待人总是那样真诚与和善。在大家

心目中，他是一个忠厚、达观的学者。

与他接触较多是在1985年初我到学校

任副校长以后。从1983年他接替刘达同志

当校长，到1988年期满退下来，这五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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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个时

期也是国家和学校能否在稳定的环境下进

行改革开放受到严重挑战的时期。景德同

志作为一校之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坚持

正确的办学方向和指导方针，对清华的发

展和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多个场合

表示：学校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

红又专的人才。有人写文章非难他，他知

道后含笑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还要

这样做。1986年前后，个别宣扬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到很多学校去散布奇谈

怪论，有些青年学生也一时受到迷惑。在

一次与学生座谈时，有学生问高校长，清

华怎么不请他来作报告，景德同志说：“我

当校长就应该给你们请好一些的老师。”

在总结历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办学经

验后，这一时期清华进一步明确了“一个

根本、两个中心、三个结合”的办学方

针，即把培养人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要

把学校建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实行教

学、科研和社会生产实践三结合。在发展

规模和提高水平的关系上，在党委的支持

下，景德同志明确提出“着重提高，在提

高中发展”的指导方针。这就使学校学科

的拓展、规模的扩大以及各项事业的发

展，都能在保证质量和提高水平的基础上

扎扎实实地进行。值得指出的是，提出这

个方针时，正是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不顾条

件和质量，片面强调发展规模的时候，这

就更显得他能从实际出发，不随波逐流的

难能可贵。在他任期内，学校已初步形成

了以工科为主体，理工结合，包括文科、

管理学科等多学科格局，具有研究生、本

科、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等层次及类型

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开始提出要

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为学校

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景德同志非常重视树立良好学风及加

强教学工作。有一个时期受社会上出现的

“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校内学习风气受

影响。1985年5月，在一次学代会上，景

德同志亲自给学生作报告，提倡“发扬

清华的优良传统，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踏实的工作作风”。为保证本科教学质

量，他提出要让最有经验的教师给大学生

讲课。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教务部门有同

志原先提出要让老教师给大学生讲课，是

景德同志提出要改为“最有经验的教师”

的。有一次在他家里，我们两个讨论怎样

的讲课才有好的效果，他说，其实两个在

课堂上效果很不同的教师，往往所讲的内

容却是基本相同的，而差别主要是教师对

这些内容的理解深度不同，由此而形成讲

课的重点、表达的方式以致感染力都不

同。所以他要求教师应该理论联系实际，

区别情况逐步做到既能上课，又能科研，

并坚持基础课教学要与相关的专业融合的

改革方向。

清华在培养研究生工作方面的发展和

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很有代表性地体现出

了景德同志的远见卓识。他在分析了学校

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条件后，明确指出：像

清华这样的学校，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

的培养一定要有相当的规模。在他任校长

期间，经批准清华在全国首先试办了研究

生院，在研究生的招生、选拔、指导、培

养、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

革。特别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教

育家和学者，他自己在学校电工学科的高

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带头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以他为首的这个学术群体获颁发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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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

明。丰富的实际经验和高瞻远瞩的教育思

想相结合，这就使他始终能给工作以有力

的指导。

清华大学的科研工作在这个时期也开

创了新局面。学校明确了面向社会主义建

设主战场，以应用研究为主体，基础研究

及技术开发为两翼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了以核能工程、微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

制造系统(CIMS)为中心的三大国家重点

项目和研究基地；组织起来并通过竞争，

使“七五”攻关等一大批科研任务得到落

实；争取到世界银行贷款，组建了一批跨

学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管理体制上普

遍实行了课题组长负责制，对课题组负责

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责、权、利的统

一也做了相应的规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

广大教师争取科研任务的积极性。

景德同志不仅抓学科规划、基地建

设、体制改革等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也非常注重工作的落实。他亲自给当时确

定的六项重点课题负责人发聘书，并向他

们提出要求。对很多具体工作，他做出明

确指示，例如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实施以

后，科研拨款制度也做了重大改革，相当

多的教师不适应面向社会、通过各种渠道

主动参与竞争、争取科研经费的新局面。

他告诉我们说，很多教师一是信息不灵，

二是不善于竞争，学校要给他们很具体的

帮助。就是按照景德同志的这个指示，学

校科研处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在得知我国

自然科学基金正式设立，并准备开始接收

申请以后，就在全校范围内召开了“如何

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指导会议，对推动

学校教师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积极性及提

高命中率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做法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延

