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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家国情怀  引领时代进步 

——寄语北京大学工学院 2022 届毕业生 

张恩逸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首先祝贺各位学弟学妹，顺利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人生的新阶段。 

我是力学系 1997 届校友张恩逸。走出校园，先后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在

建设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党的“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住有

所居”的社会建设目标，“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让全体人民住有

所居”。我作为一个北大人，用行动传承弘扬北大精神；作为一名机关工作人员，

始终立足于研究住房新制度，助力人民安居梦。 

同学们，你们与我的儿子年龄相仿，此刻，作为你们的学长，也作为一位父

亲，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想法，希望大家将来能够行稳致远。 

一是用智慧引领时代进步。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

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也许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遵从内心

的责任，用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变得更好，让人民更加幸福。北大学子必须有这个

担当，不论今后处在什么岗位，都要让自己的才华竭尽其用，用北大所培养的“常

为新”的精神引领时代进步，以不辜负上天对我们的厚爱。三国时，魏灭蜀后，

司马昭问蜀后主刘禅：“颇思蜀否？”大家一定记得刘禅的回答“此间乐，不思

蜀。”其实，他的第二次回答才是真意流露：“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

无日不思。”走出燕园，相当一部分同学会赴国外深造，无论何时，无论身处何

地，一定要心系祖国。 

二是始终抓住安身立命之本。大家现在所学的专业是每个人一生的安身立命

之本，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北大工学院

给予你们最宝贵的财富，将会让大家终生受用。如果在学校里没学透，记得经常

复习一下，千万不要相信“大学里学的知识早已过时、大学里学的专业无用”这

种说法。直到现在，我常常会温习《数学分析》《近世代数基础》《理论力学》等

书籍，这些知识让我在工作中去伪存真，解决问题事半功倍。 

我们学的知识很有用：一位同班同学，工作中运用数学、力学知识，曾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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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人造卫星；7年前，我们单位为更好地管理信息，曾想把两个信息系统合并，

且已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系统开发。听说此事后，基于集合论上“元素性质不同的

集合不能进行并交运算”的基本原理，建议停止系统合并的技术开发，避免了更

多的资源浪费。当然也可以先对这两个集合求卡氏积，得到一个性质全新元素的

集合，但两个原系统的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是要经常回顾父母和老师的嘱咐，行稳才能致远。从小父母和老师要求的

好好读书、吃好睡好、真心对人、认真做事、敬畏规则……这些叮嘱都是助力我

们披荆斩棘的“锦囊”。曾有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刻苦学习，上了大学，当了大

官，当其因为贪腐被判刑时感叹：“父母从小就教我不要拿别人的东西，我当了

领导以后他们还是这么唠叨，可我觉得父母没文化、没见识，不懂社会生存规则，

到如今才知后悔，但为时已晚。”咱们以后遇到难事儿，不妨回顾一下父母、老

师从小对我们的嘱咐，他们或许不能保证你的成功，但可以让你一直堂堂正正做

人、踏踏实实做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假设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会怎么样？

其实，父母和老师一直在不断给我们的人生重来一次的机会，让我们为国家和人

民做得多一点，再多一点。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大家要保重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今后的日子

里，生活要规律，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放纵自己，所有的奋斗才有意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仅是历

史的召唤，更是一代又一代北大学子的心声。从今天启程，希望大家依然能够秉

承“外未名而内博雅”的北大气质，传承“实为本，新为上”的工学文化，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谱写你们的青春华章！ 

让我们看看工学院的底蕴如何。记得一位老师说过：给力学系的人 5年时间，

他（她）可以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行家；给他（她）10年时间，就可以成为任何

一个领域的顶尖人物。今天，大家昂首走出工学院；明天，期待你们书写工学院

的荣光！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已经毕业的和即将毕业的，工学院的全体毕业生，向培

养我们的各位老师致以深深的感谢！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