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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自1952年组建以来，至今已

走过65年的风雨历程。在这60多年的岁月中，为了谋求学校的快

速发展，前赴后继的华南理工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励精图

治、奋发图强，谱写了一曲曲辉煌壮丽的奋斗之歌。在与华南理

工大学风雨同舟、命运相连的往昔岁月里，这些前辈们心中留存

着多少难忘的记忆，沉淀了多少值得回味一生的华园故事啊！

为了抢救老一辈华南理工建设者们心中珍藏的鲜为人知的

校史故事，记录他们在华园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再现我校

发展过程中那些尘封的记忆，补充学校历史，传承学校文化，

自2009年以来，学校档案馆启动了“口述档案”工程，倾全馆之

力，用家用摄像机、录音笔等简单的设备以录音、录像的形式采

访了30多位老领导、老教授、老干部以及早年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的科研项目的参与者，获取了一批丰富而珍贵的视频、音频、照

片及访谈文字整理稿。2012年11月校庆前夕，以访谈抄本为素材

编撰而成的《口述华园》一书顺利出版，作为文化建设丛书之一

为60周年校庆献礼，受到广大师生校友的广泛好评。

为继续做好该项利国利校的文化抢救工作，使华南理工大

学 的历史代代传承，2016年，档案馆再次举全馆之力，选取了长

期在学校学习、工作，且大多数年事已高的离退休老领导、老专

家或老干部和部分在职教授逐一进行了采访。在访谈工作的基础

上，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受访者意愿的原则，以

访谈实录为素材，重点围绕我校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重要事件、重要科研项目，将每位受访者口述的他们在过往的教

学、科研、管理工作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编辑成书，定名为

《口述华园》（第二辑）。本书共收录34位受访者的访谈录，其

中除叶世尧、佃岳武副教授，丘水生教授为2011年接受采访，姚

树华老师为2012年接受采访以外，其余均为2016年接受采访。遗

憾的是，在本书出版前，丘水生、姚树华、毛宗源三位老先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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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世，我们深表痛惜和怀念。

本书由档案馆馆长王飞雁、副馆长黄玲统筹、策划，申请学校出版基金并担任审

稿工作。档案馆全体人员齐心协力，顺利完成拟写采访提纲、联系受访者、上门现场采

访、收集采访对象老照片、整理和编辑访谈抄本、与采访对象反复沟通等一系列采访流

程。欧阳慧芳、黄玲、袁晓凤、顾美玲、朱丽梅、林林、马燕婷、郑茜、胡春燕、瞿楠

香、孙枫、翟鑫等分工采访各位老先生；翟鑫、梁梅、林林分别承担24位、4位和2位受

访者访谈音频、视频的摄录，照片的拍摄，数据导出和整理存档等工作。欧阳慧芳全面

负责本书的统稿及全书文字和插图的编辑审校、栏目编排以及本书编写过程中所涉及的

部分有疑义史料的查证、各项具体编撰工作的统筹协调，并承担草拟此项工程的实施方

案、撰写本书前言等工作；马燕婷承担17篇访谈录的一审校对工作。

书稿的编写得到了受访老华南理工人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他们牺牲了大量宝贵的

休息时间，克服年老体弱、视力下降等诸多困难，根据我们的采访提纲认真做好访谈

准备，期间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及时反复与我们联系沟通，多次对访谈实录文字稿不厌

其烦地进行审阅修改。老先生们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深受感动，在此对他们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彭说龙副校长、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基金及编辑出版方面给予了大

力支持与帮助，学校人事处档案室和人事科、离退休工作处等部门在协助我们查找受

访者资料和联系方式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真诚的帮助，郑璟老师为我们寻找采访对象

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档案馆前任馆长陈国坚、张娟娟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和建议，在此对他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内容以受访者回忆和口述为主，其中的故事和观点均为受访者的个人记忆和

认识，文中的大小标题则为采访者或统稿编辑人员依据出书需要所加。内容虽经反复

校对，个别地方仍难免有疏漏，读者若对书中涉及的相关史料问题有疑义，请与编者

联系。特此说明。

编 者

2017年4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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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群，男，汉族，广东省五华
县人，194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
1970年7月本科毕业于武汉工学院铸造
专业，1984年11月至1989年5月赴比利时
鲁汶大学进修，后转而攻读材料工程专
业，获博士学位。

