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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

黄石村，橄榄树下一排陶

艺工作室里，摆满形态各

异的坛罐，其中一种十几

厘 米 大 小 ，造 型 优 雅 、规

整 、简 约 ，陶 壁 的 厚 度 仅

0.3 毫米，相当于鸡蛋壳那

么厚！这些精美的陶器便

是出自福建省陶瓷艺术大

师、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卢佳伦之手。通过近 10
年苦心钻研，卢佳伦成功

复原了薄胎酱釉器技艺。

薄胎酱釉器原产于福

州洪塘窑，宋元时期在文

人雅士中广泛使用，后因

时代变迁，逐渐销声匿迹，

制作技术也渐渐失传。

上世纪 90 年代，在福

州三坊七巷改造过程中出

土了一种宋代陶罐，胎壁

极 薄 ，陶 片 厚 度 约 1 毫

米。一接触这种制作薄胎

陶器的技艺，卢佳伦便对

此深深着迷……

为了复原古代技艺，

2006 年，卢佳伦到江苏宜

兴丁蜀镇进修一年，专攻

细泥陶艺。回榕后他翻史

料，画图稿，不断试做，“开

始时，做坏的陶器被一车

车倒掉。”卢佳伦说，经过

10 余 年 的 磨 砺 ，2017 年 ，

他的作品创下最薄 0.3 毫

米的纪录。

制作薄胎陶器，成品

率只有 3%左右。“关键要

心静手稳，心手合一。”卢

佳伦介绍，手抖，坯体会扭

曲，拉坯到厚度 1 毫米以下时，保持形状最难；工序要

一次性完成，不能中断，不能修坯。稍不留神，胎壁就

会崩塌或扭曲。

在用泥上，卢佳伦的要求近乎苛刻，泥料须取自福

州洪塘一带，由闽江冲积而成的河道上的泥土，质地细

腻，黏性好。采料后经数月的陈腐氧化，多次的淘洗、

练泥、配比，才能制成精泥。

取来配好的精泥，卢佳伦开始在转盘上娴熟地操作，

自创的各式工具都派上了用场。定中心、开孔、拉拔、鼓

腹、敛口、折肩、卷口、做腰线……他一丝不苟，用手指感

知着、控制着胎体厚度，掌握成型的临界点，不差毫厘。

“挑战极薄作品时，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当泥体快

要塌下时，匠人要调动全身力气进行抢救。”卢佳伦说，

“从早上起来做，一天 8 小时，能做成功一个就不错

了。心要细，不能急。”

拉坯后，阴干、上釉、烧制，环环相扣。烧制也是重

要环节之一，炉温必须控制好，要慢升、慢降，确保胎与

釉膨胀收缩的同步，让它们有机融合，防止开裂。

卢佳伦将国外博物馆收藏的福州洪塘窑精品作为

复原参考，不断比对、完善作品。他的复原品，釉色光

亮莹润、形制圆润饱满，弧线优美、古朴自然，体现了宋

元以来福州的人文思想。在放大镜下，陶罐表面釉面

结晶色彩斑斓，有的像银河星辰，这是用古法调制原矿

釉，经窑变产生的特殊效果。

福州地区历史上陶瓷文化兴盛。怀安窑、洪塘窑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播海外，但随着时代变迁，行业逐

渐式微……这一现象，让卢佳伦心痛不已！在距他工

作室 100 米的山坡上，有一座极具文化价值、长达 70 米

的古龙窑。经他奔走呼吁，古龙窑 2019 年被列为一般

不可移动文物。

转盘悠悠，窑火冉冉。在复原薄陶技艺后，卢佳伦

又成功复原、烧制了唐代怀安窑的部分品种，以青瓷茶

具为主，他将其取名“榕窑”。他希望政府加大扶持力

度，吸引年轻人才加入这个行业，建立工坊、陶艺村或

主题公园，复兴陶瓷文化，“历史上闽江口一带窑口星

罗棋布，我们要让不息的窑火重放光彩！”他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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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心、开孔、拉拔、鼓腹、敛

