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李克勤校友的个人网页，“克己勤勉，自强不息”一行字跃入眼帘，正如他的名

字“克勤”二字所蕴含的深邃哲思。多年来，李克勤始终秉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

事”的原则，将这份精神躬身实践，用自己的人生轨迹诠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

神，也在学术与人生的双重维度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学术启航：在希望的田野里耕耘

在李克勤看来，1980无疑是充满希望的一年。正如那首他所喜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

野上》所唱：“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高考录取率仅4%的激烈竞争中，

他以上海市二十万考生前十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录取。考入清华大学，是

他一生难忘的重要时刻，也是人生少有的关键节点。“记得那时刚满17岁，我第一次离开上

海，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内心无比激动。”这是李克勤与清华故事的开始，

也是他与计算机科学结缘的起点。

THU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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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清华大学毕业时的李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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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李克勤很早就确立了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成为名副其实和

成就卓越的计算机科学家。彼时国内计算机学科尚处于萌芽阶段，教材也不甚成熟。他不

满足于课程内的学习，于是自己花大量时间在图书馆中查阅资料，开阔视野，深入挖掘。

他不仅大量阅读中文期刊，还钻研晦涩难懂的英文文献。回忆起那段时光，他感慨道：“那

时候，基本上是自己琢磨和自己探索，没有人教你。虽然艰难，但也确实提升了我独立钻

研的能力。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一篇论文都让我感受到学术的魅

力。”

对计算机科学的热爱发自内心并溢于言表，李克勤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参与学术活动的

机会。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学术讲座，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参加。他

还主动邀请校内外专家来系里举办讲座。凭借对知识的渴求，在有限的资源中不断探索，

他充分开拓了自己的学术视野。那段自学与思考的日子，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激发了

强大的动力，也磨砺了他的意志和心性。

清华园的生活并非只有学习，学子们也在这里培养体育精神和接受文艺熏陶。对李克

勤而言，合唱团的经历是他校园生活中难忘的一抹亮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因富有磁性

的男中音被招入合唱团，从此开启了与声乐相伴的四年时光。每周的排练成为他生活的一

部分，而每学期在大礼堂的公演更是难忘的回忆。令他记忆深刻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那场演出，合唱团与舞蹈队的默契配合，让整个舞台效果格外震撼，令全体现场观众情绪

激昂。

毕业设计的时候，李克勤有幸加入了金兰教授（中国计算机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主持

的全国第一个分布式计算实验室。他言道：“那是在西主楼，现在每次来清华，都还忍不住

朝那个方向望一眼。”在金教授的夫人廖先湜老师的指导下，花了大半个学期的时间，他完

成了人生第一项学术研究 — 分布式计算机系统文件管理的多版本并发控制算法，发表了自

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将并行和分布式计算作为长达四十年的研究领域。他回忆道：“毫

不夸张地说，这一段经历，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起点。”

“在清华，我还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爱情，”他得意地说。李克勤的夫人高玲是自动化

系1980级的校友。她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在美国IBM公司工作。他俩育有三个子女，并把

他们全部送进美国常春藤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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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与廖先湜老师在分布式计算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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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第一篇学术论文《分布计算机系统多版本并发控制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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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时代：在学术的道路上拼搏

1985年，李克勤以最高的成绩被中科院计算所录取为董韫美院士的研究生，并被选拔

为唯一获得教育部公派留学资格的出国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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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李克勤在休斯顿大学

1986年，李克勤踏上了前往美国休斯顿大学的求学之路，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回忆起

读博期间的岁月，他感慨道：“走学术道路并不容易，虽然我用了四年时间顺利拿到博士学

位，但期间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学术研究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科研的方法、方

向、思路，都需要独立探索。”正是这段经历，为他在并行和分布式计算领域的学术生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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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坚实基础。他的博士论文开创了可分割网格网络中，处理器分配和作业调度以及三维

packing的新研究课题，激发了众多学者的后续研究工作，让他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声名鹊起。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克勤36岁就是正教授，46岁成为最年轻的纽约

州立大学讲席教授，并获得杰出教授奖章。他连续20多年荣登科学与工程名人录、美国名

人录、世界名人录、美国教育界名人录，荣膺阿尔伯特·尼尔逊·马奎斯  (Alber t  Nelson

Marquis) 终身成就奖。他荣获休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杰出校友奖。

经过四十多的勤奋努力，李克勤教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他在学术著作、研

究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共发表论文1100篇以上。他七次荣获国际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他

