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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92岁高龄的钱伟长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文选》收录了他从1951
年到2003年间发表的重要文章和讲话稿，共175篇130余万字。
其中，绝大部分文章曾经出版和发表过。
文选编委会对这些文章进行重新挑选和编排，并增加了钱伟长最近的文章和讲话稿，按时间顺序分为
五卷本出版。
    文章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哲学、历史、文学、教育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管
理学、计算机等诸多学科。
这些篇什集中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诚之心，如《关于中国留学生的一点历史反思》、《
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理想、信念与祖国》；表达了他关注科学和教育事
业发展前景的热烈之心，如《20世纪末自然科学发展总趋势》、《对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意见》、《
振兴教育 刻不容缓》；表明了他专注经济、文化、环保等领域的全面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的执著
之心，如《区域规划的几个问题》、《对开发黄河三角洲的几点思考》、《致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
、《“华夏”的由来》。
钱老的论述具有鲜明特色：真知灼见与忠于实践密切结合，未来的前瞻与历史的回眸紧密相随，勤于
思考与勇于探索互为结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钱伟长文选（第二卷）>>

作者简介

钱伟长，上海大学校长院士。
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三钱”，他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著述甚丰，贡
献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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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研究生与本科生有无区别?博士生与硕士生有无区别?区别在哪里?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只是学高
一点的知识或更高一点的知识?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知识是没有高低的。
你在年轻时学到的知识与你现在学到的知识是一样高，不分高低的。
但培养工作就很不一样。
培养研究生与培养大学生、中学生不一样，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
有人认为大学生的教学方式与中学生是一样的，也是“先生教，学生听”，也是按一本教科书、按一
个教学大纲来讲，只不过书本厚一点，教的东西要以中学的知识为基础，也就是这么一点差别。
其实不是。
中学的教学方式是根据中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处理的，小学生的教学方式是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处
理的。
    小学生善于模仿，他的学习办法就是模仿。
大人怎样他就怎样，所以家庭影响非常深刻。
学校里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书上的东西都是天经地义的。
    到中学略有不同，中学生的年龄是14～17岁(我说的是高中，初中大概从12岁开始)，这个年龄阶段正
是一个人好问“为什么”的时候。
中学教师理应给中学生讲讲“为什么”，有很粗浅的道理，开始有一些逻辑性。
中学讲逻辑讲得最多的是平面几何。
平面几何虽然没有抽象成逻辑，教师也没有严格说我教的就是逻辑，可是教的过程就是讲逻辑，自然
而然地让你的思想学会用逻辑来推理，其他课程也基本如此，这是中学教学的一个最关键的内容。
在中学里还应教给学生当公民所必需的知识，如历史、地理。
当然，也灌输一些世界观的东西。
这中间，老师起着模范作用。
中学老师常常影响学生一辈子。
我回忆一下后发现，中学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
世界观、人生观基本上是在中学老师的影响下开始形成的。
我认为中学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而我们现在并不是这样，中学实际上把重点放在为考大学做准备上，完全忽视了中学教育的更本质的
意义。
考大学考哪几门课，重点学校重点班就为这几门课出题目而努力，100个题不够就出200个，到最后总
结时还要补充几个典型题目。
    进了大学怎么样呢?上大学一般是在18岁以后，这个年龄的特点是追求“独立”。
从问“为什么”到开始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还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年龄的特点来调节教学要求，大体上还是中学的教学方式
：先生教，学生听，没有根据青年人要求独立思考、要求独立学习这样一个特点来进行教育。
    现在，社会上还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大学毕业后是要工作的，因此要求在大学里学的必须是在工
作中用的，最好是学完以后不用再学，能够用一辈子。
社会上也有很大的误解，有人这样想：你是个大学生，应该样样都懂得。
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向你提出，我这里缺一个大学生，要个大学生，有一个就行了，管他学什
么。
我听见很多人这样讲过，这是社会意识。
这个意识当然是不正确的，可是它起了很大作用。
还有一种就是认为你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应该能用一辈子，他们把知识看成是静止的而不是发展的东西
，认为大学毕业了就不用再学习了，够用一辈子。
这个思想在几百年前出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四书”、“五经”一读就可以为封建社会服务一辈子
，因为封建社会是停顿的，用它一辈子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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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在三四十年前的学校里又怎样?那时，你学了土木工程，去搞土木工程建筑，大体上可以吃30
年饭，没有太多新东西了，即使有一点，临时改一改也还来得及。
学机械工程的，在机械厂里工作30年也是够用的。
因此这样的思想在30年前也是基本合理的。
现在就不行了，因为根据现在的统计(1981年的统计)，说在三四十年前，知识大概每隔30年要增加工
倍，就是说，在大学里即使把所有的知识全教给你了，30年以后也只有一半还可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知识量是4年翻一番。
