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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今年决定将 ’445
年 ’% 月 & 日由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 67547 号的小行

星命名为“彭桓武星”- $%%& 年 4 月 $# 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共同主办了彭桓武院士科技思想座谈会暨“ 彭桓武星”命名仪

式（左图为彭先生接受小行星命名证书）- 在座谈会上，黄祖洽院士

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作了精彩发言-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朱光亚发表了题为《 学习彭桓武先生，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书面讲话-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吴岳良对彭桓武先生的治学精神、为人之道和学术思想作了介绍-
我们认为，朱光亚和吴岳良的两篇发言对彭先生人才培养和治学之

道的阐述对广大物理学工作者有现实参考意义，征得本人同意后，

特将这两篇发言添加参考文献后刊出，以飨读者-

学习彭桓武先生，培养创新型人才

朱! 光! 亚

! ! 彭桓武先生是著名物理学家，为我国理论物理

和核科技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去年

彭桓武先生九十华诞时，我曾作简短发言，谈了他的

贡献和学术思想-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彭先生关于培

养创新型人才的思想-
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为热

门话题- 许多同志包括许多知名人士都发表了自己

的意见，可 谓 见 仁 见 智- 我 在 阅 读《 彭 桓 武 诗 文

集》［’］时发现，彭先生在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

早有许多心得和见解，对我很有启发- 彭桓武先生本

身就是一位创新型杰出人物，他在高校教育和工作

实践中培养和带出了一批极富创造性的优秀人才，

其中不少同志已经取得突出成就- 我想，介绍他关于

培养人才的思想，对于我们当前做好创新型人才培

养工作一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我将彭桓武先生关于培养

人才的思想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要扬长避短- 彭先生认为，人与所有生物

一样存在着个体差异，个体与个体之间总有不同之

处- 我们每个人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只有扬长避短

才能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他说，他小时候上学

时，虽然数学、语文、英语很好，但图画、音乐、手工、

体育不行，平均成绩在班上三十余名同学中要排到

二十几名，甚至常常因为手工、音乐等功课不好而挨

打手板- 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转学到吉林的毓文中

学，那里重视数理化，正好发挥他的长处，一下子就

跳到班上第一名，极大地激发了他的自信心和创造

力- 他认为如果仍在原来的学校里排到二十多名，人

总是被弄得灰溜溜的，就不会有以后的发展［$］- 彭

先生的这个思想对我们现在的教育有很大启示，尽

管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全面发展，但是人毕竟不是

全才，不可能用一个标准统一衡量- 应该针对每个人

的长处加以引导和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个

性和潜能，“扬长避短”而不是刻意“取长补短”（学

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这样才更有利于培养

创新型人才- 当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培养创新型人

才就要学习艺术学习音乐，似乎通过艺术和音乐能

够开发智力- 从彭先生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

点也是有局限的；学习艺术和音乐也许对有些人会

有帮助，但是不能因为爱因斯坦会拉小提琴就一定

要让孩子去学小提琴，事实上许多著名科学家并没

有艺术音乐方面的特长和爱好- 最近看到教育部原

副部长韦钰同志的一个讲话，她也认为学习音乐能

够提高创新能力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第二，要学术民主- 彭先生说，他在英国留学时

听他的师兄海特勒讲过这样一件事，三四十年代德

国和法国理论物理学发展差别很大，德国很先进，人

才济济；法国则不怎么样-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

原因实际上是学术专制和民主的问题- 法国当时理

论物理学权威是德布罗意，他很专制，学理论物理只

能跟着他，别人都不行，唯我独尊，结果培养不出人

才来- 德国有所谓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代表人

物分别是索末菲和玻恩，他们很民主，学生之间常有

交流，玻恩的学生去索末菲处工作；索未菲的学生也

去玻恩处工作，相互促进，思想活跃，推动了德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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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理学的繁荣，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理论物理学