口、折肩、卷口、做腰线……通过 10
余年苦心钻研，福建省陶瓷艺术大

师、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佳伦

成功复原了薄胎酱釉器制作技艺。

他的手作造型优雅简约，2017 年，

创下最薄 0.3 毫米的纪录，厚度相当

于鸡蛋壳。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卢佳伦在制作陶罐。

本报记者 连锦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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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由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学院图计算团队研发的图计算引

擎——基于“鹏城云脑Ⅱ”，在国际超级计算

大会第二十五届图计算 500 强排名中，获得

单源最短路径性能第一，广度优先搜索性能

在国产处理器中排名第一。

作为该项目的主持研发团队成员，华中科

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张宇和

博士生赵进感到十分兴奋，“虽然团队成员平

均年龄仅有 25 岁左右，但大家精诚合作、集智

攻关，一起攻克了世界难题。”张宇感慨地说。

从零开始不断探索，
频频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当前，全球大数据进入加速发展期，图计

算作为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目前已被

广泛应用于医疗、教育、金融等众多领域。图

计算 500强榜单是国际计算机学会和电气与电

子工程师协会联合组织的国际上评价超级计

算机图计算性能的权威榜单。图计算是一种

重要的大数据算法模型。图计算里的图，不是

指“图像”，而是指一种抽象的数据结构。研究

人员在此基础上要进行个体分析、关系挖掘和

复杂计算，实现知识推理和事件溯源及预判。

如今，很多喜爱科学的年轻网友都变成

了华科图计算团队的“粉丝”。张宇说：“排名

不是目的，我们从 2010 年就开始开展图计算

相关研究，接下来我们会推动科研成果产业

化落地，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图计算概念最早被提出时，张宇就对其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图计算

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方向。”2011年，张宇读博

时开始主攻高性能图计算系统软件和体系结

构方向，开启了他的漫漫科研之路……

近年来，这支年轻的团队在国际大赛中

频频获得大奖并刷新世界纪录。2021 年 11 月

18 日，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揭晓的第十八

届绿色图计算 500 强和第二十三届图计算 500
强排名中，他们就曾荣获性能功耗比和单机

性能两项第一。2022 年，第二十四届图计算

500 强排名揭晓，由他们研发的图计算机性能

再次打破图计算性能纪录，首次实现单机性

能超越超级计算机图计算性能。

张宇说：“性能功耗比第一，通俗地理解

就是，我们图计算机每瓦能处理的边数量第

一。单机性能第一，是我们的图计算机在单

机范畴内，边处理速度第一，上千台同类机都

不如我们一台机器跑得快。”

张宇说，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实验室

的支持和金海教授的努力。金海是华中科技

大学大数据技术与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服务计算技术与系统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暨集群与网格计算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主任。2000年，他在国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

回国，创建了这个实验室。当时国内相关领域

研究刚刚起步，实验室从零开始，购设备、找场

地、立项目……一路走来，个中艰辛，金海记忆

深刻：“最近几年，实验室多次实现排名第一，

受到业界关注；其实相关研究已经做了十几

年，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瞄准学术前沿，面向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早在 2015年，金海就敏锐地发现了图计算