1970年至2000年于武汉汽车工业大
学(原武汉工学院)任教。曾任武汉汽车
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94年11
月晋升为教授，1996年被评聘为博士生
导师，1997年1月获国家教委、人事部授
予的“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
1999年4月获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称号。2000年起任华南理工大
学副校长（正厅级）兼研究生院院长。
2004年荣获“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称
号。曾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材料委员会理事、湖
北省振兴汽车工业领导小组成员、中国
机械工业教育协会常务理事、高教委员
会副理事长等职。

长期从事金属表面强化、失效及无
损检测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主持（或参
与）省部级课题研究14项。曾获中国汽
车科技进步四等奖、中国机械工业科技
进步三等奖、广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在《金属学报》《中国机
械工程》等刊物及国际会议上共发表学
术论文60多篇。主讲金属物理、金属力
学性能、金属力学性能的微观理论等课
程。指导硕士生24名、博士生8名，博士
后1名。出版教材和著作多部，主要学
术著作有《金属中的粒子强化》，湖北
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陈铁群
CHEN TIEQUN

人生欲何求
——陈铁群副校长访谈录

我的成长经历 

我出生在广东省五华县转水乡的一个小山村——枫
林。

据族谱记载：陈氏来源于河南颍川，后迁徙到江
西。广东陈氏始祖陈贽公，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元
朝天历年中（约公元1330年），受命到广东循州（今惠
州）任教谕（相当于教育局长）一职。后因元末农民起
义风起云涌，无法返回江西，遂在广东兴宁置地安家。
后来，其玄孙陈玑公再迁到五华，延续至今，已有24
代。

古往今来，广东客家人崇尚读书，可能与祖上的出
身、教育和传统有关。

我家祖父、祖母早逝，母亲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
人，我是老大。打小起，父母亲就一再告诫我们：要勤
奋读书，不能留级，谁留级，谁辍学，谁就回家放牛。
所以，我们都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生怕留了级，回家
放牛，即便放学后要帮家里干农活，也要把作业好好做
完。小学毕业时，我们同班33个同学考初中，包括我在
内，只考上三位，到升高中、上大学、留校任教、出国
留学，小学同班同学中就只有我一个了。

我弟弟也很争气，他是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经过
奋斗，被破格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后来还晋升为教授。
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闯出来的。

我报考武汉工学院，纯粹出于一种非常幼稚的想
法：离家越远，走的地方越多，见识也越多；来来往往
总要经过广州，不必待在广州。高中毕业时，有两个去
向可供我选择：或通过高考考大学，或保送到广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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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学院。我选择了前者，认为还是学点技术好。当时专业是由学校派定的，不是自选
的，我就读的是铸造专业，那时我有严重的专业思想认识障碍，觉得铸造专业太辛苦，
曾一度想退学，后因报到交完学杂费后再无钱买返程火车票，只好作罢。经过相当长时
间的磨练，我的专业思想才最终安定下来。

当时上大学，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虽然各方面的条
件还不太好，但在一个农村孩子眼里，已经相当不错了，每月13.5元的伙食费，35斤大
米，比起困难时期在农村饿肚子，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大学五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下过工厂，到过农村，在学校的附属工厂和农场
劳动过，期间的生活和经历，虽然艰苦，但为我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1984年，我赴比利时鲁汶大学进修，后转攻博士学位。比利时的鲁汶大学（KULeuven），
成立于1425年，是一所世界名校，在2016年世界大学（WORLD TIMES）排名位列第35
位，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由于申办签证的原因，到校时，已经是1984年的11月
中旬，学校已开学两个多月。刚到那里面临的倒不是课程进度的问题，而是如何入学注
册的问题。

1982年，我就已晋升为讲师了。当时国家教委规定：凡是已有讲师以上职称的，到
国外一律只能注册为访问学者，不准攻读学位；但比利时方面也有规定：凡是做访问学
者的，一律必须是博士学位获得者，否则，只能从硕士学位读起。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国
家尚未实行学位制时毕业的，哪来的学位？后来，经过与教育部反复协商，最终同意我
注册攻读硕士学位，这时都快到1984年的圣诞节了。

