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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一教授生平

　　１９５１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物理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
纳米技术发展中心主任；曾任中国真空学会理事长、上海市真空学会理事长、上海市电子
学会理事长、国际真空科学技术与应用协会（ＩＵＶＳＴＡ）执行委员。

华中一教授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即从事电真空器件方面的研制工作，主要成果有
医用Ｘ光管、高压整流管、成套高真空设备（约３０种）、国家真空计量基准、探测油田油层
厚度的中子管、１２寸黑白显像管、９　０００电视线微点管等，其中“可用焦耳热除气的超高真
空热规”和“简式冷规”获１９６３年国家科委四新奖、１２寸黑白显像管（联合设计）获１９７９
年四机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其后在表面分析方面，“表面芯能级联合谱仪”获１９８６年上海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电子光学的ＣＡＤ和最优化设计”获１９８７
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纳米电子器件用高分子薄膜和有机导线”２０００年被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评为“特优”，所获专利被授予１９９９年上海市科技发明选拔赛特等奖；“分子计
算机用逻辑门材料”被评为２０００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之一，以及２００１年上海市
优秀发明选拔赛一等奖。

华中一教授共发表论文１７０余篇，拥有发明专利１６项（包括美国发明专利２项和日
本发明专利２项）。主要著作有《高真空技术与设备》等１１本；主编英文版《Ｖａｃｕｕｍ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共３卷。其中教材方面，《真空实验技术》获１９９２年全国优秀教材奖；合
著《电子光学》获１９９５年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１９９５年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
秀教材一等奖。译著《扫描隧道显微学引论》获１９９７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翻译著作奖。
科普作品方面，《硅谷夜谈》（单篇）和《超导热》双双获得１９９０年上海市第三届优秀科普作
品一等奖；《超导热》并获１９９６年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科普作品选集《硅谷
夜谈》在１９９８年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

华中一教授１９７７年被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评为“上海市先进科技工
作者”；１９８４年被我国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１９８５年获美国印第
安纳大学班顿大奖章（Ｔｈｏｍａｓ　Ｈａｒｔ　Ｂｅｎｔｏｎ　Ｍｅｄａｌｌｉｏｎ）；同年被美国巴尔的摩（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市
授予“荣誉市民”称号。１９９０年被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授予“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学工
作者”称号；１９９２年因“中国真空技术的开创性工作”获美国传记学会（ＡＢＩ）颁发的终身
成就学院金奖和英国国际传记中心（ＩＢＣ）颁发的二十世纪成就奖；２００１年被中国科协
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同年又被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
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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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纪念华中一教授

———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和益友

复旦大学荣休校长　王生洪

　　华中一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当时我正在复旦校长任上，突然传来了他在南
京参加学术活动时病故的消息，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华中一教授是那样地热爱自己的工
作和岗位，那样的热情，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复旦大学、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我们都为过早地失去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而感到惋惜。今天，我们出版这本纪念集，
也多少可弥补一些缺憾。

华先生是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的，自此以后，就一直辛勤耕耘在复旦园内，在
一个个“首次”和“第一”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他参加研制第
一只国产医用Ｘ光管和高压整流管；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用三维有限元计算在真空状态下
显像管玻壳应力分布的方法；在国际上首创共振电子出现电势谱的方法；研制成功国内第
一台表面分析仪；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用变电位边界代替双曲面而在封闭空间任何位置得
到严格的静电四极场；在国际上首先研究成功不用电子能量分析器而能获得表面元素分
布图的方法；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在超高真空下用原子操纵法制备“原子夹层”的方法；在国
际上首先发现两种在室温下即具有电双稳特性的全有机络合物；在国际上首先研制成功
能用于直接重写式蓝光ＤＶＤ的存贮材料，等等。五十年历程，硕果累累，作为我国真空科
学和技术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华中一教授对科学领域不断求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值
得我们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年轻同志学习。

在华先生五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他治学严谨，为人谦和，热爱生活，严格要求。他培
养的一批又一批学生都工作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在学生的眼中他始终是一位谆
谆的长者、也是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有许多学生都为能够得到华先生的教诲而一直心存
感激。华先生十分重视教育思想和方法的探索，也十分热心于科普事业。很早以前，他的
《硅谷夜谈》就在海峡两岸出版，得到两岸读者高度的赞誉。他的著作《头脑风暴》不仅生
动地介绍了国际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成功的科技政策，而且在创新和素质教育方面也
发表了许多独到的真知灼见。

