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经》中写道：“力，形之所以奋也。”对这

句话传统的解释是这样的：形，指物体，有形的

东西；奋，就是运动状态的改变。所以什么是

力呢？力就是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但

事实上的力学起头人是阿基米德，他洗澡时想

到测浮力方法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还有著名的

这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地球。”

近代力学的兴起源于哥廷根应用力学学

派，普朗特是奠基人之一。之后的代表人物

还有铁摩辛柯、冯卡门、钱学森和钱伟长，以

及早期的海森堡。

从这个学派开始，力学开始了两条发展

路线，一条是以普朗特、冯·卡门和钱学森等人

为代表的应用力学，它包括连续介质力学、固

体力学、流体力学等，属于技术科学，也叫工程

科学，还有一部分叫理论力学，比如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力学，玻尔、薛定谔等人的量子力学，

以及之前就开始发展的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

等，这些现在大多归入了物理学范畴。这时

力学就达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理工分离了。

力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进入第三阶

段，越来越多的工程科学开始涌现。1947

年，钱学森在竺可桢校长的陪同下来到浙大

作演讲，题为《工程和工程科学》，竺校长在当

天的日记中写道：“述工程科学之进展必赖基

本科学，古代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之合一，十

九世纪渐趋于分离，近则以发达过甚又趋于

互相联系之状况。次述科学能解决若干问

题，可于理论决定，不需实验已能证明。一般

人说理论与实验为二事之不合理，因理论不

正确也。次述理论对将来工程科学之发展。”

所以，钱学森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他认为

你理论和实验对不上，有可能不是理论有错

误，而是你实验没做好。

杨卫：理论和实验对不上，可能是实验没做好

浙江大学本科生通

识课程《力学导论》的开

学第一课，主讲人是中国

科学院杨卫院士，三尺讲

台，一百四十分钟，杨卫

院士从墨子开始，以中国

力学学会为终点，为台下

两百多名学生讲述了力

学往事。这是他第二次

站在这个讲台上。

主题：力学发展的历史

院士名片：杨卫，固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主任等，现为浙江大学航空航天

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交叉力学中心主任。

中国一定要创新，才能进一步发展。同

时，中国的科研创新，一定要建成完整的产业

链，才能更好地辐射到整个国家。青春只有

一次，千万不要只搞一些表面的、简单的研

究，浙江大学的学生是要以为国家、为人民做

出贡献为志的。

传统能源是中国能源消费的绝对主体，

中国的能源现状简要来讲是“富煤、缺油、少

气”。我们的煤资源多到居世界第一位，而油

气极少，今年约 70%的油，45%的气需要从

外国进口。但同时，煤的能源效率又低于油

气。因此，中国的油气资源亟需发展，同时需

要对煤的高效清洁利用进行深入的创新性研

究。

这个“能源革命”，究竟要怎么“革”？

提高产值是“能源革命”的第一步。我首

先提出一个新理念，煤，不单单是能源，更是重

要的资源。为什么不分级转化煤炭呢？一来

降低煤转化的难度，二来可以实现煤炭的分质

利用。我们提出了这项新技术，也得到了国家

的批准，最后能同时产生电、热、煤气，还能产

生油，这样就是实现高产值的一种有效方法。

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环保。我们能不能

研发一种综合脱除的多功能新型催化剂？考

虑用活性分子来脱污？可不可以用烟雾箱

（由惰性材料制成的容器，是模拟大气光化学

反应的重要工具）来模拟大气污染物的生成

过程，设计出污染物扩散的模型？这都需要

同学们开阔思维，我以上讲的这几点，都是浙

大团队自己的课题。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尽量地利用生物质

及其废弃物，来实现高效低碳的目标。例如

我国成功投运的世界第一台秸秆循环流化床

锅炉，它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现在已经是

中国生物质直燃发电产业的主流技术。它的

效果怎么样呢？根据统计的12家企业，套机

年发电 62.7 亿千瓦时，消耗掉农林废弃物

540 万吨，使二氧化碳减排 533 万吨，直接增

加农民收入 16 亿元。这可以说是“一举四

得”，是很大的进步。

我想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更好的环

境去做出一番事业。

岑可法：青春只有一次，别搞简单的研究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的教学影视厅门外排起

了长长的队伍，能源工程

学院的 2019 级研究生新

生们都兴奋地等待着他

们的“开学第一课”，可以

容纳 500 余人的影视厅座

无虚席，能源学院的本科

生也带着电脑纸笔前来，

一起上这堂课。

主题：能源高效清洁低碳可持续利用的新

进展

院士名片：岑可法，工程热物理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

授，现任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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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学到大学，从价值观到人生路，从墨子到钱学森⋯⋯

三位院士对新生叮嘱了些啥 小时新闻APP

扫二维码，看

院 士 们 的 上

课视频。

中国到去年为止医生数量已经达到了

360 万人，每千人人口对应两名医生，健康

2030 计划是要求达到 3 名医生，现在看来，

是可以提前达到了。当务之急是提高医学院

的教学质量。

你们现在是医学生，但是记住，大学里学

什么和将来干什么并不完全一样。本科最重

要的不是学什么专业，而是学会、悟懂、践行

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根本道理。

既然你们进了医学院，不管什么专业，都

需要知道医学是什么。医学集科学之真，人

文之善，艺术之美，你们现在要学的正是我们

已经干了几十年的一个集真善美为一体的行

当，这个行当是伟大而美好的行当，并且是全

人类最受尊重，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职业之一。

“医学不仅是关于疾病的科学，更应该是

关于健康的科学”，我认为，医学不仅防病治

病，更重要的是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

人们的健康水平。所以学医的不是将来专门

做诊断治疗，重要任务是改善人们的生活质

量和健康水平，你们要养成人文的心，练就科

学的脑，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还要有一双温

暖、灵巧、勤劳的手。这就是第一堂课老师要

教你们的事。

你们上大学和读高中有什么区别？在中

学，老师一定会说，你们要多考十分，就可以

超过千人万人。现在我告诉大家，上大学了，

考分也有一定价值和重要性。在医学院念

书，你三分之一的知识和能力不是老师教的，

而是自学来的，如果你全靠老师教，即便考了

100 分，真正的成绩也只是 60 分。当医生

后，60%甚至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来源于自

学。所以养成自学的能力，是大学生区别于

中学生的重要标志。

巴德年：养成自学能力，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区别巴德年：养成自学能力，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区别

在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院

2019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

上，巴德年院士为来自巴

德年医学实验班、医学实

验班（5＋3）、预防医学等

专业的四百多名医学院本

科 新 生 讲 授“ 开 学 第 一

课”，这是他第 15 次站在

这个讲台上。

主题：怎样才能学好医学

院士名片：巴德年，免疫学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教授、浙江大学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医

学院名誉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