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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

本报记者连线现实版“ 传音入密”发明者———上海小伙全力

“ 我曾严重偏科但不妨碍我成功”

记者：听说你毕业了，还找了一份

好工作？

全力：你消息很灵通啊。说到求

职，还蛮搞笑的，当时有一个手机公司

举行了一个夏令营，愿意开出1 8—30

万的年薪，2000人中选了20多人，我被

选中了，但是因为在深圳，我放弃了这

个机会。后来面试了很多公司，最后

被一家软件公司录取，做的工作和手

机扬声器有关。

记者：未来如何打算呢？

全力：想过继续深造，也想过好好

工作。两条路，要么出国，要么工作。

记者：一般外界对理工男有刻板

印象，觉得他们是书呆子。你平时是

不是也寡言少语？

全力：恰恰相反，我热衷于组织各

种活动，譬如南京大学在上海的同乡

会，我们学院和文学院的联谊会等等，

我还参加了英语口语俱乐部。我平时

蛮会玩的，是麦霸、爱爬山，还喜欢参

加各种社交活动。

记者：你前面不是说自己失恋了，

是不是因为女朋友觉得你太看重实

验，不太谈感情？

全力：不是，纯粹是感情不和。有

的学物理的博士一看就属于典型的理

工男，我不太像理工男，我觉得自己很

有创造力，是理工男中的一朵奇葩。

前女友还评价说，我第一眼看上去不

太像学物理的。

记者：可以用一句话评价你自己

的性格吗？

全力：我的性格是比较有主见的，

会自己做决定。认准了就会去选择，

但不会钻牛角尖。

记者：最后，作为学长，对于其他

和你一样一开始不是很冒尖的同学有

什么可说？

全力：当年我也是坐在台下，看

别的学长分享成功经验，也非常羡

慕。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只要努力

了，认准了方向。其实，你也可以达到

成功。

记者：南京大学好学生如云，

你大一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全力：当年高考我的分数不

是很高，没有进理想的第一志

愿，调剂到第三志愿。大一我的

状态不是很好，这一年我不太去

上课，经常翘课，炒股、睡觉、打

游戏、到处逛着玩，思修课人家考

了90多分，我还挂科了。

记者：是什么让这一切发生转机

了呢？

全力：大一下学期，声学专业一位

老师的讲座，改变了我，让我对声学产

生了兴趣，我开始考虑转系的事。记得

转系考试和面试大气系转电子系

的学生，4个中只录取了2个，

我就是其中一个幸运儿。

记者：在这个过程

中，还有哪些事情或者

人让你找到了学习的

目标？

全力：有两个

人对我的影响 很

大。一个是我的

高中学长。记得

我 大 二 快 结 束

时，咨询他出国的事。他提醒我说，大

学四年，时间过得飞快，如果要出国，

本科时的绩点对出国申请学校很重

要。这句话提醒了我，让我觉得不能

再“ 混日子”了。另一位是我的导师，

大三那年我参加大学生创新计划，结

识了我现在的导师。大三那年，我的

学习状态异常好，半年里写了两篇论

文，和导师一起申请了一个专利，发

在国际期刊上。

记者：现实版“ 传音入密”到底

是怎样一个神奇的东西？

全力：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先用

数值模拟来推算，算出来可以实现

“ 传音入密”这样一个现象，然后根

据理论来设计样品。记得研一那年，

我元旦三天没回家，把自己关在消声

室一门心思做实验。后来和导师一起

做出来一件样品：我们在铁块上嵌入

一些声学的微结构，实现了“ 传音入

密”，即原来你和别人面对面讲话时，

站在我前后左右的人都能听到。现在

只有站在我正前方的人才能听到。

记者：发现这样一个新现象，你

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全力：做完之后蛮开心的，立即

