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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毓琦先生（1934 年--）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及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何先生长期从事系统控制科学及工程应用研究，在控制理

论领域的多个方向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动态系统现代控制理论的创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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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程应用研究，在最优控制、微分对策、团队论、离散事

件动态系统和智能系统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动态系统

现代控制理论的创导者之一。何毓琦博士长期致力于祖国大

陆的科研发展，不但培养了多名中国学生，更在 2001 年受



聘清华讲座教授。何毓琦博士以敢于针砭时弊闻名科学界，

2007 年 4 月 25 日入驻科学网博客以来，受到网民的热烈欢

迎。现根据部分网民的要求，全文翻译《一个大学教授在美

国的生活》（Life of an Academic in the US）一文，希望对中

国读者有所帮助。 

 

除了在工业界全职工作了三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美

国渡过的。尽管我一直只供职于一所大学，我在伯克利、得

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伦敦帝国学院做过整学期的访问学

者，而且还对全世界无数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过短期访问。

因此，将我 40 余年的经历与科学网的中国读者分享大概是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此外，在适当的时候，我愿意将这些在

美国的经历与中国的情况相对照。当然了，美国大学的种类

很多，我将主要讨论研究型大学。一些非常优秀的纯教学院

校则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如马萨诸塞州威廉姆镇的威廉

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和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斯沃特

穆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最后，下面写的都是我的

个人经历，请不要当作典型或者真理。在一流大学晋升主要

通过两种途径。第一，成为一名伟大的教师（仅仅优秀是不



够的）。也就是说，你能够在教授常见本科课程，比如基础

经济学、基础物理、计算机入门等课程的时候发挥创造性和

组织能力。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从学术水平上讲，

一个系里能够教这种课的老师很多，你必须表现出超常的教

学和创造力。另外，学校里选课人数众多的本科课程其实很

少。我在哈佛待了 40 多年，经常看到非常优秀甚至近乎伟

大的老师没有拿到终身职位，不得不离开哈佛。（注：美国

大学盛行一种制度，即所谓的“七年试用期”，在这七年里，

你要么拿到终身职位，要么走人。不遵守这“七年试用期”

的学校会被列入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黑名单。）另外一个

晋级的途径当然就是搞研究了。教学基本上只是一个本地行

为，而研究则是世界性的。对学校来说，一流的研究工作的

性能价格比比教学要高的多，因此学校更看重研究。然而在

一流大学里，你的竞争对手是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比如在哈

佛，在决定你是否能够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学校会特意把

你与世界上同领域的权威放在一起比较。我是在 1965 年拿

到哈佛的终身教授职位的，那之后的 30 年里，我们系没有

授予任何一位系统科学领域的年轻教授终身职位。尽管哈佛

校长和各系主任绝对不敢承认，我早早就意识到而且不断地



教导年轻同事们：“哈佛付你钱是为了让你维护并不断提高

它的世界声誉的，别的都是次要的。” 因此黄金法则一：尽

早建立你的国际学术声誉。为了搞研究，你必须有经费、有

学生。实际上，如果没有经费，你根本不可能供得起学生。

在美国，尽管有各类奖学金，大多数研究生还都依靠导师的

科研经费支持着。一般一个研究生一年要花掉导师五万美

元。如果你的组里一直保持五到六个研究生的话，你每年最

低必须保证 25 万美元左右的预算，而你必须和全美国的同

领域科学家们竞争来争取这些经费。你不用指望研究生的头

两年能有什么回报，博士生只有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才开始出

成绩，所以导师在录取研究生的时候是做出了很大投资的。

我认识不少同事，跟我发誓赌咒再也不招中国学生了，因为

他们来一两年就跑掉了，要么转去一个更好的学校，要么有

了别的什么机会。不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从法律角

度看，学生没有义务必须读完博士，但是从道德角度讲，导

师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你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然而，

并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行为对于后来想

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等于是过河拆桥。还有，一个一

线大学教授至少要花 25%的工作时间在编写基金申请书、准



备研究报告和撰写论文上。因此黄金法则二：擅长写作和演

讲，了解什么是最前沿的课题，也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当然了，如果你能开创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说

服全世界这就是最前沿的，那就更棒了，所谓“英雄造时

事”。）黄金法则一和黄金法则二意味着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

你是谁。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优秀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文章，在学术会议上好好介绍你的研究。很多科学家以为搞

科研是最最重要的，相比之下，写论文和做报告不那么重要。

但是实际上，除非你提出了相对论或者搞定了人类基因图

谱，你的研究要跟成千上万和你一样聪明的人竞争。实际上，

我个人认为，有个好想法，写篇好文章和给个好报告是三项

独立的而且同等重要的工作。每一项工作要付出的艰苦努力

都是完全不同的。要想做个好报告，仅仅从论文里复制拷贝

制作一套 PPT 是远远不够的，对着论文照本宣科也是远远不

够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本来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做的报告惨

