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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者”沈亦晨：打造“中国光芯”

兴趣指路兴趣指路，，2222岁岁““书呆子书呆子””出国读博出国读博

1989年，沈亦晨出生于浙江杭州。他的
父亲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从小耳濡目染，沈
亦晨年幼时便对物理产生兴趣。父亲鼓励
沈亦晨对家里的废旧电器拆了装、装了拆，
就为了让他认识里面的零部件，了解录音
机、冰箱等电器的工作原理。

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沈亦晨特别
喜欢看《有趣的科学实验》，甚至看父亲书桌
上包含许多电路图的专业书。“刚开始也觉
得晦涩难懂，爸爸就会告诉我一些入门知
识，还带我做各种物理小实验。”沈亦晨说，

“渐渐地，我对物理和科学知识越来越有兴
趣了。”

在杭州外国语学校读初一时，沈亦晨就
鼓捣出了“电动小轮船”“自动浇花器”等小
发明。初二时，沈亦晨代表学校在物理竞赛
中获得了二等奖。

比赛结束后，沈亦晨没有沉浸在成就
中，而是不断“复盘”自己在赛场上的表现，
一遍遍重新做题，还原当时的科学实验，力
争下次竞赛时能稳稳夺冠。

沈亦晨品学兼优，初中毕业时已经提前
预习完高中物理课程，并开始在父亲的辅导
下钻研大学物理。沈亦晨不喜欢和同学们
去 K 歌，也不会打网游……在同龄人看来，
他在成长道路上失去了很多乐趣，简直就是
个“书呆子”。但世间哪有什么天才，沈亦晨
不过是把别人娱乐的时间拿来学习物理，做
他感兴趣的科学实验。

高中毕业，沈亦晨考入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物理系。就读本科期间，他表现出众，
甚至连教授出的题哪里有Bug（漏洞），他都
能一眼看出来。沈亦晨和教授亦师亦友，无
话不谈，令同学们羡慕不已。

很快，沈亦晨就以“跳级”方式，提前完
成本科学业，考取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硕
士。读研期间，他接触到许多超前的物理知
识，大大开阔了视野，为日后成为光子学顶
尖人物打牢了基础。

2011年，年仅22岁的沈亦晨考入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博士。这时，他开
始研究纳米光子。这门学科的核心领域之
一是利用光子代替电子，一旦成功，沈亦晨

就有望突破西方在电子芯片方面对我国的
技术垄断，打造出“中国光芯”。

报效祖国报效祖国，，回国组建回国组建““追光团队追光团队””

读博三年，沈亦晨废寝忘食地做研究。
2014年，刚满25岁的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国际顶尖杂志《科学》上发表名为《宽波段光
学的角度选择》的论文。这是沈亦晨第一次
表明，他对光的传播方向有了重大科研突
破。沈亦晨这篇论文发表后，迅速震动学术
界，因为光子芯片的计算速度和传输率远超
电子芯片，而功耗仅为“电芯”的九万分之
一。

截止到博士毕业前夕，沈亦晨发表了25
篇顶级期刊论文，提交了十项技术专利。基
于这些突破性研究成果，沈亦晨获得了“追
光者”等称号。还没正式毕业，他就收到了
国外多家知名公司的邀请，为他开出数百万
美元的年薪。然而，沈亦晨却选择了归国，
投身于光子领域的科研工作。“能把自己的
兴趣爱好变成事业，报效祖国，我觉得是一
种莫大的幸福！”

2016年，沈亦晨成立了一家专门研究光
子芯片的技术公司——“曦智科技”，并担任
CEO。他还费尽周折请来一些在海外的师
兄弟，广招人才，立志要打造中国光芯。

公司创立之初，沈亦晨举步维艰。他手
里不多的积蓄，很快就用于交写字楼房租、
水电费，以及支付员工的薪水。“尽管有的同
事知道我挺穷，表示可以先拖欠他们的工
资，但大家也都要生活啊，不少人还得养家
糊口，还房贷、车贷，我不能光给同事画饼。”
沈亦晨说，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办了一笔创
业贷款，负债也要为员工发工资。

在光子芯片的艰难研发期，沈亦晨经常
吃住在公司，因为这样能节约上下班的时
间。办公室那张破沙发，就是这个博士CEO
的“床”；他不舍得点外卖吃，经常用泡面填
肚子……

让成熟量产的让成熟量产的““中国光芯中国光芯””早日到来早日到来

有一次，一名员工把手机忘在了公司，
等吃过晚饭回去拿时，却发现沈亦晨还在独

自加班。“大冬天，窗
外下着雪，我们公司
的暖气又坏了。他不
时从嘴里呵着热气，
揉揉冻僵的双手，继
续在研究台前的灯光
下思考和演算……”
同事说，他一辈子都
忘不掉那一幕，“他明
明比我们都优秀，却
比谁都拼，他没有理
由不成功！”

果然，艰难的日
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国家很快就给予沈亦
晨公司一系列政策扶
持。为了让他的团队
拥有一个良好的科研
创业环境，还请“曦智
科技”入驻了上海高
新区。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沈亦晨不舍昼夜
的努力，终于换来了
重大回报。2018 年，
他率领团队研发出了
世界上第一款光子芯
片的初始原型。这项
芯片技术的革新引起
了行业轰动，沈亦晨
的公司也变得声名鹊
起。

国外财团看中了沈亦晨的科研成果，纷
纷找上门来，愿意出数亿美元购买沈亦晨的
技术专利，或者搞联合开发。他们还趾高气
扬地表示：“中国在芯片行业相对落后，离开
我们的技术支持，这款产品不可能做完善。
首先，缺乏顶尖光刻机的问题，你们怎么解
决呢？”沈亦晨果断拒绝了伸到眼前的橄榄
枝，无视对方不怀好意的威胁，平静一笑，
说：“那就拭目以待吧！”

当年，“曦智科技”获得了6000多万元融
资。沈亦晨和团队成员夜以继日地努力研
究，于次年秋天推出了第一款正式的光子芯
片。虽然产品存在瑕疵，但技术上已经成熟

很多，稳定性也越来越好。
2021年12月，在沈亦晨的带领下，公司

团队发布高性能光子计算处理器PACE，成
功向业界验证了光子计算的优越性。随后，
沈亦晨入选全球“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

沈亦晨团队一直在对光子芯片做简化
升级，立志把“中国光芯”打造得尽善尽美，
并凭借核心算法等技术布局和积累，打造一
套完整的光子计算生态，为大数据及高性能
计算提供更快、更节能的芯片和算法。

作为国造“芯”的年轻追光者，沈亦晨将
用自己的努力，让“中国光芯”成熟量产的那
一天早日到来。 据《恋爱婚姻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