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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里的清华园里的““挑战者挑战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博智刘博智

“挑战，是一种信仰”

张玉志总是身着一件普通黑色夹克外套，走路
快似一阵风，他是清华1980级计算机系的老校友，
回到清华的机会不算多。但张玉志每次回清华，总
会询问清华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科
协”）是否继续存在，现在办得如何。听说清华科协
做了很多活动，“办得不错”，他总是会心一笑。

1983年4月，清华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成
立。张玉志是科协第二任会长，1984年，他和科
协的同学们写了一份关于校科协发展的厚厚的报
告，堵在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书记李传信的
家门口让他们阅读，希望多争取学校层面的支
持。结果出乎意料，学校拨了2万元资金给校科
协做活动经费。要知道，2万元在20世纪80年代
初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据说当时整个学生会一年
的活动经费才6000元。

有了经费支持，张玉志就开始放手办起各种
活动，“科技作品展”就在张玉志的手上第一次办
了起来。如今闻名遐迩的“挑战杯”，是从清华走
出去的一大品牌。最初的形式，只是清华大学校
科协所举办的“校园科技作品展”。由于当时打字
机还没有普及，科技展的好多资料是张玉志和同
学们用铁笔刻蜡纸油印的，十分简陋。

第一届科技作品展的作品主要分为三类，一
是论文类，二是制作类，三是软件类，参加者非常
积极。但什么是科技作品？哪些科技作品有价
值？当时大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对某些作
品的重要程度也很难把握。

当时化学系的一名学生测出了一个化学常数，
声称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张玉志就去请教了化
学系的教授，验证这个常数的重要性。教授看后，既
没肯定，也没否定：“要说这个常数是不是世界领先
水平，那当然也是；但是呢，化学世界的常数实在是
太多了，成千上万呢，所以这个常数是不是有很大的
价值，那又是另说了。”张玉志解释：“这就好比我去
量了一下某两棵树之间的距离，我可以说我是测得
最准的，但这意义多大是需要讨论的。”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尽管当时的清华学生对
科学创造的认识有很多困惑，但科协的存在对整
个校园的科技氛围有很大的提升。

1988年，清华大学首次向当年获得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团体冠军的自动化系颁发了“挑战
杯”。1989年，在团中央和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
下，清华大学承办了首届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活动，来自全国51所学校的396件作
品参展。清华大学的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模式
走向全国。这一年，清华以640分获得团体冠军，
捧得全国首个“挑战杯”奖杯。

40年过去了，“挑战杯”已经不再只是展示科
创成果的比赛，更是启发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注
重成果转化的平台。

造车？发射卫星？这是学生能干的事情吗？
在“挑战杯”的舞台上，一次次“妄想”变成现实，一
张张图纸变成实物。

看着“未来汽车”从图纸上“跑”到实际路面，
秦宇迪说：“那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

美好的背后，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挑战。
秦宇迪，清华大学车辆学院2019届博士生，

“未来汽车”学生兴趣团队成员。“未来汽车”的梦
想始自大三，那年上振动力学课程时，他突发灵
感，想要利用成熟的悬架系统，以解决轮毂电
机驱动技术振动过大的痛点。

随后，秦宇迪和伙伴们又有
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制造一
辆能用能跑的整车，参加全
国“挑战杯”比赛。自此
之后，他们狂啃文献、推
敲写作、反复沟通，常
常熬通宵。经历了多
次断裂、坍塌、散
架、再造后，秦宇迪
和伙伴们终于造出第
一台“未来汽车”。中
国北方车辆研究所的实
车道路测试结果显示，
车身、电机等部件的振动
问题得到大幅改善。他们也
凭借“新型轮毂电机车轮设计及
其整车应用”项目，摘得全国“挑战
杯”特等奖。