拥有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或授权的近80项发明专利。他的学术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

高度认可。他曾获得国际并行和分布式计算领域旗舰会议IPDPS的首届最佳论文奖。他荣

获2022年IEEE云计算技术委员会最高奖项-研究影响力奖、2023年IEEE服务计算技术委员

会最高奖项-研究创新奖、2023年IEEE 1区(美国东北部)最高奖项-技术创新奖。

毫无疑问，李克勤教授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自2020年以

来，他在各种学术排名中名列前茅、傲视群雄。根据Scopus引用数据库显示，在并行和分

布式计算领域，他在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上雄居全美第一位和全球第二位，在终身科学

影响力排行榜上高居全美第三位和全球第四位(前五名中唯一的华人科学家)。他荣列Scil i t

全球最高被引学者榜单，在全世界2000多万名学者中排名前0.02%。他荣列ScholarGPS

全球最高排名学者榜单，在全世界3000多万名学者中排名前0.002%，并且在并行计算、

分布式计算、云计算等领域稳居全美第一名及全球第二名。

四十年来，李克勤教授始终坚守和活跃在学术的最前沿。就在采访前半小时，他仍在

撰写论文。即便学有大成、功成名就，他仍然每年发表数篇单作论文。他是目前国际上仅

有的六位单作论文数量超过140篇，以及综合影响指数大于4.0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在国

际并行和分布式计算领域，他以150篇单作论文和100篇一作论文独占鳌头。他自豪地表

示：“这是我最与众不同和引以为傲的地方。”他确实是学术界独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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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教授在湖南大学信科院2024年

新春联欢会上独唱《再回首》

传承超越：在中国的崛起中迸发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蓄势待发，一飞冲天。“我是纯粹的知识分子，遵循中国传统读

书人的座右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随着中国在各方面的迅猛发展和快速崛起，李克勤教授终于迎来了报效祖

国的绝佳机遇。二十多年来，他为中国计算机科研和教育作出了极为突出的、引人注目的

贡献，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树立了独特的榜样和鲜明的标杆，在海外学者当中相当

罕见。

2011年，他被聘请为清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高智讲座教授，与国际并行

和分布式计算领域的元老黄铠教授领衔的讲席教授组、郑纬民院士团队、以及清华大学其

他教授团队进行了紧密的合作研究，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30余篇论文。他甜美地回忆：“每

次回清华，无论住在甲所、紫光、还是近春园，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太爽了！”2018年

计算机系成立六十周年系庆，他荣幸地受邀作特邀学术报告，成为骄傲和难忘的回忆。

他2013年成为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国家特聘教授。“既然决定来了，就要脚

踏实地，全力以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是我的为人。”他在湖南大学为博士生和硕士

生开设计算机科学前沿讲座课程；悉心指导了上百位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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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人在重要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论文；培养了众多青年教师，其中很多人已晋

升为副教授和正教授，甚至成为系主任、院长、校长。他为将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研究单位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作出了前所

未有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深受广大师生的信赖和爱戴，成为全院乃至全校有口皆碑

的标志性人物。

李克勤教授获得2018年湖南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年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二等奖、2020年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021年湖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他被湖南省科

学技术厅和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2022年湖南省“科学技术合作奖”和2023年

湖南省“潇湘友谊奖”，以表彰他为湖南省科技创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

强将手下无弱兵。他通过科研指导与合作，帮助二十多位青年学者成长为国家级和省

部级突出人才，包括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海外优秀青年基金

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湖南省芙蓉学者、湖南省杰青、湖南省121创新人才、湖南

省三尖人才、湖湘青年英才、长沙市杰青、广东省珠江学者等。他在湖南大学的两个博士

后获得了IEEE TCSC的优秀青年学者奖。

溪涧岂能留得住，  终归大海作波涛。二十多年来，他在全国100多个大学和研究所作

过学术报告，听众达到万人。他在多场讲座中详细指导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亲自传授论文写

作的技巧和规范。他和国内数十所双一流、985、211、中央和省部属高校，以及各研究所

和国家实验室等科研机构的研究团队，进行过广泛和深入的合作研究，发表学术论文800

余篇。他自豪地分享：“我指导和合作过的年轻人，没有2000个也有1800个。”

