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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书与治学是许多青年人所关心的问题* 我只

能就我比较熟悉的领域———自然科学，来谈这个问

题* 但由于学问都是相互贯通的，所以推广出去，也

可以供志在其他领域的青年人参考*

#! 继承与创新

科学的目的在于创新，但在创新之前需要了解

科学的现状，哪些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哪些问题是

还没有解决的，有必要继承前人的传统* 伟大的科学

家牛顿讲过，“我看得比别人远些，无非是我站在巨

人 的 肩 上”；"$ 世 纪 一 位 著 名 物 理 学 家 卢 瑟 福

（+,-./01234 5）将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科学家并

不依赖于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依赖于千万人的身

体智慧，千万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每一个尽他自己

一份力量，知识的大厦就是这样建筑起来的* ”我们

不能从零开始，所以认真读书是非常必要的，从小学

到大学，甚至于做研究生，都是要读书的* 但读书也

会产生弊端，书读得多了，思想容易受到书本的束

缚* 所以古人就讲过“ 尽信书，不如无书”* 因此，不

仅要认真读书，还要善于读书* 要使书为我所用，而

不是我为书所主宰* 中国古代学术界讲究师承，有尊

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在今天还是需要发扬光大的* 但

是也应该认识到我国古代学术传统还是有其不足之

处，就是：思想往往被传统所拘囿，缺乏创新意识* 因

而我们还需要强调教育的另外一面，就是引导学生

独立思考，让学生自己来解决问题* 这在从事研究工

作中特别重要* 科学研究体现了继承与创新之间辩

证的统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应该

说，我国的教育界的情况是灌输得太多，而在培养学

生的独立思考方面，还有所不足* 我们需要一代代的

学生超过他们的老师，即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就需要大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

"! 工作能力与鉴别能力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首先受到检验的是一个人

的工作能力* 一段古汉语是否读得懂？一个方程是

否会解？一种实验技术是否掌握？等等* 掌握这些

基本功，是进行科研工作的必要条件* 在掌握了科研

基本功以后，要想做出出色的工作，就要看你是否具

备鉴别能力这一点了* 科学和艺术有相通之处，艺术

工作方面有创作者，也有鉴赏者和批评家，能够懂得

艺术作品的好坏* 而实际上优秀的艺术家必然也是

懂得艺术作品好坏的鉴赏家，虽然它不一定善于用

文字来表达* 在科学上同样有一个鉴别能力的问题，

能否善于抓住一些有条件解决的重要问题，乃是一

位优秀的科学家和普通的科学家的差别所在* 一位

诺贝尔奖得主曾经讲过：“ 解决一些重要的基本问

题并不见得比解决一些枝节问题更困难* ”如果选

对问题，并解决了问题，你就走到别人前面去，所以

如何提高你的鉴别能力，就成了头等大事*

&! 智力素质与精神素质

聪明能干反映了一个人的智力素质，这是进行

科研工作极为有利的条件；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知

难而上，为科学献身，这是最理想的优良的精神素

质，是进行科研工作的最可贵的条件* 如果要在两者

之间有所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 因为科研工作

实际上就是克服困难，如果缺少优良的精神素质的

话，遇到困难就会停步不前，最终在科研上一事无

成* 这种例子我们屡见不鲜* 优良的精神素质不是先

天就有的，思想教育在这个问题上能起一定作用* 如

果一个人能将他的全部精力用于他耍解决的问题，

献身于他的事业，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去，必将会取得

有意义的结果*

)! 个人与集体

科研工作要做出出色的成绩，既要发挥个人的

聪明才智，同时也离不开团结合作，发挥集体力量*
特别是青年人，不仅要善于工作，还要善于团结人，

和他人一起工作* 特别是在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更

应该注意将个人的位置和集体的位置摆正* 青年人

应该谦虚谨慎，要善于和他人合作* 即使像牛顿这样

伟大的科学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他只是说：“ 我

不过是在海滩上捡起几块好看的贝壳而已，真理的

大海还在我的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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