的巨大应用价值：“图是大数据时代最普遍地

表示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载体；大数据处理

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图数据处理的能力。”于是，

实验室提出用专门的加速芯片作图处理的方

案。但是，由于图计算相关技术还在发展过程

中，当时软件系统也处于研发阶段，不少同行

专家并不看好这个方案，认为不切实际，甚至

有人提出反对；但金海基于自己的调研和判

断，还是坚持了下来，毅然展开研究……

后来，国家在“十三五”期间确立了重点研

发计划“面向图计算的通用计算机技术与系

统”，这个计划的牵头人就是实验室的廖小飞

教授，该专项从中期到结题都被评定为优秀。

事实也证明了金海的判断。如今，金海教

授的实验室已经成为拥有 40 多位教师和 300
多名学生、引领学术前沿的科研团队；研究方

向也从原来的并行计算、高性能计算扩展到现

在的分布式计算、云计算、大数据。

“困难随时出现，压力一直都有！”95 后博

士生赵进坦言科研之路的艰辛，“团队成员一

年到头几乎都扎在实验室，老师带我们做研

究，从早忙到晚。”有一次，赵进在作图计算数

据访问优化时，遇到一个性能瓶颈，思考研究

数月，仍然没有突破。当看见别人已经发表多

篇论文，赵进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但张宇一直

鼓励他：“要勇于触碰世界性难题，不要满足于

做简单的事。”最终，在张老师的指导下，联合

其他图计算专家，赵进成功解决了难题，相关

成果也在国际会议上发表。

团队成员沈千格虽然加入团队时间不长，

但已经感受到了做科研的挑战。有一次，她负

责的部分任务代码出了问题，查了很多资料都

没有改好，“程序复杂，时间有限，感觉压力很

大，晚上根本无法入睡，最终在熬了几个通宵

后找出了全部问题。这种艰难的经历我只经

历过一次，但团队的老师和师兄师姐们不知道

熬过了多少个这样不眠不休的日日夜夜……”

正是这样奋斗的十几年，成就了团队现

在一流的计算速度。“现在看来，当初选择回

国是对的，做科研就是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金海说。

宽严相济，接续传承
优良学风

在实验室团队里有一条规矩，就是要把

“严”字铭记于心。赵进读博期间，学术论文是

由张宇老师指导：“老师当时还承担了好几项

科研课题，时间宝贵，但他仍帮我逐字逐句修

改论文，而且把每处修改都认真标注、给我讲

解，以防接下来犯同样的错误。”一篇论文，一

改就是一个多月，但张宇并不觉得辛苦，“因为

我读博士的时候，金老师就是这样给我改论文

的。我现在自己带学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严格要求，也是希望学生以后能成材。”

实验室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有令人难忘

的温暖时刻。学生郑龙回忆：大三的时候，他

进入实验室实习，没想到那年生日居然收到

金老师发来的祝福——“生日快乐！”“收到祝

福 时 非 常 感 动 ，当 时 就 下 决 心 要 做 出 些 成

绩。”之后的每年生日，郑龙都会收到金老师

的祝福；来到实验室的每个成员，也都会收到

金老师的生日祝福……

在金海的实验室走廊里，几块大展板上展

示着团队创建以来获得的各项荣誉和奖励、实

验室的发明专利、团队集体活动的合影留念、

由实验室所有师生照片组成的笑脸墙……鼓

舞人心又令人倍感温馨。展板上的几行字也

引人注目：“一个老师，除非他仍然孜孜不倦地

学习，否则就不能教育别人；一盏灯，除非它继

续燃烧自己的火焰，否则决不能点亮另一盏

灯。”“这段话非常触动我。从我回国当老师开

始，我就一直把它挂在实验室的墙上，当作自

己的座右铭；每个新进实验室的老师，都会收

到印有这段话的一个小铭牌。”实验室创建至

今 20多年，金海和他的团队一直在科研报国这

条路上勇往直前……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图计算团队—

持续创造研究领域新纪录
本报记者 李 霞

■记者手记R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人物名片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图计算团队，近年多次打破图计算世

界纪录，屡次获得该领域国际大奖。该

团队所在实验室由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金

海于 2000 年回国创建，承担起多个国家

重点科研项目。金海教授团队曾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团队拥有数十项国际发明专利。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感受最深刻的就是