投稿《 自然·通讯》杂志，但审稿人觉

得实验的效果不好，让我们重做。样品

很重，天天搬上搬下，搬得我腰酸背

痛，又没成果，当时一度很沮丧，甚至

想放弃。那时又恰逢我失恋（ 201 3年9

月），心情一度很低落，我很痛苦，但

心想这总归是我的事情，不做不现实，

必须要承担责任。国庆七天我又没回

家，和同学合作一鼓作气做了新实

验，最终成功了。

记者：这项成果的原理是什么，有

什么突破意义，进入应用阶段还有多久？

全力：这项成果的原理是“ 在铁块

上嵌入声学微结构，使得铁块的硬边

界变成了比空气还软的软边界，从而

实现了偶极子辐射和四极子辐射。”

至于有何突破意义，“ 传音入密”

这一现象此前已经有人发现了，但根

据他们的原理，他们只在超声频段上

实现这一现象，而我们提出了新的原

理，将频率降到很低，突破性地在音频

范围内实现了这一现象，使得这一效

果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成为可能。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研究，进

入应用阶段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目

前这一发现已申请专利。

记者：你当年第一志愿报考南大

物理专业，但因为分数不够，被第三

志愿大气科学录取。你应该不是一个

成绩特别拔尖的人？

全力：没错，我初中是文绮中学，

高中是闵行中学，我是属于刚进学校

成绩都不是很好，慢慢上来的学生，初

中、高中的排名都在班级1 0名左右。

后来初中保送到闵行中学。从小到大，

我在班级里也不是什么学生干部。

记者：你在中学期间的学习情况

是怎么样的？

全力：我高中时很偏科，文科不

好，理科特别好，那时专攻物理。不好

到什么程度呢，英语经常不及格，英

文老师看到我脸色很差，还跟我

爸妈告状，称我一天到晚读物

理太偏科了，要重视英文。

我没听老师的，一门心思参加物理竞

赛，到了高三才开始恶补英语。

记者：你觉得物理能带给你成就

感吗？

全力：是的，我曾拿过上海市高

中物理竞赛一等奖。我记得我高二时

和高三学生一起参加物理竞赛，拿了

一个三等奖，名次是学校里最好的，

一同参赛的高三学生只有一个得奖。

我们校长在大会上表扬我了，当时蛮

激动的，可以说成了学校里的“ 风云

人物”了。高三那年，我拿了一等奖回

来。

记者：你当时偏科那么严重，爸

妈也不管你？不担心你考不上满意的

学校？

全力：他们不太管我的，从小到

大，我喜欢什么，他们就鼓励我去做，

追求自己的爱好。高考时我做了一个

让旁人看来大胆的决定。我当时参加

交大自主招生考试，交大没录取我，

给了我20分的加分，我当时觉得你既

然没选择我，我也不选择你。一方面

是赌气，另一方面考虑到南大的物理

全国数一数二，比交大的物理要好，

我毅然决定把20分加分放弃掉。高中

老师劝说了我多次也无用。我知道自

己要什么，很庆幸做了人生中这样一

个重要的决定。

记者：你放弃了20分宝贵的加

分，你爸妈也没斥责你或者企图说服

你？

全力：在这点上，我感激他们对

我选择的尊重。对于我的选择，父母

还是蛮支持的。没有因为我偏科，就

打压我学习的积极性。

本报昨天刊登了《 26岁小伙研究出现
实版“ 传音入密”》一文。昨晚，青年报记
者连线了26岁小伙全力，这位曾经在闵行
中学就读的土生土长的上海学生，听他讲
述自己的成才故事。

对于全力而言，自己并非传统意义上
的好学生，高中时他曾因为英文不及格屡
屡被英语老师告状，他也曾不听老师的劝
说毅然放弃了别人求之不得的家门口名
校———交通大学，选择赴南京大学读书
⋯⋯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曾经是英语老师眼中的差生

[转变] 失恋、劳累造就了我的成功

[个性] 认准了就会选择，不钻牛角尖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