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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清华不久的一个夜晚，六号楼401室
几位女生正各忙各事，忽然传来咚咚的敲

门声。平常都只是左右邻居女生来往，大

家都不在意，就像往常那样开玩笑地叫了

声：‘滚进来！’谁想开门一看，竟然是

从未上门的级主任李章华老师，后面跟着

一位个子不高、腼腆、学生样的青年。李

老师没有介意我们的无礼冒犯，而是向我

们介绍那位青年：‘这是你们新上任的班

主任姚彦老师，先来见见面。’我们像一

群闯了祸的小孩不敢多言，简单介绍后两

位老师离去，我们屋里几位忍不住嘻哈大

笑起来。这场无心的恶作剧竟成了我们与

姚老师的见面礼，至今忆来仍让人忍俊不

禁。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我们与姚老师结

下半个多世纪深厚的师生情谊，无801班
也成了姚老师担任班主任的唯一班级。师

恩深重，在此敬祝功德圆满的姚老师身心

康健，与我们这班弟子共同迎来吉祥如意

的新春佳节！”  
数十年的师生之情，我终生难忘，他

们的情谊让我十分感动。

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25年
来，香港经历了发展与挑战，我本人也从

当年在港求学的青年学子，成长为今天的

大学讲座教授，并晋身立法会议员。无论

是当年的“学生港漂”“海归”，还是今

天的院士学者、代议士，我个人的人生已

经同香港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1985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精仪系，

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94年初来到

香港，参加了国家教委（现为教育部）的

一个公派留学项目，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系

我与香港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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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机

械人与自动化。20世纪90年代是香港高等

教育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香港高校与国

际接轨的浓厚学术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在我中大三年学习期间，中大先后

经历了诺贝尔奖得主高锟和李国章两任校

长。紧张学习之余，我也找机会接触了校

园以外的世界，感受了香港各界迎回归的

喜悦气氛，也见证了回归前那几年香港所

经历的政治风雨。1997年我顺利完成了香

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学业，赴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继续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加期间，我

一直心系香港，留意着返港发展的机会。

两年多之后，我终于从香港城市大学拿到

了助理教授的职位，于2000年1月返回了

我思之念之的这座城市。

目睹深圳创新科技崛起感慨万千

2000年前后，恰逢全球信息科技热，

香港亦不例外，对发展科创充满了热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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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当时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创新及科

技基金”，并由刚成立的创新科技署负

责管理，立刻吸引了全城的目光。2001年
我也成功拿到了我在香港的第一个创新科

技项目资助，并以此为基础，于2003年在

香港科学园创办了一间科技初创公司。在

接下来的十年，我一边在大学做科研，一

边在科学园忙公司业务，十分辛苦。这十

年间，我体会到了香港的科创发展由热转

冷，也目睹了一河之隔的深圳在短时间内

迅速崛起为一座颇有规模的科技创新城

市，不禁感慨万千！

2013年我升任为城市大学讲座教授

后，便开始更加专注于大学的教研与管理

工作，逐渐淡出了科技公司运营业务。我

的研究方向也从以前的机械人与自动化逐

渐延伸到生物医学工程，并在香港城市大

学先后创办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生物医

学工程学系。我领导的科研团队主要研究

应用微机械人技术进行细胞自动化操作以

实现精准医疗。由于我在这一新兴跨学科

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先后被授予了加拿大

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

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美国IEEE 
Fellow等荣衔。

过去25年来，香港砥砺奋进，也在社

会政治经济方面发生巨大变迁。我本人亲

身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14年违

法“占中”以及2019年修例风波等一系

列重大事件。世界上好像没有哪一座城

市如香港这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遭遇了如

此多眼花缭乱的洗礼，而且几乎每一个事件

都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借“一国两制”优势建科创发展平台

透过这些事件，我看到了国际地缘政

治在香港的激烈博弈，也深刻体会到了香

港实施“一国两制”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风雨过后见彩虹”，随着香港国安法的

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香港逐步实现了由

乱到治的重大转变，社会发展渐露曙光，

开始迈上由治及兴的关键征程。2021年
底，我更是史无前例地参加了香港立法会

选举，亲身践行到新选举制度这一伟大实

践中，也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

我出身内地，在香港读过书，之后又

负笈海外，几十年来去过世界很多地方。

在我眼中，香港依然是全世界华人最好的

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本人也非常珍惜香

港当前来之不易的稳定社会环境。我选

择扎根香港，除了因为喜欢香港的风土人

情、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更因为香港可

以借助“一国两制”的优势构建良好的科

创发展平台，施展个人所长。李家超特首

也曾指出，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的一个重

要关键在于推动香港科创发展。适逢国家

发展日新月异，香港能够有幸乘上国家发

展的高速列车，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深圳、广州等周

边城市优势互补、协同发展，这些都为香

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香港需要愈

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部分主要成员，后排

中为孙东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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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被人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

是清华毕业的？你们学校也有主持人专

业？居然可以跨界来做主持人！刚开始，

我也不以为然，后来有一天也开始思考这

个问题：我怎么就做了主持人呢？在学

校的七年里，除了专业课的学习，我待得

最多的地方就是清华电视台。每周两次播

音，七年不变；学校的大大小小的舞台

上，实战了一百多场；在毕业前的100天
创办访谈脱口秀《慧晓天下》，和刘慧凝

两个既是主持人，也是编导、摄像、剪

辑、后期、运营……学校里的种种经历，

仿佛都在给我的职业选择作准备，虽然不

是所谓“科班出身”的主持人，但对于这

次“跨界”我有自信。

从零开始的清华主持人

2014年在清华新闻学院硕士毕业后，

通过校招，我来到了江苏广电。“清华

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国际新闻传播硕

士”，众人眼中我是顶着“名校光环”来

从校园学生记者到江苏卫视主持人
○王晓亚（2007 级外文）

到工作岗位的，可我毕竟换了一个全新的

城市，一切还是要“零基础”开始。从

《青年江苏》节目的记者做起，我爬过阅

江楼、绕过玄武湖，跑过南京青奥会场

馆、挤过中秋节人山人海的夫子庙，对话

过教育改革前线的教育局长、采访了特殊

教育学校的老师、孩子……高密度的采

访、写稿历练让我迅速成长。刚工作的第

二个月参与的系列报道《教改再扬帆》就

荣获了2014年度江苏教育新闻奖一等奖。

由于频道人手紧缺，刚到台里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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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愈多的年轻人，如同当年的我一样，在

狮子山下安居，在“一国两制”的天空下

成就美好人生。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风雨洗礼，今日

的香港变得更加成熟，正焕发出巨大能

量，缔造更美好的未来。“以科学引领创

新、以创新推动发展”正成为当今世界科

创发展的新潮流。二十年前科网热潮兴起

时，香港遭逢社会事件频生，错失了很多

机会，着实令人可惜。今天，香港重新出

发，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这为香港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

机遇。香港发展本身更需要科创产业这一

经济发展新引擎。香港只要做好科创发展

的顶层设计，大胆进行科创制度与机制的

改革创新，善用其基础科研以及国际化的

优势，积极培育及吸引人才，引入更多高

增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落户和扎根香港，

建设完善的科创生态圈，香港这颗“东方明

珠”必将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