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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9 日下午，中
华文化大学堂本学期首次讲
学活动在水上报告厅举行。本
活动由安徽大学资深教授、黄
山文化书院终身名誉院长钱
耕森先生和我校刘仲林教授
主讲，我校师生和来自企业、
社区、民间组织等各界中华文
化研究者、爱好者欢聚一堂，
同学共修中华文化精髓要义。

钱教授以“自强与厚德新
解”为题，结合时代特色和社会
现实，为《周易》中的“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做出别具一格的新解
读。他引经据典，强调“自强”是
自力更生、奋发有为之强，“不
息”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不断进步的精神；强调“厚德”是
指要有宽广的胸怀、包容的精
神、仁爱的品德，“载物”不但包
含以高尚的道德去善待他人、他
物，且含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的助他人强大的“强
他”深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
物”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是“自
强”与“强他”、“成己”与“成人”
的有机统一。我们每个人都要
努力做既“自强”也“强他”的人。

刘教授以“诚的深层意蕴与
修行”为题，从“诚”与“信”的基
本含义和关系谈起，由浅入深，
讲述了“诚”四层含义以及实践
修行的方法。《中庸》说“诚者，天
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
道之诚，生生日新是其重要内
涵，“创造性”是天道对我们的重
要启示。刘教授认为，在全面领
悟“诚”的内涵基础上，还要进一
步落实到实践中，即通过博学、
审问、慎思、明辨，加之实践力
行，内外双修，达到“成己”与“成
物”融会贯通的至善境界。古人
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这正是中华文
化“大学”的宗旨。

报告之后，大家踊跃提问，
讨论热烈。本次讲学中间还公
布了申请第二批学员的信息，
会后又有一批中华文化的爱好
者积极申请学员的资格，表示
要以“择善而固执之”的“诚之
者”精神，不停留表层，而是深
入中华文化精髓，系统学修，长
期坚持，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力行者。 （人文学院）

招生就业处
开展“感谢师恩，
回访母校”活动

本报讯 春节前夕，为营造
良好的招生宣传氛围，扩大我
校在中学生中的影响力，招生
就业处开展了“感谢师恩，回
访母校”活动，倡议我校学生
利用寒假回访中学母校，拜访
中学时代的恩师,表达对恩师辛
勤培养的感激之情，并转达我
校对广大中学老师的新春祝福。

招生就业处为参加活动的
同学准备了精美礼品，招生志
愿者服务队利用课余时间摆摊
设点，在东西校区共计发放了
7000 余份礼品。活动获得了全
校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许多
大一本科新生参与了此次活动。

同学们在拜访中，向老师
们介绍了自己在科大的学习生
活情况，还带去了招生宣传材
料，很好地宣传了我校本科生
招生政策、特色教育和发展前
景，对本科招生工作产生了积
极意义。 （李远）

“最近我们的一项重要成果即将在《自然》杂
志上发表，这是我为杂志设计的成果示意图。”1
月4日，新年第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合肥微尺度
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二楼，新当选的中科院院
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打开他办公室
电脑上的图像文件，高兴地对新闻中心记者说。

1970年出生的潘建伟是2011年度新增院士
中最年轻的一位。1997 年以来，他和他的团队
已在《自然》、《自然·物理》、《自然·光子学》、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物理评论快报》等几
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7篇，被
引用7500余次，其成果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
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
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6次入
选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
闻”。因为潘建伟及其团队在量子信息实验领域
所开展的系统性工作，他们分别被国际权威物
理学综述杂志 《现代物理评论》 和 《物理报
告》 邀请撰写有关多光子量子纠缠操纵和量子
通信的实验综述论文，其中前者是中国大陆科
学家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实验综述论文。

量子世界令人着迷，催人奋进

选择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完全出于潘建
伟的兴趣和爱好。1987 年高考的时候，他本有
机会被保送到浙江大学、西安交大等高校读经
济、管理类等当时的热门专业。“当时有过短暂
的迷惘，我知道如果接受保送可能就无法继续
做我的物理梦了。”

填志愿前的一个周末，和父亲在山下散
步，潘建伟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了父亲。父亲
说：“不管做什么，只要你喜欢就好。”父亲的
话如醍醐灌顶，使潘建伟立刻觉得释然了：“我
忽然发现，排除了功利的想法，选择其实也很
简单，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了。”

最终，潘建伟考入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
大学时期，班上仅省高考状元就有7个。“我的
成绩只能算中等偏下，不过我心态好，学习一
直很积极，对每门物理功课都抱有浓厚的兴
趣。”潘建伟笑着说，因为喜欢，所以有热情，
有耐心，遇到挫折的时候，也能坦然面对。

潘建伟很快便对量子力学着了迷。通常，
人们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类观测的客观存在。
按照牛顿力学的理论，客观世界就像一个庞大
的机器，自然界一切物质就像这部机器的零部
件，其运动规律和相互作用完全由力学定律来
支配，因此，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
也是由力学定律决定的。