我是我国最后一批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在国外有两年时间，两年下来，拿到一个
硕士学位应该没问题。但我也了解到：鲁汶大学也允许在此期间攻读博士预科，大约花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学完指定的课程和实践环节，成绩优秀，可以直接读博士；如果通
不过，即便学习了再多的博士预科课程，或仅是成绩合格，都不能再回头拿硕士学位。
当时就想，搏一把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在1985年暑假前通过博士预科，两年时
间还剩下一年多，争取三年时间内完成博士学位。想到顶多延长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
以拿个博士学位回去，再困难也认了。尽管刚出国门，英语水平还不是很好，导师给出
的又根本不是我们概念中的课程，而是本学科中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但我还是在七个
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的实践环节和考核，并且以两门AA、两门A和两门B的优秀成
绩通过了六门理论课的学习和考试，顺利进入博士阶段。最后，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
里，获得了鲁汶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

我的导师Deruyttere，中文名字叫戴乐天，比利时人，是当时鲁汶大学的副校长，年
近六十，我是他的关门弟子。他集级别很高的众多社会头衔于一身，还是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空间材料研究组的副组长。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分数
最低的两门课的成绩就是他给的！不过，在他三年多的指导下，通过言传身教，不但教
给我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方法，还教给了我严谨、干练和守时的作风。出国留学，对我来
说是无可替代的人生经历。

1989年4月，在我即将回国前夕，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好几个指导过我的教授都
说中国国内太乱，劝我不要回国，留下来工作。唯独我的导师说，你的国家派你出来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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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对你寄托着很大的希望，现在你学成了，应当回去为她效力。最后，我听取了导师
的意见，于1989年5月毅然回到了祖国。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渗碳钢中的疲劳裂纹扩展，揭示了渗碳钢这种不均匀材料在疲
劳状态下的裂纹扩展行为，同时，首次发现了这种钢在疲劳过程中会出现表层疲劳软化
和内层疲劳硬化共存的现象。

关于教学、科研与管理 

我在担任行政职务期间，同时也承担了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了不少省部
级课题的研究，获得了一些科技奖励，但主要研究方向已经从材料学科偏向于管理学科
了。

我历来反对一个人兼职太多。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只担任一项职务，他会将百
分之百的精力放在这一工作上；如果他承担了两项职务，摊在每份工作上的精力只有一
半；如果有三项职务，那就只有三分之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谁都知
道这一点。

我从实践中认识到：作为一个双肩挑的行政领导干部，特别是校级领导干部，不可
能要求他“十项全能”。既然历史把我推到了行政岗位上，我就要在行政工作和专业研
究两方面作出取舍：勇敢地舍去专业研究，专注于行政工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
实在不肯放弃原有的专业，只能拿出假期、周末和业余的一点点时间，去维持，去从事
有限的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我到华工后，在基本维持原有材料学科研究的前提下，不得已将主要精力放到了研
究生的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方面。华工进入“211工程”建设以后，广东省政府每年补贴
的建设经费就那么一点，全校几千双眼睛都在盯着它，“狼多肉少”是基本现实。在坊
间，关于经费分配的说法本身就很多。我是分管这一工作的校领导，不想也不愿干那种
“近水楼台”的事，也实在不愿意去从中分一杯羹来维持我的专业研究！不过，“失之
东隅，收之桑榆”，我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

无奢青史，但求不悔 

2000年初，我所在的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与武汉工业大学和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合并进
入教育部，我也成了教育部管的干部。当时，教育部非常希望我留下来当校长，我则非
常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回到广东工作，叶落归根嘛，这样也有机会照顾我的八十老母。
感谢教育部，最后放行了，也感谢华工，接受了我，给了我一个服务于华工的舞台和尽
孝的机会。

2000年，教育部将我调到华南理工大学担任一个正厅级的副校长，同年11月，学校
又要我兼任研究生院院长。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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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在武汉当了三年副校长后又当了五年正校长，什么甜酸苦辣都尝过，来
到华工就希望行政担子轻一点，调整一下自己，多做点业务工作。

另一方面，要我分管的工作，实际上是涉及华工水平最高、任务最重的一块，包
括研究生教育和管理、研究生院建设、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高水平大学建设（包括
“211工程”和“985工程”）、院士的遴选和评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审等等。除此
之外，还有外事、港澳台事务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搞得好，没人说你好，搞得不好，
一个外来户，很有可能成为替罪羊。事实上，当我2007年退下来以后，上述艰巨的工作
就由两、三个副校长分担了，可见这些任务之繁重。