随后，秦宇迪的项目团队成立了公司，路演、
比赛、洽谈，他们收获了不少合作项目订单，并与
行业内公司达成专利和技术合作。

“挑战杯”历来就是梦想成真的舞台，一个个
创新想法通过不断挑战，迭代形成专利、论文、样
品，进入实际应用，开始改变人们生活……

2011年，清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科协提出
有力的口号：“挑战，是一种信仰”“崇尚科学、追求
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谁曾想到

“挑战杯”从清华三教的一次小展览一步步发展成
为40年后全国每年超过200万名大学生参与的
课外学术科技赛事。

如今，参天大树已长成，“挑战杯”已经成为清
华校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内核流淌的
不断进取的科研精神，也早已烙在清华人心中。

1995年，中国互联网与国际接轨刚满一年。
在中关村南大街零公里处竖立了一块著名的广告
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
1500米。”

很多人都还记得瀛海威这句经典的广告语。
在那个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摸过电脑的年代，在距离
此处几公里的清华大学里，一群年轻人正乘上这次
浪头，他们不仅是“弄潮儿”，更是“破浪者”。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
全球体系快速融入，高等教育面临了诸多新机遇

和新挑战，“挑战杯”也是这样的“弄潮儿”
和“破浪者”，它紧跟时代热点，在组织
模式、赛题命制等方面进行多次主动调
整。

互联网浪潮席卷而来，在第9届
“挑战杯”科展中，清华科协首次引
入计算机专项展厅。1998年的“挑
战杯”集中举办了7场信息主题论
坛引导学生和国际热点话题接轨。

很长一段时间，清华学生常促
宇总为一件“小事”犯愁——实验

室9点关门，时间紧迫，自己的科研
数据储存花费时间长，而当时唯一的存

储工具软盘效率低下、容易损坏，给工
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能不能用更为可靠的固态的芯片来作为存储
介质呢？”常促宇想，他先是托朋友在国外买了一批
闪存，然后自己开始设计。过程中，合作伙伴先后
因失去兴趣而退出，只有常促宇一人坚持做完，最
后研制出的设备速度快、稳定性好。

常促宇的“奇思妙想”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改变了计算机行业的历史。在清华大学第14届

“挑战杯”竞赛上，常促宇的“USB接口的移动存储
器”一举夺魁。后来，这个小装置有一个更为熟知
的名字“U盘”。从此以后，常促宇在同学中有了一
个外号——“中国U盘之父”。

1999年，中国互联网浪潮刚刚兴起。周云帆、
陈一舟、杨宁三位斯坦福高才生回国创办Chin-
aRen，第一站目标就是直奔清华而去！

“你们年级最牛的人是谁？”三人踢开了清华计
算机系宿舍楼一间宿舍的门。按照学生提供的牛
人名单“挖人”，其中一个少年，叫作王小川，后来创
立了搜狗公司。

每次总结自己的创业成功秘诀，王小川总是
会提起自己当时在科协组织“挑战杯”比赛的经
历。王小川在科协的那段日子，与一群志同道合
的同伴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在计算机系时创
办了智能体大赛，一直延续至今。他仍然记得在
第一届坦克大战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围
观机器人打仗，体会智能性。

清华“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的故事，要从百年前的
一天说起。

1915 年 9 月 18 日，清
华学生叶企孙倡议并与同级
同学共同成立了清华校史上
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
会。科学会成立的前 3 天，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
志》，倡导理性与科学精神。

这个清华校园中的小社
团，每两周举行一次科学报
告会，由会员轮流开讲座。
每个会员按照自己的专业特
长，主讲各学科领域的知识
信息，范围极广，如天演
说、苹果选种、测绘法、废
物利用等。

那一年，叶企孙还不满
18 岁，距离他成为知名的
物理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但那颗科学创新的种子
已在他心中发芽，厚积薄
发，静待破土冲天。“青
年＋科创”，这个组合激发
了清华学子对科学世界的无
尽渴求，它曾无数次成就了
中国的科学奇迹。