“牛顿力学开辟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
新时代，不过，将一切归结为机械运动，又导致
决定论和宿命论。既然一切都已注定，那人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当年牛顿力学的大体系建
立后，一些科学家自杀了。”潘建伟说。

但量子理论则认为，物质可以同时处于多
个可能状态的迭加态，当被观测或测量时，才
会随机地呈现出某种确定的状态。“以鬼魅般的
阵列运行、以实物的形式到达和离开”，这就是
量子力学所揭示的物质存在和演化的一般形
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波粒二像性。

“这太神奇了！让我从以前的迷惑中解脱出
来，从此发现一切变得自然而有意义。在量子
力学看来，人的‘观测’是不确定的量子世界
和确定的现实之间转化的关键。”潘建伟说：

“显然，从哲学上讲，量子力学是一种积极向上
的科学，令人着迷，又催人奋进。个人的奋斗
因此存在积极的意义，如果一个人是处在‘成
功’和‘失败’的迭加态上，那么个人奋斗会
使得他朝着成功几率较大的状态演化。”

1996 年，在中国科大获得理论物理硕士学
位后，潘建伟投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塞林格教
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理由是“塞林格教授当
时刚刚 50 出头，年富力强，正处于学术活跃
期。”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为正确的选择。

“很多人都有跳起来摘下苹果的能力，关键看你
是否站在有苹果的树枝下，而导师就是将你带
到有很多苹果的树枝下的人。”

那时候，导师正在组织一个几百万欧元的欧盟

项目，这是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国际合作
项目。此前，量子信息一直处在理论研究阶段，还没
得到实验支撑。

起初，潘建伟并不知道这个项目，他的脑
子里正在酝酿一个对量子态进行隐形传输的实
验方案。一个月后，他觉得方案成熟了，便兴
奋地在组里报告他的设想。然而，报告结束后
全组没一个人说话，这令潘建伟十分诧异。好
半天，塞林格教授问：“潘，你不知道这就是量
子态隐形传输的理论方案吗？你不知道我们另
一个小组正在做这个实验吗？”

潘建伟确实不知道，但他一点都不觉得沮
丧，反认为这是上天在眷顾他。他坚定地和导师
说：“我要加入这个实验！”导师认真考虑后接受了
他的请求。“我加入虽然比较晚，但因为理论功底
比较好，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工作进行得相当快。”

1997 年，题为“实验量子隐形传态”的研
究论文在 《自然》 杂志上发表，该成果被公认
为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开山之作，同时被被欧
洲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评为世界物理学年
度重大进展，被美国 《科学》 杂志评为年度全
球十大科技进展。该工作后来还被 《自然》 杂
志选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之一。

“我是论文的第二作者，发表实验数据的测
量和处理主要是由我完成的。”潘建伟说：“以这
个工作为起点，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此后进入热门
状态。”

这一年，潘建伟刚刚27岁。对量子世界的痴
迷和快速进入学术前沿，使得他美丽的物理梦不
再模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999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后，潘建伟
准备回国工作，但是申请科研经费一直没有获得
批准。“那时候，量子信息研究在国内还有很大
争议，有人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直到我们的论文
入选《自然》杂志百年经典后，这方面的支持力
度才开始增强。”

2001年，潘建伟的科研项目申请获得批准，
回到中国科大工作。当时向科学院申请的经费很
保守，200 万元，只是用于购买设备、开展实
验，连人员经费、差旅费等都没有考虑在内。

“结果院基础局批准了400万元，加上院人教局
‘百人计划’200万元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万
元的支持，可以正常开展工作了。”“量子信息研
究发展很快，但当时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人才储
备方面，国内的基础都很薄弱。”潘建伟说，必
须与国际上的先进小组保持密切的联系，虚心向
他们学习，才能更快地前进。 “我们需要好好
做学生，加倍努力。如果等到别人绝尘而去，你
再去追，就来不及了。”

在这种思路指引下，潘建伟在与他的同学杨
涛教授一道组织科研队伍、开展实验室建设的同
时，还继续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多光子纠缠方面的
合作研究。“成果出得很快，仅2003年一年，国
内研究组作为第一单位发表的《物理评论快报》
论文就有7篇。”潘建伟回忆说。

2004年，潘建伟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五
光子纠缠和终端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自
然》杂志发表了这一成果，并称赞说“尽管五粒
子纠缠的实现非常困难，但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潘建伟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这一壮举。这种
新颖的量子态隐形传输是量子纠错和分布式量子信
息处理所需要的关键技术。”这一成果同时入选欧
洲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评选出的年度国际物理
学重大进展，这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第一次。

“很自豪！这表明国内研究组在量子纠缠方
面的工作已经成功跃居国际领先水平。”潘建伟
说：“我可以离开维也纳了，那里的知识我们国内
小组已经全部掌握了。”