华先生还积极为拓展复旦的国际影响而尽心尽力。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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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要设法与当地的校友和校友会联络见面，介绍复旦的发展。如今，复
旦校友遍布五洲四海，其中不少人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他们都依然对
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都与以华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复旦人的不断努力密不可分。

华先生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多年，为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呕心沥血。复旦的今
天，是一代又一代复旦人不断奋斗的成果，也是历届领导班子共同努力的成果，华中一先
生也为此付出了辛劳、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正是国内外政治
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他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为确保学校的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
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还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学校的发展。还记得１９９９年底学校
进行重点学科遴选，请华先生担任交叉学科专家论证组的组长，他欣然答应，一丝不苟地
主持每一场报告，用他自己的话讲，还是因为“对复旦充满了感情”。

如今，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复旦大学也走过了一百零五年的光辉历程。回
顾和纪念华中一教授为复旦和国家的科技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和他的高尚的品格。就是
要让我们大家可以更好地学习对工作的敬业和一丝不苟，对新事物的敏感，对治学的严
谨，为人谦虚，热爱生活的精神，发扬复旦的优良传统，齐心协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最后，利用这个机会，让我再次对华先生致以崇高
的敬意。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于复旦校园

华中一教授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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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办学理念

　　我在１９５２年底，因院系调整，随周同庆老师从交通大学到复旦大学工作，至今已有半
个世纪。风雨五十年，总算对这个学校有一定的感情和一定的认识。

我曾担任过复旦５年半副校长和４年半正校长之职，共１０年。在这段时间里还经历
了１９８９年的那场风波以及随后“一年级军训一年”的“殊遇”，占去很多有效时间。但作为
校长，对于大学教育，我还是经常思考，有自己的理念。主要的观点可分述如下。这些观
点当时都曾陆续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在今天看来，有些提法可能已不符某种新的政策，
不过我想立此存照，不加改动，作为纪念百年校庆的一点校史资料。

１．“文革”造成的破坏使我对“阶级斗争日日讲”的危害性有充分的体验。但我认为，
教育还是有阶级性的，表现在教育为什么人服务。我反对“贵族化中学”，反对办“学店”，
反对“教育产业化”。

２．我认为学校对学生的责任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教育，二是保护。大学的目标是要
培养开创型人才，对学生的要求中最重要的是“创新”。要了解学生的特长，要他们学得宽
一些、活一些，还要鼓励他们的学习创造性。而在所有的措施之上的，乃是经常的、不懈的
思想教育：一是要解决学习动力问题；二是要抵制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的侵蚀。

３．在１９９０年时我提出复旦在“八五”期间如何贯彻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精神的意见
（见《复旦教育》１９９０年第１期），认为当前由于教育资金的制约，应当少提“建成世界第一
流大学”等不现实的口号，而重要的是制订近期和中期的计划，踏实工作。目前要尽力做
到的是把学校办成“综合性”和“国际型”（不料在２００３年南京大学校长也提出这是他们南
大三个目标中的头两个）。

４．学校的专业设置要不断适应学科前沿的变化和社会需求。复旦除办好人文、自然
和管理科学外，还特别应当利用其优秀的理科基础，面向应用目标，培养高技术的研究开
发（Ｒ＆Ｄ）型人才。这种人才同一般工科专业培养的工程师是不同的。

５．赞成文理渗透。特别是理科学生需要文科知识，其理由除研究工作外，还涉及学
生个人的文化素质和气质的培养。反过来说，对我校学生目前已进行的文学艺术方面的
教育，要经常考察其思想倾向。

６．国际上所有名校校长的主要责任都是：一是为学校寻求财源；二是聘请优秀的教
授，选择适任的行政人员。除此以外，校长可以不知道全校谁最懒惰，但一定要知道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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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不单是教师）中谁最勤奋。要在党委领导下，尽可能减少学校的“熵”（内部的混乱
和无序）。

