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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987年

智 者 心

● 长期从事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和光电子学的

研究。设计了百余种光学系统及仪器，是国内率先开

展光学系统CAD的研究者。主持完成了国内最大的

光学仪器设计软件系统，在光学像心理物理实验研究方

面开展了国内首创性的工作。近年来领导的重点实验

室在太赫兹技术、光学超分辨成像、微纳光学及医用光

学工程等国际前沿领域的研究及产业化中作出了突出

的贡献。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著

有《光学传递函数》一书。

● 曾担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光学

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上海理工大学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为学生开设多门有关光学课程

和进行论文指导工作，多年来他亲自指导的四十多名博

士生在国内外光学工程领域作出很多贡献；所主持的

“光信息技术”获2008年国家精品课程。

毕力求索追光，也成为照亮他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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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航者的上海故事
    年  月  日/星期三

庄
松
林

84岁但工作安排依旧满满，庄松林院士奔忙在科研和育人之路上乐此不疲——

本报记者 易蓉

既来之则安之，“安之”却不“甘之”2

学术也好，生活也好，要保持活

力，庄松林院士觉得秘诀在于：不断学

习；保持好心态，和年轻人交朋友。除

了与团队的年轻人一起工作，他也热

衷与不同学段的学生科普、交流。

“我们成长的年代其实很纯粹，现

在时代不同了，年轻的孩子面临的诱

惑非常多。我希望通过经验分享，也

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方向，培养他们独

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

惯，教他们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

人生观。”他给学生推荐自己爱读的书

——常看常新的《光学原理》，讲科学

情怀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还有世

界名著《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

夫》和《傲慢与偏见》。

虽然忙碌，却保持热情，充实并快

乐着。“这大概和我的性格，和我从小

爱好广泛都有关系。”庄松林的办公

室里，挂着两张有上海申花队队员签

名的照片，这是球队送给这位形象大

使的礼物。庄松林和青梅竹马的太

太史以珏医师感情很好，两人都是足

球迷。

除了运动，音乐也是爱好之一。

他从小学习小提琴，非常喜欢古典音

乐，常听贝多芬的第三、第五、第六和

第九交响曲，俄罗斯的鲍罗廷、德国的

巴赫等音乐家的作品。和年轻人在一

起，他也不排斥一些流行音乐，还会在

和团队一起去唱卡拉  时，唱上几

首。“音乐是美的，给人带来愉悦，科学

与艺术的灵感是相通的。”

“一辈子和光打交道，现在，进入耄耋之年

的我，应像一束肉眼看不见 但是始终能够带

来温度的红外光——默默无闻地做些事情，帮

助和支持年轻人，为他人带来一些温暖。”

从北京刚结束的一项成果评审会匆匆返

沪，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第二天一早还要

回到上海理工大学光电学院，又是满满的工作

安排。  岁的庄松林院士仍然步履匆匆奔忙

着，对于始终热爱的这份科学事业，从来都是

乐此不疲。

如今，庄松林院士把工作的重点落在成果

转化上，希望将研究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

力。令他欣慰的是，太赫兹技术近期迎来大项

目验收；围绕国家需求，超精密光学加工和检

测技术也在突破技术封锁；纳米光子学纳入国

家基础研究重点计划；在医工交叉领域，其研

发的胶囊内窥镜产品也已纳入国家医保，在全

国   多家医院为临床服务。

以纯粹心态度过每次风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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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时代的庄松林