团队成员勇于挑战、不懈拼搏的精神：从最

初，研究方向被质疑甚至被反对，团队成员在

巨大压力面前，不放弃对理想目标的坚持和

科研事业的热爱，完成“从 0 到 1”的突破；到

现在，团队成员依然选择挑战世界性难题，选

择迎难而上，追求卓越。

宝剑锋从磨砺出。敢于挑战的勇气来自

科研实力，来自团队合作，更来自每名成员坚

守在实验室的日日夜夜。“每天早上 8 点到实

验室，晚上 10 点离开；有时候回到宿舍，还在

想白天没解决的问题。”“只要睡前不去想科

研的问题，就不会失眠；有时凌晨 2 点我还在

处理程序漏洞。”诚然，正是每一个坚守、拼搏

的日夜，筑起了通往高峰的石阶。

拼搏筑起通往高峰的石阶

（上接第一版）

“实际生产要考虑前端工艺，提前预设可

能会出现的问题，并不像实验可以随时控制变

量。”校外导师的这番话点醒了白大志。事后

回想起来，他说：“这段车间经历很难忘，是我

日后踏入行业的宝贵财富。”

之所以来衢州，任其龙有自己的理解：“衢

州是浙江化工产业的重要基地。工科类研究生

特别是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与环境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能让他们成长更快。”

在他看来，一颗种子放到不同的土壤，会

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在校园里很难直接地接触企业。对化工

学科来讲，不见工厂、不干工程很多研究就会

局限于表层。”任其龙说，在衢州的工作更注重

在企业一线建立平台，开展“传帮带”的科教协

同培养。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院士团队中来自杭

州的教师扎下根来安心科研，倾心指导学生。

“研究生是科教协同的重要力量，他们是师生

良性互动中的催化剂。”在任其龙看来，教师肩

负着培养青年一代的使命。

如今，在衢州的产教融合平台共有来自浙

大 的 27 个 科 研 团 队 、近 150 名 研 究 人 员 、近

100 名硕士生工作学习。“我们围绕衢州本地

化工、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设

立‘高端化学品先进制造’卓越培养项目，利用

自身优势帮助地方引育人才。”任其龙说。

面向社会主战场，加速
成果转化

这段时间，浙江新安化工集团工艺技术负

责人胡辉“扎根”衢州了，“公司有个项目正在中

试基地测试，如能成功，将大幅降低生产成本。”

胡辉口中的“中试基地”，是浙江大学在当

地政府支持下建成运营的中试基地，包括中试

研究、虚拟实训和分析测试三大功能，不仅能

开展中试研究，还能提供安全培训、分析检测

等一系列服务。

集团也有中试车间，为何非要舍近求远，从

杭州跑到衢州做？“主要还是看中了这里的高校

资源，可以为我们提供科研指导。”胡辉说。

不仅如此，基地位于智造新城高新园区，

中试所需化工材料、环保设施、集控室等资源

配套齐全，还有技术人员全程指导。公司中试

车间做不了的测试，在这里都能迎刃而解。尝

到了甜头，胡辉有了新计划：“听说基地还有二

期规划，我们琢磨投资一个车间。”

“服务区域产业一定要‘适销对路’，要因

地制宜分析当地产业结构，让学科专业发展契

合当地产业所需。”任其龙说，打造中试基地的

初衷，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服务社

会，实现从基础研究到成果产业化的全过程无

缝衔接。

搭上浙江大学的“快车”，衢州筑巢引凤，

集聚海内外高层次研究人员近 150 人，巨化集

团、华友钴业等几十家本土企业与之开展技术

攻关，签订横向技术合同 76 项，总金额达 5150
万元……

从西子湖畔到三衢大地，眼下，浙江大学

把眼光瞄准长三角，一跃来到了黄浦江畔。

2020 年 6 月，上海市政府向浙江大学发

出邀请，立足上海发展定位，共建的新型研发

机构——上海浙江大学高等研究院应运而生，

打造集“计算+”全球人才引育高地、交叉学科

研究范式创新引擎和长三角创新创业生态圈

于一体的重大科创平台。

不同于在省内向下辐射，上海浙江大学高

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飞坦言，学校这次布局

上海，压力不言而喻，“不仅因为上海是发达地

区，更因为在上海需要协同更多创新元素做出

‘上海高度’。”