７．学校在任用干部时要慎重、要民主。对于下面推荐的带学术性的职能部门负责人
（处长、系主任、院长、副校长等）要考察两点：一是真正有学问（是公认的，不是自吹的）；
二是有好的个人品质（不浮躁、不胡吹、不摆架子、不搞派性）。这样才能有管理的力度并
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８．学校在评定教授或博导等业务职称方面也要“公开、公正、公平”。校长要尽量减
少“特批”的案例（ｃａｓｅ），甚至可以放弃“特批”的权力。政策要对青年人倾斜，但不能过
分；对回国任教的学者也要倾斜，但也不能过分。如不小心造成人为的不公平，就团结不
了教师队伍的大多数，会在整体上损害学校的教学质量。

９．学校的资金，不论大小，不论是政府拨款或私人捐赠，任何人都无权命令财务部门
执行未经集体讨论的决定。

１０．校长也要管有碍学校观瞻的“小事”。例如反对在校门口两旁的布告、展板或海
报中出现错别字（包括英语的拼法）；反对学生在进入教室上课时穿汗背心、拖鞋；反对在
老师讲课时学生在下面喝水或吃东西；反对在校园里青年男女（有的不是学生）的不文明
行为或作出不堪入目的举止，等等。

至于复旦的精神，对求知这方面来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很好的教谕。但对
办学来说我认为还要加上两条，即在师资队伍方面要引进缺门的优秀人才；在培养学生方
面要紧跟社会的需求。除此以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复旦在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要少一
些自我陶醉，而应像我们国家领导人讲过的那样，要“居安思危”。十多年前我曾应校工会
书画展之邀写过一首诗，现重录如下（其中改动二字）：

莺啼燕语报新春　盛世风雨闻鸡鸣
长歌不似延河水　高官敢忘旧时盟
遥望南天云百足　漫倚东海浪千顷
擎天赖有丹心在　万峰岭上月自明

至于这些想法是对还是错，那就请各位评说了。

编者注：该文系由作者生前字斟句酌亲自审定，并特别说明不能改动一字，充分说明作者
对此文的慎重认真态度，文章表达了作者对教育事业的深邃思考和他的真知灼见。文章
所阐明的办学理念的正确性随着时间的推进将得到充分的证明。

华中一教授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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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社会的人才培养＊

　　一场世界范围的新的技术革命，已悄悄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国外对此议论纷纷。有
的称之为“第三次浪潮”（Ａ·托夫勒），有的称之为“第四次产业革命”（Ｓ·斯塔莱克），也
有人称之为“十大趋势”（Ｊ·奈斯比特）。但不管说法如何，他们一致认为，由于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将产生新的飞跃。这种飞跃以知识（或信息）作为特征，因此又称
为“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在达到高度工业化以后，现在要从工业
社会转入信息社会。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要作出正确的对策，除了要解决整体规划和技术路线外，依靠什么样的人来完成这一任
务，尤其是带有战略性的大问题。本文将就后面这一点提出一些看法。

什么是信息社会

一个问题在没有被充分了解之前，往往有很多答案。它可以是完全肯定，也可以是完
全否定。但实际上我们对周围问题的知识多半处于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之间。如果我们
根本不知道答案应当是肯定还是否定，那就表明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或者称为最“无知”
的状态。如果有人告诉你关于这问题的某一情况，那么这是一个“消息”，但不一定是“信
息”。一个消息所包含的信息量就是对观察者知识的变化。如果消息告诉你的内容是你
已经知道的，就不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也就没有传送信息，或者说这消息的信息量等于零。
所以，信息和知识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比较简要的说法。更严格一些的定义是：
信息即一种既能创造价值、也能进行交换的知识。

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急剧增长。有人估计在十九世纪时知识每５０年
增长一倍，现在则是每３年增长一倍。这种增长速度之快，犹如爆炸的气浪，所以有人把
这叫做“知识爆炸”或“信息爆炸”。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将依
赖于信息的获得、传输与处理，有人就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有两个重要标志。
信息社会在人力结构上的标志是白领工人的数字超过蓝领工人。所谓“白领”和“蓝

＊ 本文原载于《头脑风暴》，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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