更为重要的是：2000年，华工的学科建设形势十分严峻，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如
下几方面。

“985工程”不知命运如何。当时，教育部推进“985工程”建设，全国只有清华、
北大等九所顶尖院校位列其中（清华、北大各获18亿元资助），至于其他部属院校命运
如何，能否被列入，不得而知，大家都在徘徊、观望和惶恐之中，不知自己学校的前途
将会如何。2000年暑假，学校在深圳求水山召开了中层干部研讨会，会议气氛就比较悲
壮！

前期试办研究生院名落孙山。1984年和1986年，教育部分两批共33所院校获准试办
研究生院，其中有教育部直属院校27所，同城的中山大学赫然在列，华工榜上无名，被
甩到教育部35所直属院校最后8名之内。直到2000年8月，我校才被列入第三批研究生院
试点单位，比中山大学晚了整整14年。

学位授权点量少面窄。当时，一级博士点只有材料、化工、轻工和管理四个，其他
历史悠久的老学科都空缺，甚至在我国最早获得二级博士授予权的机械、通信和建筑等
学科都没有一级博士授予权。二级博士点也只有24个。我们不妨细算一下。从1981年到
1999年的18年间，我国平均每两年一次共有过八次学位点评审，结果是：我校平均每两
次、历经4年才获得一个一级博士授权点，平均每次、历经2年才获得三个二级博士授权
点，而且都集中在工科层面上。

其他学科指标不容乐观。2000年，研究生规模很小，我校研究生的在校生规模只有
3373人，其中博士581人；两院院士人数少，只有何镜堂教授于1999年被评为工程院院
士；我校不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空白，而且提名论文也少。

上述状况，与华工这所重点大学的光环是极不相称的。我曾经向当时的国务院学位
办王亚杰副主任（现任邮电大学党委书记）汇报过我校学科建设的情况，他说了一句非
常耐人寻味的话：“看来，华工学科建设可以提升和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领导说话水
平就是高：不说你水平低，而说你可提升的空间大；不说你数量少，而说你可发展的空
间大。

尽管如此，我最后还是接棒了。我想：华南理工大学虽然不是我的母校，但它毕竟
是我家乡的一所重点大学，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在学科建设上继续掉队。

在我任内，归纳起来，主要做了如下几项主要工作。

一、广泛宣传，激发广大教职工学科建设的自觉性、使命感和责任感

接手研究生院院长一职后，一方面，我率领研究生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学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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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院系进行深入的调研，广泛宣传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了解各个学科的现状，帮助他们
找出问题。通过调研，找出了学科建设缓慢的原因：领导不够重视，上下思维脱节，没
有长远规划，没有总结教训。

领导不够重视。这从我校跨时18年、历经八次学位点评审而只拿到四个一级博士
授权点和24个二级博士授权点的事实可以清楚看出，如果领导重视一点，做个规划和预
警，让相关学院提前做些准备，学科建设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些。深入一点说，如果各级
领导都像对本科教学合格评估那样重视学科建设、重视研究生院建设和研究生教育，举
全校之力，并拨出巨款，层层把关，我相信我校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绝不会是这个状
况。

上下思维脱节。学校上下之间思维定势存在严重脱节的现象：学院认为学科建
设是学校的事，不是“我要建”，而是学校“要我建”的，因而学科建设的积极性
不高，主动性不强；学校层面则认为，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的文件精神已经传达
了，剩下的具体工作就是学院落实的事了。但是，学院是否真的落实了？落实得怎
么样？不得而知！

没有长远规划。在研究生院，我从没见到过一份全校学科学位点发展的全面规划，
去指导和要求各个学科何时和如何拿到一级或二级博士学科授权点。国务院学位办的文
件来了，一窝蜂地往上报，最终的命运如何，无法预知。

没有总结教训。在我校我也从没见过某一学科在最终评审中之所以失败的总结材
料：哪方面是成功的？到哪一关被封杀了？是什么原因？采取什么措施才能确保下次不
再失手？

理清了学科建设的整体情况，找到了制约学科发展的根源，我们即以此为基础，
确定了总体的工作思路，就是：深入动员所有院系，端正学科建设态度，高度树立“我
要建”的主人翁思想，提高学科建设的自觉性。根据各个学科发展的不同状况，做好规
划，分期分批地将它们推上去，经过几年努力，打好一个学科建设的翻身仗！