很多年后，科学会的基
因得以赓续。这样的组合，
又有一个新名字——“挑战
杯”。这个40年前诞生于清
华三教的一次小展览，一步
步成为全国每年超过200万
大学生参加的课外学术科技
赛事。40年来，无数学子热
情似火，步履不停；他们知难
而进，创新引领；他们直面挑
战，与创同行。这群人在突
破自我的道路上追梦不止，
留下一串串灿烂的足迹。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读大学、
毕业、分配工作，人生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理所应
当。

1981年，刚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邓锋
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他看到一本《硅谷之火》，系
统介绍了硅谷的创业史，“原来人生还有创业这
条路可以走”。邓锋中学做航模，大学自己做收
音机、扩音机，科技创业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

1988年的清华“挑战杯”上，邓锋带着自己做的
一台改进型的单板机图像处理加电子数字照相机到
了会场，惊呆了所有人。他做的相机有冰箱那么大，
上面既有工业摄像头，又有单板机，但做得比较初
级，只有黑白两色，也只有64000像素。

“即便如此，它也有实际的工业用途，而
不是纸上谈兵。”后来这台机器经常可以

在旅游景点看到，游客拍下照片后，
可以打印图片，烫印在T恤或手绢
上。他将机器的专利以20万元
转让给北京的一家企业。挣得
第一桶金后，他干脆在清华2
号楼租了3间房，招了几个学
弟，开始从中关村承接各种项
目。在20世纪90年代父母
一个月工资才70多元时，他
给学弟一天开100元钱。

后来，他创立了北极光风
险投资公司，成为了著名的投

资人。从“第一团火”，变成“第一
桶金”，这样的故事，在“挑战杯”上

不断地发生。
“清华学生创业，十人中八人能成

功。”启迪控股执行总裁张金生如是说。背后的原

因，概括起来是一个词——技术型学霸。一项调
查统计显示，至今清华大学已培养了超过1800名
中国新经济领域的创业者，俨然成为中国创业者
的“最强军校”，而清华的创业基因也离不开“挑
战杯”这块厚壤。

谈及自己创业历程的时候，常促宇特别提到了
清华大学的相关举措对他的支持。当时学校举办大
学生创业大赛，允许大学生甚至是在校学生出去创
业，从而掀起了整所学校的创业高潮。

20世纪90年代末，公众对于“创新创业教育”
仍存在质疑时，清华大学敢为天下先。1997年，还
是在校学生的慕岩、杨锦方、聂风华等36人共同创
办了清华大学学生科技创业者协会。

1998年，学生创协举办了亚洲高校的第一个
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时任学生创协会长的杨锦方
带着团队打了2000多个电话联系企业，吸引了全
国1.6万余名学生报名参赛。现任中文在线董事
长、清华大学汽车系校友童之磊凭借其数字阅读项
目“易得方舟”夺得了当年的冠军，后来从这届“群
星闪耀”的创业协会走出了美团、搜狗、清科集团等
一批企业“掌门人”。

1999年，清华大学承办全国第一届“挑战杯”
创业计划大赛，汇聚了全国120所高校的400多项创
业项目，吸引了100多家媒体前来报道。该届大赛中
诞生了由清华大学邱虹云等人共同创办的“第一家大
学生创业公司”。

从这一年起，“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大挑”）和“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小挑”）双剑合璧，“挑战杯”的内涵被进一步拓
展，创新创业的教育逐渐发展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
重要环节，推动着无数当代年轻人参与到“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中。

2012年，在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
机系副教授翟季冬在讲台上激动地说：“中国的第
一台超级计算机是从美国进口的，它被关在玻璃房
子里，美国人随时都可以去检查，中国人在上面运
行什么程序都需要美国人的批准。后来，我们自
己创造了超级计算机，但依赖进口芯片是悬在我
们头顶上的利剑。”

面对满屋子的学生，翟季冬掷地有声地说：
“纯国产的超级计算机已经不再遥远，但他们说，
我们还没有真正懂它的人……面壁十年图破壁，还
看今朝。”