作为“外来户”，高研院该如何立足？吴飞

说，早在创立之初，他们就定下了 4 个目标，其

中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融入并服务好上海本地

发展。

为了更好地利用核心技术与研究成果来

解决企业实际问题，高研院陆续与本地企业成

立了 8 个联合研究中心。这其中，就有跟华院

计算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人

工智能算法联合实验室。

“高研院不仅关注算法技术，更关注落地应

用，帮我们切实解决了与宝钢集团合作中遇到

的生产难题。”该公司负责人宣晓华赞不绝口。

该公司曾经难以攻克的钢材表面缺陷问

题，经过与实验室专家的多次论证与实验，终

于找到了突破口。“对钢板生产工艺流程进行

大数据分析，再结合专家经验，我们构造了工

艺机理专家知识库，建立了生产工艺质量诊断

模型，最终将钢铁连铸生产过程中缺陷分类准

确率从原来的 70%提升至 95%，为钢厂挽回了

数千万元经济损失。”

在智能医疗联合研究与转化中心，通过人

工智能与临床医疗实践关注“一老一小”，在“儿

童和青少年脊柱侧凸防治”“中老年脊柱侧凸防

治”等方面取得了众多进展……提起这些利用

人工智能多学科交叉合作的研究突破，吴飞如

数家珍。

聚焦世界科技前沿，
锻造大国重器

钱塘江对岸，亚运村不远处，浙江大学与

杭州市全面深化市校战略合作共建的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

正在悄悄崛起……为抢抓先机，位于杭州萧山

区的一家厂房，已经摇身一变，率先改造成启

动区块，成为科技创新高地。

前不久，这里传来好消息，在中心首席科

学家杨德仁院士带领下，中心成功制备出直径

2 英寸的氧化镓晶圆。

“使用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生

成 2 英寸氧化镓晶圆在国际尚属首次，它主要

应用在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以及 5G 通信等

领域。”科创中心先进半导体研究院教授张辉

介绍。

薄薄一片氧化镓晶圆，市场价高达数万

元，对高性能功率器件研发有重要价值，研究

过程历尽艰辛。

“这是众多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奋斗在前线

的‘ 战 果 ’。”张 辉 说 ，氧 化 镓 单 晶 生 长 要 在

1800 摄氏度的高温熔炉里，一块单晶生长光

熔化原料就得花费一天时间，从准备原料到最

后单晶产品生成，需要整整 3 天时间，整个过

程都离不开人。

如今，在科创中心，中青年科研人员已成长

为骨干力量，通宵达旦做科研早已是家常便

饭。“就拿这次制备氧化镓晶圆来说，团队人员

坚守了三天三夜，困了就暂时在椅子上打个盹

儿，累了就去走廊上活动两下，大家无怨无悔。”

院士专家来了，技术骨干来了，年轻博士

后、工程师也来了……

“既是同城的新型大学校区，又是开放科

技园区，同时还是科技创新‘特区’。我们融合

各种体制机制的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创

中心倒像个‘四不像’。”杨德仁打趣道。

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科创中心也定下了明

确的目标，“我们要发挥优势，吸引一批科学

家，聚焦一批创业家，撬动一批投资家，打造高

层次人才的‘蓄水池’和‘立交桥’，打通从基础

研究、颠覆性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

全链条，畅通科技创新‘最初一公里’到‘最后

一公里’之间的死亡谷，建设创新人才集聚的

最优生态社区。”他说。

扎根大地谋发展，新型科教组织形式逐步

成为服务和支撑浙江全域乃至长三角地区的

“金名片”。

由院士领衔组建团队，产教真正融合，培

养产业适用的创新人才，同时实现科技成果的

高校转移，浙江大学正在探索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上图：张宇（右二）

带领赵进（左二）和团队

其 他 成 员 在 实 验 室 做

研究。

右图：金海在参加

学术论坛。

以上图片均为华中

科技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