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大学工学院 2019 年毕业典礼院长致辞 

 

工学的梦想和责任 

张东晓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首先，我谨代表工学院全体教师，向 2019届毕业生表达诚

挚的祝贺，祝贺大家顺利完成学业，即将进入新的人生阶段！ 

最近燕园处处惜别留影的场景，为盛夏抹上一层离愁别绪

的色彩。正是：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在座各位同学或将奔

赴海内外继续学业，或踏上工作岗位，在这里或欢笑或洒泪、伴

随着奋斗、激情和不眠之夜的记忆，都将成为你们行囊中的一部

分，妥善而不灭，也必然在今后的岁月中如影随形，时时回响。 

今天我也和大家一起毕业了。由于任期届满，这学期结束

后我将不再担任工学院院长职务。对于这片园地和过往时光，我

也有许多难忘的记忆。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十几年前工学院

重建的最初，那时我和创院院长陈十一院士还有同事们一起，不

分昼夜地工作，在一张白纸上努力架构起北大工学的蓝图。 

在工学院筹办之前，陈十一院士经常和我讨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优秀的学生去美国后更容易在学术上做出成

绩、取得成功？我们认为中国还缺少有特色、以培养创新人才为

宗旨的工科院校。在中国办一所新型的世界一流工学院，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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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的梦想。经历了整整 14年的发展，这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并且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坚守的一种责任。今天，我们除了谈梦

想之外，也想和同学们谈谈“责任”。 

2005年北京大学决定重建工学院，关注的核心是让“中国

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纵观国民经济全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重要条件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

是工业核心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工科教育一直是以培养有制造能

力的工科学生为主，现在已经不能满足国家自主创新的需求。同

时北大在文理医多方面都有极深厚的实力，但自从 50 年代院系

调整后工科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两者都意味着，作为教育

者我们承担着莫大的责任，同时也面对无限机遇。北大的工学教

育具有独特的优势，我们的定位不在于和传统工学的重复竞争，

而是发展未来的工学、交叉的工学、前沿的工学；以培育核心创

造能力为中心，工学院的人才培养理念就是培养综合型人才。 

工学发展到今天，其愿景已扩展到维护社会的安定、健康

与福利，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我认为工学人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

时，也应该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第一，利用所学，为你的时

代、你的国家和群体解决实际存在的重大问题；第二，回报社会，

创造新的知识和价值；第三，致力于引领新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发

展方向。 

在这些方面，我们有着优良的传统和堪称伟大的榜样。可

能很多同学都知道，我们的老院友、新中国氢弹研究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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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先生曾经可以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取得辉煌成就，但他选择

了响应国家迫切需要，在数十年中成为一个“隐形人”，为中国

氢弹理论的突破立下汗马功劳。另一位院友杜祥琬院士，从北大

数学力学系完成学业后也是应国家需要，先后投身核物理、激光、

能源研究等领域，为新一代核武器的设计与试验成功提供了重要

保障，也开创了中国强激光和强微波技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

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纵观这些老科学家的生平，对真理的追求、

对科学的信念，固然从未褪色；而对国家的爱、对人民的责任感

则始终是他们人生的最强音。 

现在可能有人会说，老院友们所在的年代具有特殊性，时

代已经不一样了。的确，工学老院友们大多生长于国家积贫积弱、

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中，当时全国大多数青年的奋斗目标都是“工

业救国”；于敏先生投身氢弹研究的背景，是 20世纪中期其他核

大国多次用核讹诈、核威慑来压制中国。今天的和平年代，经济

繁荣，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我想，许多同学也认识

到，我们的时代仍然有诸多重大挑战。工学可以成为解决这些挑

战的钥匙。比如为人类提供清洁能源、水和食物，改善医疗水平

等等。我希望并且相信你们中许多人将会参与解决这些重大挑战，

那时你们将更深切地体会到，当一个人受到责任感的驱动，能够

达到怎样的高度、获得多么大的满足感。现在工学院六系有近百

名杰出学者，研究领域涵盖了许多当前重大的工科问题，在他们

的引导下，包括在座同学还有你们的师兄师姐，已经在新型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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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取得了相当杰出的成绩，从生物复合材料到太阳能电池，从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到湿地修复与保护的研究，等等，都着眼于

新型工学，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身为工学人，创造新的知识和价值，是成就自我和

回报社会的课题中应有之义。工学注重实干，讲究“无中生有”。

北大工学重建前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在航空航天、海洋、能源

化工等诸多领域，白手起家迎难而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

大贡献；第二代中青年院友群中，也不乏理论研究界翘楚、发明

专利拥有者、产业技术革新者和产值巨大的企业领导人。在这些

院友身上折射出的，是工学的巨大力量，是知识改变世界的最好

写照。 

从前两个方面可以引出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工学人的社

会责任”，就是身为工学人，我们应致力于引领新的工程科学研

究和产业发展方向。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

和内在驱动力。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内成为顶尖的专家，甚至成为

一个领域的开拓者，不仅是至高的荣耀与成就，也是对科学、对

社会和对人类最好的回报。 

不过，为了追求创新、发挥自我社会价值，我们往往需要

做好准备，付出其他方面的代价。不仅是在工学领域，任何一项

事业都有其艰苦之处，寂寞之处，有时还是对身体和心智的极大

考验。我并不要求同学们一味远离名利，而是希望大家能远离功

利之心，淡化外界因素带来的影响，专注于真正有价值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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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不同的人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我希望同学们谨记，无论你们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可能独善其

身，而必然对他人、对外界产生影响，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更大的

群体命运相关联。正如前面所说，心中存在责任感的人，会怀有

一种生生不息的渴求，他们通常会发挥出巨大的潜能，将有限的

生命放大至无穷。 

对国家、民族、集体的责任感，对理想的坚持，对科学的

信仰，我希望这些是北大留给各位的，是工学人这个身份给予你

们的，它们是光环也是烙印。在这里度过的时光不仅是一份珍贵

记忆，也将成为灵魂深处的一个声音，既抚慰心灵，也不时告诫

和自问：我是否为正在从事的事业感到自豪，为自己的选择无怨

无悔？当你的答案都是肯定，我想，那意味着你们已经成为了能

够让自己和他人都感到骄傲的人。 

最后，我想以你们的师长、朋友的身份再道一声别离。“挥

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北京大学工学院将一直守候和关注着

你们，为你们摇旗助威。祝大家不负韶华、前程似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