台下一名学生放下手中的笔，直直看着翟教
授，眼中闪过一丝坚毅：“老师，面壁十年图破壁，可
是壁在哪里？”

“清华准备成立一支超算队，三年后参加国际
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去参加吧！你会看到那
面墙壁，如果没有第一个，你就做第一个，去打
破它。”翟季冬说。

这名学生后来成为清华超算队的队长，一群
由大三大四学生组成的清华超算队，开始朝着顶
峰发起冲击。夜深人静时，只有点亮的屏幕和嗡
嗡作响的机器陪伴这些“破壁”的年轻人。

超级计算机是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
要标志，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直接关系到国
家安全和人民生活。

美国《商业周刊》网站曾发表文章称：“在过
去的10年里，中国和美国一直在争夺超级计算机
的领先地位。而这一趋势似乎仍在继续。”

2015 年 ， 在 国 际 大 学 生 超 级 计 算 机
（SC15）竞赛中，清华超算队首次夺得冠军，成
为全球第一支在同一年获得三大超算赛事大满贯
的团队。集齐“超算三大赛事”冠军的小伙子们
平均年龄还不到21岁，就连他们的指导教师，也
是一位5年前才博士毕业的年轻人。

“有些东西，是困不住的！”这群年轻人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

70多年来，中国试图打破层层封锁，核心科技
自给自足，关键领域握于掌中，这是国人代代相传
的殷切期望。中国从器物到技术到人才，层层破
局，现在，是时候去打破那面看不见的墙壁了。

破壁，从人才储备开始，这是清华对中国超
算事业的答案。

40年来，“挑战杯”始终坚持面向国家需
求，引导学生与时代同向同行，勇于服务科技自
立自强，涌现出一大批“硬科技”作品。

在清华大学，有的人在“破壁”，有的人在
“追光”。

2016年，“天格计划”学生科技兴趣团队成
立，工物系本科生温家星面向全校发布“招贤
令”，招揽了一群立志做真研究、大研究的同学，
以探测中子星并合引发的伽马射线暴作为科学目
标开展工作，经过6年时间，三代“天格人”的
努力，团队自主研制并连续成功发射多颗新型闪
烁体伽马探测器载荷，成功发现一批伽马射线暴
事例，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观测数据已被国家
空间科学数据中心接收，4所高校4颗卫星载荷成
功发射。

“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当年被
“挑战杯”培育的青年们早已茁壮成材，他们饮水
思源，也为后继的热血“挑战者”们提供帮助，融汇
成循环不止、绵延不绝的科创之流。

如果将“挑战杯”比作培植树木的沃土，那么当
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也将绿荫覆盖给新的科创青
年，扶植他们茁壮成材。

2005年，凭借“具有TTS功能的可朗读移动
存储器”作品，工物系本科生曾鸣获得当年“挑战
杯”的一等奖。16年后已是工物系长聘副教授的
曾鸣指导“天格计划”学生科技兴趣团队凭借“天格
02号卫星载荷标定与在轨科学观测”作品捧得第
39届清华“挑战杯”特等奖和2022年第17届全国

“挑战杯”特等奖。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4年前，即1915年元月，

清华学生任鸿隽所创刊的《科学》，喊出了“科教兴
中华”这个口号。

“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
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
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
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百年前的强国呼唤，在新一代年轻学子中产生
了回响。

“弄潮儿”与“破浪者”

从“第一团火”到“第一桶金”

“有些东西，是困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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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5 年清华校庆期
间于三教举办的学生科技
作品展。

②清华大学学生超算
团队获得 2015 年国际大学
生超级计算机（SC15）竞赛
冠军。

③“挑战杯”比赛中，一
名清华学生正在操控一款
移动机器人。

④“天格计划”团队
学生进行载荷组装的准备
工作。
本版图片由清华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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