另一方面，我利用2001、2002和2003三年的暑期中层干部研讨会的机会，反复强调
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分析我校与兄弟院校之间学科发展的差距，激发广大教职工从事学
科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满腔热情。我这三年的发言题目分别是：①准确定位，抓住
机遇，建设一流大学（2001.07，肇庆）；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思考（2002.08，三水）；
③改革创新，做大做强，全面推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关于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的粗
浅认识（2003.07，东莞）。

通过细致的工作，我们统一了认识，凝聚了合力，为获得巨大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二、学科建设取得飞跃发展

在我任内，经历了2001年的国家重点学科评审，2003年和2005年的两次全国性博士
和硕士学位点评审。

表一记录了我校从2000年到2005年学科建设的主要参数。



>>> 7

管 理 者 篇guanlizhe pian

表一　2000年到2005年学校学科建设主要参数汇总表

时间
博士授权点 硕士授权点 国家重点学

科数
两院院士数 在校研究生总数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1981—1999年 4 24 0 60 4 1 3 374

2001年 6 2 4 902

2003年 10 58 0 131 6 3 7 952

2005年 14 75 20 175 6 4 11 792

从上表可知：与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相比，2005年，一级学科博士点从4个上升到
14个，增长了2.5倍；二级博士点从24个增加到75个，增加了2倍；一级硕士点实现零的
突破，新增20个；二级硕士点从60个增加到175个，也增加了两倍。我们在一次评审中获
得的各种学位授权点数量相当于过去18年的总和。

我校的国家重点学科数也由4个增加到6个，增长了50%。
从2000年到2005年，在校研究生人数由3374人发展到11 792人，增长了2.5倍；博士

生人数则从581人增加到1720人，增长了近两倍；到2007年我离任时，在校研究生总数已
近14  000人，研究生的学费收入也净增了一个多亿！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但使原有的绝大多数传统学科都有了一级博士学科授权点，
而且将学校的学科面拓展到了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以及哲学、法学、教育
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生物学、系统科学、水利工程、制药和公共管理学等一大批
新兴学科领域，为我校教师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值得提出的是：我校的两院院士人数，2000年只有1个，以后的连续三届院士评审，
我校每届都有1人当选，依次是2001年的曹镛教授、2003年的陈克复教授和2005年的吴硕
贤教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也实现了零的突破。

最近，我从媒体上获知：2016年3月16日，教育部下达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
果及处理意见。我校的法学博士点和艺术学专业学位硕士点被取消了，成了短命的学位
点！

让我想不明白的是：连海南大学这类大学的法学博士点都合格了，怎么华工的就过
不了关；为什么华南师范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大学和深圳大学的艺术学专业硕士
点都合格了，连汕头大学还有“限期整改”的机会，比它们水平高出一头的研究型大学
华工竟被一棍子打死，得了个“五年内不得重新申请”的“不合格”，被完完全全撤销
了呢？只有圈内人才知道：申请一个授权点是多么不容易，废掉一个学科点又是多么轻
而易举，真让人感到非常痛心！这种结局，我不知道应当由谁来买单？

三、研究生院实现顺利转正

2000年8月，正值教育部发文调我到华工任职之时，华南理工大学刚刚获得试办研究
生院的资格，2004年，教育部如期组织了对我校研究生院的转正评估。

表二记录了我校研究生院试办时和转正评估时学科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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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研究生院试办（2000年）和转正评估（2004年）时的学科建设情况

时间
博士授权点 硕士授权点

国家重点学科数 两院院士数 在校研究生总数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2000年 4 24 0 60 4 1 3 374

2004年 10 58 0 131 6 3 10 513

教育部专家组对我校研究生院转正评估的结论转述如下。

自2000年试办研究生院以来：

●学科发展、科研水平和研究生教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学科授权点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增长；