学好数理化，纯粹想当科学家1
少年时的庄松林就是一个学霸，

他以第五名的成绩考取敬业中学，13

岁便直升高中部。当时的敬业中学聘

请了许多留学生来给高中生上课，老

师们知识丰富，讲得精彩，注重培养思

维，学生们听得起劲。

庄松林各科成绩都不错，数学尤

是。当时有本《数学通讯》杂志，每期

都会刊登难题。庄松林和同学就组成

兴趣小组，大家一起研究，一起破题，

寄给杂志社。“杂志总会在下一期刊登

解答问题的人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常

常在上面。”后来他还获得了上海市数

学竞赛奖。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那个时代的少年普遍有了这样的追

求。像庄松林这样的理科学霸，“想当

科学家”就成为了他自然而然的单纯

梦想。

这份渴望在高二时更加强烈起

来。消息传来：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

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大家都感到很振

奋，这件事带给庄松林很大的触动，他

决定大学要去学物理。

“说起来，当时的我有点不知天高

地厚。我的数学好，听说物理系就是

半个数学系，觉得我肯定能学好。第

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因为最

好嘛！”不过，庄松林比同学都要小两

岁，父母不放心他远行，便劝说他留在

上海读书，考复旦大学物理系，也是一

样好的。

读理论物理是他最大的愿望，但

四年级分专业时却被分到了光学专

业。“后来系主任告诉我，复旦的光学

专业在物理系中是比较强的”,就这

样，他接受了现实，走进了这个当时被

认为“古老”的学科。

坚信“一群人能走得更远”4

怀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庄

松林开启了光学专业的学习，还当上

了系里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可是，一

场肺结核按下了大学生活的暂停键，

他休学了整整一个学期，按规定需要

留级一年。庄松林向系主任争取，被

允许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不留级。

那一年他在家里看书、自学光学等课

程，所有功课都考到了优秀，不仅没有

留级并且顺利毕业。

不过这场病还是留下了影响——

当时他和几位同学报考了长春光机所王

大珩先生的研究生，由于他还处于恢复

期，不满足报考条件，最终留在了上海。

分配到上海光学仪器研究所，一

心想要搞研究的庄松林来到了偏重产

品研发的工业部门，心里多少是有落

差的。可时任研究所所长的朱壁文解

开了他的心结。“朱所长是从上海交通

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她告诉我研究所

也可以做一些应用基础研究，比如光

学信息处理等。她鼓励我先工作试

试，所以我就留下了。”庄松林说：“实

际上也是在这个阶段，对我后来在光

学工程领域的研究帮助非常大。”