此后，潘建伟以玛丽·居里讲席教授的身份
到德国海 德 堡 大 学 从 事 量 子 存 储 的 合 作 研
究。“要实现高效、长距离的量子通信，必须
发展量子存储和量子中继技术，而冷原子系
综是实现量子存储的理想系统。”潘建伟说：

“海德堡大学的冷原子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我们必须把别人的看家本领学到手。”

几年下来，潘建伟团队在冷原子量子存储方
面形成了丰富的人才和技术积累，取得了一系列
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2008年，《自然》杂志发
表了潘建伟和他的同事完成的题为“量子中继器
实验实现”的研究成果。他们利用量子存储技术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纠缠
交换，完美地实现了长程量子通信中亟需的“量

子中继器”，《自然》杂志称赞该工作“扫除了量
子通信中的一大绊脚石”。这项成果入选欧洲物
理学会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他们还首次实现了
光子比特与原子比特间的量子隐形传态，首次将
单次激发量子存储的寿命延长至毫秒量级，将以
前的结果提高了两个数量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与国际先进小
组保持密切的合作，不断地取长补短，是潘建伟
团队得以快速发展壮大的秘方。

最大的梦想

2008 年 10 月，潘建伟和他在德国的团队，
整体回归中国科大。“搬家的清单足足列了 120
页，大到激光器，小到12毫米的镜片，全部搬
回来了。”

这个时候，潘建伟团队已经成为国际上首次
把安全量子通信距离突破到超过百公里量级的3
个团队之一，国际上报道安全的实用化量子通信
网络实验研究的两个团队之一，也是国内唯一领
衔开展星地量子通信实验研究的科研团队。《新
科学家》这样评价潘建伟团队：“ （他们） 使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因而也是整个中国——牢
牢地在量子计算的世界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光量子纠缠操纵和量子通信方面，我们
最终都走到了领跑的位置。”潘建伟说：“现在我们
可以在国内开展国际领先的研究工作了。”

量子信息研究集多学科于一体，要想取得突
破，必须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这些年里，
为了做好量子信息这盘“菜”，潘建伟一直在储
备各种“原料”，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一一
送出国门，分布到德国、英国、美国、瑞士、奥
地利等量子信息研究的优秀国际小组加以锻炼。

近年来，这些特意“放飞”国外多年的年轻人，
如同风筝收线一般，悉数回国，使科大团队得到了
空前的壮大：做冷原子物理的陈帅、苑震生、陈
宇翱回来了，做量子点的陆朝阳回来了，做单光
子探测器的张强和张军回来了，做光量子通信和
量子计算的陈凯回来了,做理论的赵博和邓友金
回来了……

“他们之所以回科大，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一
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团队，他们在这里大有用武之
地。”如今，潘建伟领导的中国科大合肥微尺度
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
可谓人才济济，光是“青年千人计划”教授、

“百人计划”教授就有10来个。“他们基本上都
比我小10岁左右，正处在创新能力的高峰期。”

谈到团队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潘建伟
列了两个：一是将广域量子通信向实用化方
向进一步推进；二是发展量子模拟技术，用
发展起来的量子操纵技术反过来推动量子物
理和凝聚态物理方面的基础研究。“这将使
量 子 科 学 与 技 术 之 间 形 成 良 性 的 正 反 馈 关
系，这是我感到最为快乐的事情。”

2009年4月，潘建伟团队在合肥市建立了世
界上第一个光量子电话网，实现了“一次一密”
加密方式的实时网络通话，真正做到了“电话互
联互通、语音实时加密、安全牢不可破”的量子
保密电话网络系统。两年来，在中科院、科技
部、安徽省的大力支持下，光量子电话网在系统
的小型化、稳定性等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

“量子保密通信在城域网上的使用已经基本
成熟，快则两、三年，慢则三、五年，就可以推
广。”潘建伟说：“但要实现广域的量子保密通
信，还需要借助卫星。”量子信息的携带者光子
在外层空间传播时几乎没有损耗，如果能够在技
术上实现纠缠光子在穿透整个大气层后仍然存活
并保持其纠缠特性，人们就可以在卫星的帮助下
实现全球化的量子通信。

“中科院已经启动了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计划在2015年左右发射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潘建伟说，他的导师塞林格教授得知中
国要发射量子卫星后，已经专程来华两次，希望
能合作参与这项工作。“前不久，塞林格教授与奥
地利科学院院长一道访问了科学院，与我方签署
了‘洲际量子密钥分发’合作协议。到2015年，
我导师正好70周岁，他说完成这一极富挑战性的
重要实验是他这辈子最大也是最后的心愿。”

“许多人问我，什么是我的梦想？我说，梦
想不是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而是你发现一个很
美妙的事情，你想去做。仅仅如此。”潘建伟
说：“能在目前的基础上将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到
极致，而这既对国家和民族有利，又能满足我自
己的好奇心，对我来说，这是最愉快的事情，也
是我目前最大的心愿。”

梦想决定你会走多远
——记新当选的“70后”院士潘建伟

中华文化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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