续到现在。又如，景德同志对于跨系、跨

学科的科研机构应该如何组织和运行非常

重视，从清华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即

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开始，他就要

求我们，对它如何实现跨系运行的方式做

出具体的规定。在文件初稿拟出来以后，

他跟我们逐条进行讨论。他说，这件事很

重要，组织跨系、跨学科研究任务及建设

基地是一个方向，但往往与局部利益有矛

盾，运行起来困难重重，希望能从中取得

一些经验。

景德同志居一校之长，又是在教育和

科学事业上有丰富经验的长者，因此在学

校领导核心中，大家对他是很尊敬的。而

他的作风却是非常谦虚和民主，一些关系

到全局的重大决策，他积极发表看法，参

与讨论，并自觉维护和尊重党委的集体领

导。像主楼前等校园六百多亩地的征购，

由学校垫资提前建设微电子1微米技术基

地等，他都十分明确地发表了后来被实践

证明是正确的意见。凡是要校长决策的学

校行政事务，他总是在充分听取有关同志

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后才做决定。记

得在图书馆新馆建设过程中，设计方和使

用方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有的还争执

高景德（中）同志指导研究生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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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厉害。景德同志带了我们到工地去观

察后，再请双方负责人一起来开会。在充

分听取他们不同的意见后，他还请学校其

他领导同志发表意见，最后他才做结论，

并做了耐心的解释。

景德同志待人真诚，对周围的同志充

分信任，他总是鼓励大家大胆、开创地工

作。他说，我的方针是“用人不疑，疑人

不用”，信任是使用的前提，既然用了就

应该放手让人干。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同志

都感到心情舒畅，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

但这不是说他对工作、对同志要求放松

了。有这样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影响，为

了拓宽学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在一天夜

里后勤有关部门把原来路两旁的树都放倒

了，有位教授深夜返校，见此情景，连夜

打电话询问高校长。第二天一早，高校长

把有关的同志找来，严肃指出：这样重要

的事，不仅要向学校领导请示报告，经审

定后，还要在这个主干道的醒目处出安民

告示，告知公众。有关同志诚恳地接受了

批评，并在以后工作中做了改进。

景德同志一生不仅在学术及教育事业

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而且他的品德非常

高尚。他淡泊名利，艰苦朴素，平易近

人，谦虚豁达，大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

被他这些优秀的品质所感染。他待人宽容

又诚恳，使人感到亲切。他的内心世界是

这样的纯洁，想的只是事业和奉献。80年

代中，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会上有同

志很激动地谈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正之

风，并以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说，为了办一

件小事，也要有“大团结”开路。这时，

景德同志侧过身来，悄悄地问我：“这

‘大团结’是什么东西?”我解释这是十

元钱的代称后，他摇头轻轻地叹息了一

声，表露了他对“一切向钱看”不良风气

蔓延的忧虑。他对自己要求是很严的，到

过他办公室和家里的同志，对他简朴的作

风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考虑他作为清华

的校长，校外活动又较多，和过去几任校

长一样，学校准备给他相对固定一辆小

车，他得知后坚决予以拒绝。他说：“用

车时能从车队要到办公车就可以，千万不

要为我配专车。”景德同志就是毛主席在

《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到的“一个高尚

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

民的人”。

景德同志对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使

得他获得了一些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令人惋惜的是有的来得晚了些。1996年12

月初我因治疗而短期住院，得以有机会常

去看他，那时他的病况已很严重，药物

都难以制止的剧烈疼痛一直折磨着他。一

天我在教育报上看到，他获得了第二届

（1996年）“孺子牛金球奖”中的最高

奖——杰出奖，我马上拿着报纸去告诉

他。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强忍着疼痛，脸上

露出一丝笑容，断断续续地说：“工作的

成绩是大家的……结果，我是不行了，你要

保重。”这竟是他和我最后的一次谈话。

1997年12月26日，在中央领导同志接

见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代表时，江

泽民同志在即席讲话中，特别提到获得唯

一特等奖的高景德同志的成果，并深情地

惋惜他已作古，总书记亲切地称景德同志

是过去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那

天离景德同志过世差不多是一年，此情此

景，实在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在景德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深

切地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