当然有的学科的知识更新要快一点，像电子学方面比4年还快一点；而机械、土木要慢一点，不过也
是比从前快，大概七八年加1倍。
那么你学到了4年以后，平均讲来，也只有一半还可用。
假如你这4年内不再学习的话，再等8年以后，还剩多少?还剩1／4可以用。
因此，我们不能要求学生在大学里把所有的知识都学到?出去以后够用一辈子。
    那又应该怎样办呢?应该教会学生毕业以后不断地自己去获得新的知识。
换句话说，就是大学不能像中学那样，没有先生教，学生就学不到东西，要抱着走。
大学应该培养学生在毕业后不需要先生教也能获得知识。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大力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现在我们恰恰是对这一方面有所忽视。
现在看来，应该减少课堂教学的时间，课堂讲授只需要提纲挈领地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而应该把另
一些东西交给学生自己学，指定参考材料。
从一年级起，以后逐步增加自学的部分，到三四年级学生应该基本上都会自己学习，不需要先生教就
能学到。
自学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现在大学里很缺少这方面的培养。
那么到了研究生时期，要比大学生学得更多更深一些，我看首先也就应该抓自学能力。
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有规定，要念多少个学分的研究生课程，好像是40个学分，还有一门外文等等。
而这个学分怎么用，是值得考虑的。
是用来扩大你们的知识面呢?或者是用来加深你们的知识，提高理论水平，并且用这个时间中的一部分
培养你们的自学能力呢?我觉得现在需要改变一下。
现在看来，当初作这个规定，还是以大学教育甚至是以中学教育的思想在指导研究生的培养。
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变通一下，用某一课程的规定学时，只讲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不
讲，给你材料，自己去看，看完了再考试(一定要考，不考有些人是不会去读的)，逐步地培养研究生
能够自学。
可是这个自学是简单的自学，只是针对这本书、这份讲义，它们都是经过写书的人、写讲义的人消化
过的东西。
本来在大学里就应该这样，现在大学生里没有重视这个，学生自学能力还是那么差，以致硕士研究生
现在还采用这个教学方式。
可是这只是初步的自学能力，因为这是有系统地交给你，是经过老师消化过的，好像小孩子吃饭，是
经过母亲口里嚼过以后再喂给你的，而且是课程中的比较次要的部分，描述性多的部分。
至于理论性强的、逻辑性强的核心部分，还是老师讲一讲好，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能力。
在开头可能还要有点辅导，老师还要答疑，但我是不赞成答疑的，答疑是抱着走的一个方法。
不答也可以嘛，要逐步把答疑这个过程取消。
因为你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谁给你答疑?这时，没有人给你答疑了，当然，讨论问题是可以的。
    是不是研究生就这么培养?还不是。
研究生至少要培养他自己能吃饭，不要母亲喂了。
对研究生应该比一般大学生要求高一点。
什么叫自己吃饭，就是自己不断地吸收新鲜的养料，变成你的东西。
这个学习过程，与课堂里给你们讲义，或者指定参考资料给你们去看是不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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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出版说明这套文选，精心收录了从1951年到2003年半个多世纪期间，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的重要
文章和讲话稿，共175篇。
其中，绝大部分文章曾经出版或发表过。
现应广大青年学子的要求，也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对这些文章进行了细致的挑选和重新编排，
并增加了钱伟长院士最新的文章或讲话稿，按时间顺序分成五卷本出版。
    钱伟长院士是老一辈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文选里的著作集中反映了他对祖国的科学教
育事业的真知灼见和热诚实践，对国家和民族在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等诸方面的专注和投入
，其中有许多文章是他前瞻性的思考与探索的结晶。
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之情，充分体现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以及丰富的学识
和坦荡的胸怀。
这些文章或讲话，涉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区域经济、城市建设、管理学
、中文信息学以及教育学等方方面面，尤其是他和青年学子谈人生观、价值观，谈治学方法，谈成才
，谈开拓创新的不少文章，值得广大读者慢慢品味和学习。
当前，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学习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中，出版和学习钱
伟长院士的五卷本文选，对于上海大学乃至全国的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和现实指导价值。
同时，这套文选的出版，也为钱伟长院士任校长的上海大学迎接十周年校庆带来了浓浓的喜庆色彩。
    在文选的编辑过程中，对有些文章和录音稿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由于时间仓促，绝大多数文稿未
经作者本人审定。
                                         上海大学《钱伟长文选》编辑委员会                                                      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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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伟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的科教事业，并主张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他强调教育要“拆掉四堵墙”：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
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钱伟长文选》汇集了钱伟长对中国科教事业的真知灼见，文选收录的文稿涉及到哲学、历史、
文学、教育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
其中，还有众多钱伟长和青年学生谈成才路、人生观、价值观和治学方法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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