●研究生培养平台的综合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

●学校的综合实力上升。

正因为上述几年我校学科建设取得的喜人成绩，教育部才于2004年发出教研函14号
文，批准我校正式建立研究生院，希望我们认真贯彻执行《研究生院设置暂行规定》，
不断加强研究生院的建设，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这几年的学科建设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飞跃，取得很大的成
绩？教授还是那些教授，成果还是那些成果，材料还是那些材料，申报的基础那几年
并没有大变。说穿了，不是我有多大的神通，总结我们的经验，主要是：领导敢于负
责、周密组织工作、措施落实到位、注重校外宣传，以上种种因素的综合才能达到如
此效果。

领导敢于负责。我这样说，不是吹嘘我如何负责任，如何有担当，而是因为我从武
汉担任校级领导时就有着自己的处事准则和信条，那就是：淡泊功名，忌守成规，无奢
青史，但求不悔。

譬如说，整合学科资源，当年我
一直强调：为了我校的博士授权点，
只要属于同一个学科的，不管成果分
散在哪个学院、哪个系、哪个教研
室，都要把相关材料和成果整合起来
形成合力。当时就有人反对，他们对
我说，你的整合学科资源，就是拼凑
材料，国务院学位办是坚决反对的，
一旦被发现，评上的博士点也要被拿
掉，还要被通报。我说，这些材料本
来都属于华工的，也属同一学科，只
是不在一个小单位而已，怎么能叫拼
凑材料？难道说只有在一个锅里吃饭

陈铁群教授（右）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Vernon L.Smith教授赠送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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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叫夫妻，两地分居的就不是夫妻了？就照我的意见办，有什么责任我来负！
周密组织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各项评审工作都能取得如期的效果，我们从上到下进

行了周密的部署。
每当评审工作开始时，我们在研究生院吃透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召集全校各个学院

负责学科建设工作的副院长和专职秘书参加动员会，必要时还邀请学院院长或党委书记
参加。会后，由他们负责传达评审工作的相关事宜及步骤。涉及参与评审的单位，则成
立专门的小组，负责收集、整理和填报材料，研究生院派出专人提供指导和帮助。

一旦基本材料收集、整理基本就绪，我们即将有关人员请到白云山脚下的宾馆，闭
门2至3天整理材料，直到所有材料都符合研究生院认定的申报要求为止。不符合要求，
一律不得离开。

通过层层把关，使得我们把申报失误的风险减到最小。
措施落实到位。举个建筑学院的例子。建筑学，是华工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

它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早在1981年我国第一批学科评审时就获得了二级博士授予权。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华工建筑学院在社会上的名声很大，从文化部、教育部和建设部及
其他途径获得的奖项很多，项目经费也很多，但就是一直拿不到一级博士授予权。究其
因，主要是项目经费虽多，但科研经费少，项目经费毕竟不是也不能替代科研经费；而
且，整个学科中能代表其学术水平的论文、论著也不多。于是，我们建议学院从项目经
费中拿出一部分做科研经费来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同时，我专门从研
究生院的经费中拨出10万元，给建筑学院出版论文和论著。关键问题解决了，2003年建
筑学院顺理成章获得了一级博士授权点。我校各个学科的授权点都是通过类似的方式推
进和获得的。

注重校外宣传。所谓校外宣传，就是走访评委，有人对此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半
步。我说，不要一说走访评委，就认为是拉选票，是不正之风。我希望各个学科都要提
前走出去，做好宣传工作。你不走出去，到申报了，到评审了，就靠那一本评审资料，
专家怎么能深入了解你的学科优势？怎么给你投票？再说了，你以为北京承办2008年奥
运会的机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2000年的申办权北京会落败而澳大利亚的悉尼则
成功了？如果我们的相关领导不去走访国际奥委会委员，不让他们全面了解中国的政治
背景和经济实力，他们会给你投票？

我们不但做通了校内相关人员的工作，而且拨出经费让我们的人走出去，宣传华工，
宣传我们的学科成就和学科优势，请专家指出不足之处，到申报时就能做到万无一失。

四、不断创新，努力推进研究生的教育教学改革

作为研究生院的院长，不但要统领学校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还要不失时机地对研
究生的教育和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探索和研究。

当时，尽管我们的办学经费不是很多，我还是从中拿出一部分经费作为全校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的基金，每年资助数十个研究课题，深入探索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
创新之路。从中，我们收获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也为申报省级和国家级课题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领衔的“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产学合作教育新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也是在那个环境下产生的。它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贯通式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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