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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各种未来里，“大学教授”

这个选项从来没有出现过，而这

却成了他目前为止“做的时间最

长”的工作。

现在，刘云浩已经是清华大学

软件学院院长。走进软院的办公

走廊，两边的墙上挂满近年学生

们的科研成果：MobiCom 2014 年

最佳论文奖，挑战者杯一等奖，

以及各大国际会议的论文展板。

此外，还有显眼的八个大字：“创

新为体，创业为用”。谈到对科

研工作的认识，刘云浩认同科研

不等于创新的观点：“科研是创

造新的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

技术有些能够被应用，有些可能

暂时看不到应用意义；而创新则

是将知识与技术形成以前没有的

产品或者应用，这些知识和技术

可能是原创的，也可能不是。”

在选择科研课题的时候，刘云浩

坚持选择那些能够为产生创新产

品和创业发挥支撑作用的方向，

“计算机是一门应用科学，我们

要争取去做那些既能创造新的知

识，又能产生实际应用的科研项

目”。在刘云浩的团队里有个宗

旨：开心做科研。“希望同学们

在科研中获得来自于内心的快乐，

谁也不能完全做到想做什么研究

就做什么研究，但还是尽量让大

家能够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刘老师喜欢玩游戏这件事在他

的学生中已经不是秘密了，甚至在

和大一新生座谈的时候，他也聊

起了以前玩过的最终幻想 FF7。游

戏里安吉尔对扎克斯说，“笨苹果”

的正式名称是白色巴诺拉，会在

一年中的任意季节里结出果实。

村里人亲切地把它称为“笨苹果”。

“科研也是一样，不能期望在一

个月或者一年就得到预期的成果，

它会在任意时间内结出果实。只

是你需要去做，需要将你的思维

萦绕其中，或许在明天，也或许

在不经意的某一天就会有结果。”

刘云浩的“笨苹果理论”常常被

同学们津津乐道地提起。别人是

“认真地玩”，他是“玩得认真”。

采访结束，刘云浩站起来送我

到门口。他说，再回几封邮件，

就到去东操打球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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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毕业二十年的陆冬森回忆起

他的大学生活，仍旧不假思索地说：“在清华的时期是我成长

中最关键的时期。”而如今，陆冬森已经进入国家机关工作了

不少年份，现在担任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循环经济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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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不敢说是清华优

秀校友代表。”现任上海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潘登笑着说。一晃离校 20 年，由学生到老师，潘登走

过了并不平坦的科研之路。

他回顾起来却能够淡然地说，“虽

然这并非是我的主动选择，但现

在也很好。也算不上是完全放弃

吧，因为其实在平时工作中用到

的一些系统建模思想，一些专业

知识理论，一些方法论方面的东

西，都还其实是我大学的专业知

识所带来的。所以也说不算是丢

了专业。”

“其实清华毕业的学生，只要

留心，只要给你机会和平台，我

相信每个人都能做好，都能做出

想做的事。”陆冬森想了想，认

真地说，“在工作中，清华的几

年学习带给每个人的自身个人修

养和职业素养应该是让人最终身

受益的。”

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大家一

致所遵守的工作信条。“这一点

其实和清华精神是相通的。”陆

冬森说，“我们的校风是行胜于言，

就是要多做，少说，扎实，踏实。”

在工作中，做出每一个计划，做

好每一项工作，在大量的文献调

研、基础实践和理论调查后，拿

出工作成果和效果来服人，都是

清华严谨踏实的校园文化所带给

陆冬森的，“这也是从清华毕业

进入社会后，清华带给我特别受

用的东西。”陆冬森说，“不浮夸，

踏踏实实地把东西做出来，我觉

得，只要静下心来，想做的事情

是一定能做好的。”用行动来影

响人，感染人，带动人，这样的

理念都是学校在潜移默化中带给

陆冬森的影响。

曾经的同学，在毕业选择方向

上也各有各的不同。陆冬森的本

科同学中，差不多一半选择了去

国外读书或发展，而进入电厂、

电网的也有很多，转行的也有不

少。而提起自己当时毕业时的职

业选择，陆冬森笑了笑，还略微

有些遗憾，“毕业后本来是留校

任教，做学术研究的，但是当时

爱人想考公务员，于是他便陪着

她一起复习备考，一起参加考试，

而结果出来后，成绩不错，便就

这样进入了国家机关工作。”现

在想起来，放弃当时自己的专业，

而改做行政管理工作，内心深处

陆冬森还是会觉得有些可惜，不

过在国家机关工作这么多年后，

1995 年陆冬森本科从清华热能

系毕业，进入清华核研院继续读

博，5 年毕业后，起初他是打算留

校任教、做学术研究的，但因为

种种机缘巧合，最终进入了国家

机关工作，直至今日。

回想起清华的学习时光，陆冬

森首先想起便是清华的文化。“清

华带给学生的是一种担当，责任

意识。”从长期的知识培养，到

老师的言传身教，每一代学生在

学习、毕业、进入社会的过程中，

对于清华人的担当和责任意识都

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品牌延续。

“担当，体现在职业的选择，

职业中对于具体事务的选择。”

陆冬森这样说。像陆冬森这样在

宏观经济调控的部门工作，每天

会接触到很多信息，而作为国家

机关，他们给国家所提的建议，

小到对每一项事务，大到对党中

央国务院的最终决策，都会起到

或多或少的作用。而这过程中，

难免会有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各种

因素的干扰，但怎样客观地反映

真实情况，最后能够拿出对解决

事情有帮助的方案和建议，这就

需要有一定的担当的。

“担当并不是体现在入党申请

书中，体现在面试中，而其实是

体现在日常处理具体事务的每一

个选择中，因为有的选择一旦做

出，是需要承担很大压力和不少

非议的。”陆冬森结合着自己在

工作中的体会感慨到。

而在发改委的工作中，“不唯

1990 年，潘登也走到了高考的

十字路口。受毕业于清华大学的

父亲的影响，潘登一直对清华情

有独钟，并以全省第十五名的优

异成绩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

学系。

“选专业的时候其实对工程力

学了解不多，只能说在学习过程

里，一点点培养起了对力学的兴

趣。”在本科学习阶段，老师也

给予了他很多帮助。

潘登印象深刻的有一个教弹性

力学的老师，他讲课基本不看教

案，讲台上滔滔不绝，不照本宣科。

“水平高，基本功扎实，令人佩服。”

现在潘登也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他也会常常以自己老师的标准来

要求自己。“清华的老教授们给

了我很多的启发。理论功底扎实，

站在学生立场去考虑，敬业，有

责任心。”

本科毕业时，潘登有一个去国

家开发银行工作的机会，但他不

甘放弃自己的专业积累，于是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