他热情关心并积极促进边疆地区、西部地区、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

展和科研活动的开展。他七次去云南大学，亲赴贵州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北方

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十余所大学，与当地师生进行

学术交流，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并发表论文。他两次去西南民族大学，努力帮助推动该

校计算机学科的建设。

他说：“十二年前，决定回到祖国加盟湖南大学，就和当年去清华一样，是人生最重要

的机遇和最正确的决定，这样的选择不仅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也左右了自己一生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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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我很幸运，能有机会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他接着说：“刚来的时候，

这里是一片学术荒地，整个学院一年只能发表两三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今一年产出几

十篇甚至上百篇高水平学术成果，轻而易举。”回望过去的四十年，李克勤教授不仅是中国

科研水平高速发展的见证者，更是这一进程的深度参与者。正如他所说：“我在湖南大学培

养的这些博士生，学术水平完全不逊色于国外的大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已不可同

日而语。”这是他为祖国交出的一份最满意的答卷。他动情地说：“实在没有想到，五十岁

那一年，人生仿佛刚刚开始。在湖南大学的这一段奋斗历程，绝对是我一生中最浓彩重墨

的篇章，最骄傲和最辉煌的一页，没有之一！”

李克勤教授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作学术报告

《弹性云计算平台性能和成本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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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教授与湖南大学的博士生在一起

李克勤教授认为，教育的意义远不止于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信

心。他回忆道：“我自己走过的路让我深知，自信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重要。”因此，在自

己的教学过程中，他始终强调鼓励和正向引导。“我一般不批评学生，哪怕一个学生的论文

写得不太出色，我也会鼓励他，这篇论文写的不错！因为好坏是相对的，对他而言，这篇

论文就是最好的。”在他看来，一个学生是否能在学术道路上走得长远，取决于他是否对科

研有激情，而这种热爱往往来源于最初的自信。“如果一个学生从我这里毕业后，坚定地走

上学术的道路，那我的教育才算真正的成功。”

受过他提携和帮助的学生数不胜数。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他更像是他们科研道路和人

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这种“点石成金”的能力，让他对自己独到的培养方式充满信心，

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  —  帮助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他总结道：“人品很

重要，情商很重要，自信也很重要。这三点如果做好了，年轻人未来的发展就不会有太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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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在科研的高峰上奋进

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李克勤院士四十年如一日，潜心学术，醉心科

研；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时至2024年，拥有三个院士和五个

Fellow头衔的他，依然有四篇单作论文发表，成为国际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与他的

访谈中，我们深刻感受到，那句刻在清华学子心中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已

不再是上限，而是一种激励 — 为祖国健康工作更多个十年，甚至更久，才是新的目标。他

发自内心地表示：“我的心态永远在20岁。既然是终身教授，那就永不退休、永不躺平。”

正如李克勤教授个人主页上引用的《周易》之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不仅是他毕生的精神追求和内心写照，也是他用行动诠释

的“君子”之道。他更希望以此勉励无数清华后辈：唯有克己勤勉，方能成就卓越，走向成

功。

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谈及未来十年的目标与规划，

李克勤教授坦言：在个人层面，他将继续追求学术研究的更高境界，科研之路没有终点，

只有不断攀登的可能；在社会层面，他希望持续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祖国、为计算机科学

领域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结识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成长，

让他们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远。”

他的未来畅想，既充满希望，也饱含干劲。正如清华园中那些匆匆而过的身影 — 两代

人虽肩负不同的使命与责任，但努力的身影在此刻交汇。时间是一种度量，却从未成为束

缚，人类的精神与思想也将超越时间而绵延不绝。我们也期待与李克勤教授一同再次出

发，期待下一个十年的崭新篇章。迈向更高，走的更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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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教授与夫人高玲在水木清华

（同为1980级清华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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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是纽约州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信息科

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高智讲座教授。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美国

休斯顿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是欧洲科学院院士 (MAE)、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MEASA)、美

国科学促进会院士  (AAAS  Fe l low)、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  ( IEEE  Fe l low)、亚太人工智能学会

会士  (AAIA  Fe l low)、亚洲计算智能学会会士  (ACIS  Fe l low)、国际人工智能产业联盟院士成员及会士

(AI IA  Academic ian  Member  and  Fe l low)、纽约州立大学杰出学院院士。他是中组部和人社部联合任

命的“国家特聘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最高荣誉称号)。

注：部分图文整理自清华大学、清华校友总会网站；“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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