不忍睹，令人不忍卒听。实际上，一个好的报告应该能够让

一般听众听懂，同时又给专家同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统

计数据表明，一篇普通的发表了的科技论文的读者只有 5 位，

其中还包括了论文的编辑和审稿人。但是，一次优秀的讲座



的听众可能多达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大多数听众一

个月后大概都不记得你讲座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多年以后他

们可能还会记得，你的那次讲座非常成功。这种针对听众的

讲座能给你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目前，各种政府基金

管理机构的官员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主要就是为了了解最

热门的研究领域，发现那些值得资助的人。你给报告的时候

他们很可能就坐在听众中间。那么，让你的报告清晰易懂的

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然而，我还是不断地碰到很多研究出

色的科学家在做报告的时候完全无视听众的存在，报告晦涩

难懂，让人觉得他非常傲慢无礼。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听不

懂别人的报告，就怪自己无知；现在，如果我听不懂一个人

在说些什么，我就怪那个作报告的人。让报告清楚明白、不

浪费我的时间是他的责任。我的座右铭是“完全可以让任何

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适当地明白任何事情。”  多年以来，

投身学术研究意味着接受一种较为贫穷的生活方式，因为学

校的工资低于工商业界，但是至少在科学技术领域，情况已

经大为改观。为工业界做咨询可以大大增加你的收入，但是

做咨询的真正好处在于你处理的是一些实际问题，你经常会

受到这些实际问题的启发，转向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你取得



任何一点成绩都会有一支“拉拉队”自动为你欢呼加油。你

根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说服别人你的工作很重要。你

也不会钻牛角尖，在一些没人感兴趣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几

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意识到咨询的这一好处，允许教授每周

一天时间用于咨询工作。就我而言，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

不断地从事咨询工作，而且我敢说我所有绝妙的研究想法都

来源于某项咨询工作，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项咨询项

目所知甚少。合适的咨询工作会创造“三赢”的局面：客户

赢、学校赢、你也赢。投身科研的另外一个次要好处是你可

以借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周游五湖四海。商业界的人出差，

时间都很紧，基本上来去匆匆，没什么休闲的机会。但是研

究人员出差，会前会后都能找出观光的时间来（比方说王鸿

飞博士的博客里写到的）。比起旅行的全部费用，你自费的

部分是很少的。有本旅游手册叫做《有生之年必去的 1000

个地方》，我在 40 余年的学术生涯里，已经和我太太去了这

1000 个地方中的 230 个，还不算很多这本书没有列出来的地

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走千里路胜读万卷书。”旅行能够

让你增长见识，而且在学术界你会和很多第一次见面的国际

同行交上朋友，因为你们的研究兴趣相投，所以能够一见如



故。他们是你最好的导游。（注：有一次，我让我的一个中

国研究生招待一位南美同行，她回来以后非常兴奋，告诉我

说这个陌生人竟然能够理解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中的种种精

妙之处，尽管他们来自两个隔着千山万水的不同国家，年龄

相差很多而且以前从未谋面。）至于研究的乐趣嘛，当你在

数个月的艰苦工作后第一次有了不错的发现，你会陷入几秒

钟的狂喜——全世界你是唯一一个认识这个真理的人。这样

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彻夜难

眠，有时候甚至会高兴到胃疼的地步。我没有在商业界待过，

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是我想这种发现的喜悦大概不亚于赢

得一个大订单或者在股市大有斩获。要是我一年能享受一次

这样的喜悦，我就很满足了。一个人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审

查他一生撰写发表的所有文章，也许只有 10％能够经受时间

的考验。这和旅行很相似。你很高兴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只

有几个地方让你终身难忘。最好的一点是，搞研究的人时间

比较自由，基本上你可以自行安排。你是你自己的老板。和

普通商业界人士比起来，除了申请经费，你不得不做的无聊

重复的工作要少很多。你可以在你真心喜欢的工作上投入差

不多 50％的时间和精力。我一直告诫我的学生，如果你 50%



的时间喜欢你正在做的工作，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工

作！因为你喜欢你的工作，所以你会格外刻苦。节假日和平

时没有区别。一天工作 20 个小时、一周工作 100 个小时更

是家常便饭。我已经这把年纪了，而且正式退休了，每天醒

着的一半以上的时间还花在学术上。  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

闻，还有我在科学网博客上读到的，我发现中国的学术生活

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和世界其它地方越来越像了。我期

待着将来与科学网和其它地方的同行们更多地交换意见。

（科学网 何姣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