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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在他眼中，教育本身远比机器人研究更为

复杂。2006年，担任哈工大校长的他，参加大学

校长论坛时就直言：“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

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又担心把人培

养得太像机器。”

在他多年的毕业典礼演讲中，有两条脉络贯

穿始终——矢志创新，家国情怀。当这种创新精

神，既源自深刻的自我认知，又踩准时代发展的

节奏，成为一种可传承的精神力量，就会成为一

种有迹可循的强大动力。

从迈增书记退休时王树国给他的拥抱，到继

张迈增之后履任的党委书记卢建军在2023届研究

生毕业典礼上为王树国校长撑伞……创新港见证

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创新精神的传承。

2023年7月2日，西安交通大学2023届研究生

毕业典礼在创新港举行。在校长王树国为毕业生

致辞时，大雨骤降，党委书记卢建军站在王树国

身后坚定的为他撑起雨伞。这一幕成为“精神传

承大课”，并登上了热搜。

在这场致辞中，王树国对毕业生们说：“我

们 只 有 大 胆 前 行 ， 就 像 今 天 这 场 风 雨 一 样 。 来

吧，无所谓！我们依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来履行

我们的职责，展示交大人之风采。”

创新港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生，谈到自己在母

校收获到的面对挫折不放弃的信念和意志，这种

“坚韧”，以及理性探索的热情，“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辨与能力。”这是最好

的播种，扎根自身，而又面向未来，无限延伸，

无所畏惧。

基于这种高度的精神共识的，源自自我革命

的创新精神力量，它是可以传承和延续的，它就

存在于这座百年高校的西迁精神和国家使命的担

当中，以及这座127年大学人文精神的沉淀当中，

一代一代新人都可以回到它的源头，汲取力量，

找到自己与时代所相连接的使命和力量。它形成

一种巨大的能量，的确可以撬动一座城，激发区

域经济面向未来的发展潜力。

王树国希望所有的大学都警觉起来，不要沉

迷于大学排行榜。“我们太好面子了，好像排名

上升一位就如何。对于好多该解决的问题，恰恰

视而不见，这是我认为最可怕的。”

“对未解问题的攻克未必出成果。哪怕失败

了，对孩子们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在实践中边干

边学的培养模式，对老师也是极大考验。”

多年的演讲中，王树国很喜欢和学生们说起

西安交大传承至今的“西迁精神”。实际上，他

自己也是“西迁精神”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还未腾飞，远在法国

当公派访问学者的王树国由于能力出众，不久便

成为实验室的中流砥柱。当“863计划”需要他为

国内的机器人领域做贡献时，他没有丝毫犹豫，

选择回国。他说，“面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现代

化社会巨大的差异，那种压力突然让你感觉到，

你需要奋斗，需要让国家变得更好。”

王树国是高考恢复第一年，幸运地拿到改变

命运的入场券的那一代人。他以考区第5名的好成

绩考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回首那段往事，他曾

说，“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人和这个时代的

发展同步了，我跟上了这个时代发展的步伐。”

几十年后，他凭锲而不舍的坚守，搭建我国

西部科技发展的重要平台，指引万千学子矢志创

新，同时也在他们心中埋下对家国的情怀。创新

港的出现，让西安交大在停滞多年后，重新跟上

了时代发展的步伐。

2020年9月，创新港“科创月”活动盛大启

动，向全世界开放一流科研机构的全面合作。来

自海内外的一流高校、著名科研机构、政府和企

事业单位、行业龙头企业等嘉宾将汇聚创新港，

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合作。 

创新港揭示的勇气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

程度，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依然是要朝自己的

“有限性”发力。这是创新密码，也是人类文明

不断进化的路径。

王 树 国 在 科 研 中 最 出 色 的 研 究 是 仿 生 机 器

创新港的创新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