能以应用基础研究的思路开展工

作，在庄松林看来是一份幸运。他与

同事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常常一起

阅读前沿期刊，一起讨论演算。当时

的任务是设计光学系统，他认为光学

设计归根结底就是将半径、折射率、空

气间隔等几十个参数进行优化设计，

以得到成像质量优良的光学系统。那

时，用手摇计算机计算一条光路是6分

钟，还需要两个人对算验证，设计一个

复杂镜头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光学设计不就是带边界条件的

优化问题吗？”庄松林关注到美国应用

光学杂志1963年创刊号推出《自动透镜

设计》专辑，提出了自动设计的方法，与

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就找到复旦计

算机系的团队合作，想要试一试。

当时还没有高级语言,用机器码

写程序,但是非常成功。用新程序计

算中型光谱仪光学系统，仅仅半天时

间就完成了一年工作的计算量。后来

他与长春光机所的翁志成合作一起做

了程序优化，使得这套程序得到广泛

使用。这也是国内首个光学系统优化

程序。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马平川，可当

庄松林回望过去的每个时期时发现，

自己似乎都以一种纯粹的心态度过了

每一次风浪。指引和支撑他的力量，

或许来自对知识的追求。

“小时候物资匮乏，和现在相比，

当时物质生活非常简单，甚至一段时

间是艰难的。可是也并没有觉得生活

有多苦，该做什么仍然会做什么。学

习，在各个阶段都没有停止。”庄松林

大学时生病休学的那一年，正因为物

资匮乏，而导致了营养不良。胡萝卜、

西蓝花叶子是他的家常食物，也是因

为要休养，要增强体质，所以才偶尔买

点鸡蛋来补充。

在上海光学仪器所工作期间，也

曾遇到时代的冲击，遭遇逆境，也有压

抑和难过。伏在被放置于走廊的办公

桌，面对停摆的工作，只要稍有时间和

机会，他就找文献来看。下班的日子，

他就去上海图书馆自学。1972年，全

国光学大会召开，32岁的庄松林一下

子拿出两份科研报告，都得到了很好

的评价。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派遣大批

优秀青年学子到国外深造学习，庄松

林也成为其中之一。得到这个机会，

除了在专业领域一直保持卓越之外，

也得益于长期以来坚持在数学、英文

方面下功夫，庄松林请沪江大学毕业

的家教辅导自己英文，一元钱一节课，

老师的素养很高，为他打好了基础；为

了更好地理解前沿文献，他与复旦、上

海科技大学（上大的前身）等5位同道

组成学习小组，学习泛函分析等物理

系没有覆盖的数学知识。因此，机遇

眷顾有准备的人，他最终去了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刚到美国正逢圣诞新年假期，实

验室的老师和学生都放假了，我就在

那两周里梳理过去积累的知识和经

验，埋头写论文。假期一结束，就向导

师提交了论文。”初到美国的头两个

月，庄松林就顺利发表了四五篇论文，

赢得了导师的器重，成为了实验室里

最得力的助手。后来，他用两年半的

时间拿下了博士学位，在国际主流学

术刊物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

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二天，庄松林

就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申请订机票

回国。“我从来没想过其他的选择。是

国家派我出去的，学成要回来建设国

家。所以我完成了学业，怎么能不回

来呢？”

尽管专业方向、本科时的毕业去

向都不是庄松林原本的“第一志愿”，

但世上没有白走的路，一切似乎皆有

机缘。正是走进了光学的领域，正是

从产业开启职业生涯，庄松林始终以

扎实的基础研究和明确的应用导向渐

渐找到了自己的科研信念：创新，要做

别人没做过的；应用，要让科技服务国

家和人民。

庄松林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太赫兹

科学技术。这种介于远红外波和毫米

波之间的电磁波波段，囊括了大多数

生物大分子的振转光谱，可以应用在

生物医药、公共安全、通讯、超精密光

学检测等许多与民生相关的领域。但

是，要用好这束光，就要解决光源、接

收器检验器以及相关的功能器件。多

年来，庄松林带领团队研发整机，为安

检实现无接触、低辐射提供解决方案；

在医疗领域，相关应用能清晰定位肿

瘤边界、为肾脏病提供快速准确的检

测等。

除了太赫兹方向，如今，在上理

工，庄松林领衔的团队还部署了微纳

光学、超精密光学制造、超快非线性光

学、医用光学仪器等方向，建设了国家

光学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教育部

医用光学仪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光

学仪器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市

现代光学系统重点实验室、机械工业

精密光电测试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光

机电集成研究院、上海市超精密光学

加工与测试技术服务平台等六个国家

和省部级机构。团队已经发展到百人

左右规模，承担了973、863、支撑计划、

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等课题；

在《自然光子学》《自然通讯》《科学》

《光：科学与应用》《前沿材料》等国际

一流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瞄

准光学工程的前沿应用，推动光学工

程学科在投影、显示、医疗影像、食品

安全检测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重点

应用。

“一个人固然可以做很多事，但一

群人能走得更远。”庄松林说，作为带

头人，自己心里清楚必须要把准大方

向，“这个方向不会改变，就是瞄准国

际前沿，同时瞄准对国家经济建设、国

防建设有贡献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至

于具体到每个项目如何推进，需要团

队力量，经常和年轻人讨论是最有益

的方式。

爱好广泛 活力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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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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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访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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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仪器研究
所所长

1983年

被评为国家级
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

1984年

担任上海市
激光技术研
究所所长

1988年

获第一届上
海市科技精
英提名奖

1989年

获政府特殊
津贴

1990年 1995年 2018年

▲   岁，仍保持对学习的热爱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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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松林     年
出生于江苏溧阳

“舞台是属于年轻人的。到了现在这个年
龄，已不是主角。但是我愿意像红外光，默默存
在，仍然带着自己的热量。”庄松林说。

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

被评为上海
市教育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