家［.］& 我们现在的科技界、教育界，尽管少有一统天

下的权威人物，但是在有些单位内部，学术专制、学

术垄断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开展创新工作、培

养创新人才非常不利&
第三，要给学生留下探索的空间& /01/ 年彭先

生去薛定谔处工作时，他的导师玻恩跟他说“ 薛定

谔带不出好学生”& 原来薛定谔深沉严密，自己没想

清楚的问题决不向学生说& 想清楚后再讲已是那样

清楚，无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性，自然无法培

养能够独立创造的人才［1］& 我们现在教育工作中，

往往用现成的标准答案统一教育学生，对与错之间

没有一点探索的余地，很容易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失

去创造的兴趣和活力&
第四，要鼓励独立思考& 彭先生说，他与师兄海

特勒合作研究介子取得一定成果后，有一天罗森费

尔德对他说：你现在该“ 去海特勒化”了［1］& 这句话

是鼓励他不要被资深的合作者或权威师辈所束缚，

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在继承中扬弃，培育自己的

学术思想，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才能更好地发挥创

造性，推动科学更大发展& 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欣赏标

新立异、与众不同，往往过于要求人们安分守己、与

周围保持一致，非常不适合敢冒险、个性强的创新型

人才成长& 现在应该特别注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只

有这样才不至于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才能培养出优

秀的创新型人才&
以上是我对彭桓武先生关于如何培养人才思想

的理解和归纳& 非常高兴参加彭桓武院士科技思想座

谈会暨“彭桓武星”命名仪式，谨以此短文表示祝贺&
参 考 文 献

［/］ 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33/
［2］ 同［/］，第 14—15 页，0/—02 页

［.］ 同［/］，第 53—5/ 页

［1］ 同［/］，第 66—67 页，53—5/ 页

彭桓武先生的治学精神、为人之道和学术思想

吴- 岳- 良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33353）

- - 今天，怀着与大家同样兴奋的心情参加彭桓武

院士科技思想座谈会暨“彭桓武星”命名仪式& 很荣

幸有此机会，与各位前辈、老师、同学分享彭先生的

治学精神、为人之道和学术思想&

/- 彭先生的治学精神

彭先生的治学精神包括他的治学理念，治学态

度和治学风格以及他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彭先生的治学理念是坚信“自然界的知识对人

类是有用的”［/］& 故此，毕生不懈地学习和研究，虔

诚而又务实地追求真理，探寻自然界的奥秘，造福于

人民，便成为了彭先生的治学态度& 尽管彭先生已九

十多高龄，但他仍在不断地思考、计算、推导和撰写

论文& 2331 年，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报告的论

文《广义相对论与狄拉克大数假设的统一》，发表在

《理论物理通讯》12 卷第 4 期（2331）& 每次去看望彭

先生，他都会很有兴致地谈论他正在思考的新问题，

讲解他演算、推导的新结果，常常不知不觉地跟他会

探讨到深夜十二点（ 现在应医生的要求，为保证他

的健康，每次不得不在晚上十点前离开）&
彭先生的治学风格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理论与实践并重

在我国理论和实验物理学界，大家都知道彭先

生是注重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当初钱三强先生举荐彭先生负责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正是看到了彭先生能很好地处理理论与实验之间的

关系& 钱三强先生的这种用人标准得益于他的老师

世界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 8 居里教授的建

议& 彭先生自己也把理论与实验结合看作是做学问

能成功的一大关键所在& 他在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

当理论与实验一结合，即使是很复杂的问题也会迎

刃而解& 同时他也强调，在联系实际时要充分注意到

理论物理的统一的与近似的特点& 他特别提倡理论

物理学家应能分析实验、总结实验、提出实验并同实

验物理学家共同设计实验& 并且认为：惟其如此，理

论物理学家才有物理洞察力& 彭先生还给理论赋予

两种涵义，并形象地把经过实验检验过靠得住的定

律或原理称为带“：”号的理论，而将尚待更充分的

实验检验的工作假说或尝试性理论称之为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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