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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物理科学工作者都是以理解物理问题的物理本

质并进而解决问题为最终目标，因而他特别强调理

论物理工作者也要解决实际问题! 在黄先生的指导

下，并经过大家近 "# 年的共同努力建设，北京师范

大学物理学科获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而理论物理学科则于 "##" 年被评选为国家重点学

科! 在以极大的精力指导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科的

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的同时，他以渊博的学识、丰富

的经验、敏锐的科学眼光、民主而又严谨的治学态度

和满腔的热情，先后培养出（以毕业先后为序）丁鄂

江、冯世平、吕燕南、朱慧珑、杨国建、宋岩、吴新天、

欧阳华甫、陈金玉、张书东、李静辉、杨洪流、周路群

和应阳君等 $% 名博士和 % 名硕士，他们现在都事业

有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相当的成绩! 黄先

生在指导研究生方面有其独特的方式! 他在指导研

究生做研究工作时，不但以平等的态度和学生们一

起讨论，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而且严格把关，保证质

量! 他特别强调要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 例如他

指导博士研究生丁鄂江对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

弛豫过程进行了研究! 这是一项研究难度相当大的

问题，最终他们解决了玻耳兹曼方程求解时久期项

难以消去的这一历史难题! 黄先生为人正直和淡泊

名利的处世态度和治学严谨、虚心求实、细致可靠、

不盲从、有创新的科学作风，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对

我们这些学生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我们自己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时时处处学着这样做! 黄先生

历来十分重视大学本科生的教学工作，现在年近 &#
岁的黄先生还在讲授本科生的课程，我们都被他的

这一精神所感动! 由于黄先生讲课幽默，水平高，对

学生诲人不倦，被本科生评为“ 最受学生欢迎的本

科教学十佳教师”! 黄先生也十分重视科普工作和

基础教育! 为了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普及原子能的

知识和原子能技术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他用很多

时间和精力专门撰写了《 科学家谈物理：探索原子

核的奥秘》和《 射线束和材料改性》等科普读物! 可

以这么说，黄先生根据国家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

学术研究方向，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和

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 年黄先生当选中国

科学院院士，$’&" 年他作为“ 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

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的主要作者之一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年，他的研究成果“中子

和稀薄气体的弛豫和非平衡输运”获原国家教委科

技进步一等奖，$’’( 年获得了何梁何利科技进步

奖! 在黄先生迎来他 &# 寿辰之际，特撰写此短文以

示庆贺! 祝黄先生健康长寿!

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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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摘要发表于《科学时报》"##,! $! "%“学人深浅谈”

) ) 读书是求知、探索、明理、解惑的重要手段! 书籍

是精神的伴侣、永恒的朋友、无声的老师、常备的顾

问! 通过读书，人们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

解到自然界或社会上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及其内在

的规律，满足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索性、获得心理

上的享受，并利用这些规律来提高生活质量! 通过读

书，我们可以研究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它们留

给后人的教训! 通过读书，读者更可以与古今中外的

作者们进行心灵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从中得到有益

的启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创新!
读书是一种精神劳动，它的直接回报也是精神

上的! 当然，精神也会转化成物质，前人早已认识到

“知识就是力量”和“学以致用”! 进入知识经济的今

天，这一点更加明显! 不过，读书的乐趣首先是精神

上的：从无知到通达（知识长进、情操洁化），疑难问

题的解决，理性的随机顿悟，认识的豁然开朗，感情

的今昔共鸣，见识的异域默契，读幽默隽语而窃喜，

吟诗词佳句以抒怀；凡此种种，莫不是从读书得到的

良性精神回报!“ 读书之乐乐无穷”，正是爱读书也

会读书的人感觉到的一种无比享受!
会读书的人很注意读书的方法，用不同的方法

去读不同的书! 有的书只要翻翻目录、看看前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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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道它的大致内容，不必细看’ 有的书篇幅浩

繁，但有用的部分不多，只要用笔记本简略择录就可

备用’ 有的书情节引人入胜，像《 天方夜谈》、《 西游

记》和武侠小说一类读物，可以当作“ 成年人的童

话”，闲时看来消遣；阅读时可以“ 一目十行”，很快

翻过去，只要了解大致情节，不必也不宜过于认真’
基础性的书则必须精读，不能贪快，而要细细品尝、

反覆思考；必要时可以多读几遍，务求逐步领悟书中

内容的精神实质，掌握和牢记其基本要领；对一时不

能完全理解的地方，也要先作为疑问存放在脑海里，

不时加以思索；经验证明，遇到适当的机会，在考虑

别的问题时，往往能联想到原来存放在脑海里的疑

问，突然得到启发、触类旁通，进入疑云尽释、豁然开

朗的境界’ 宋代学者张载治学“ 贵疑”，我想也是因

为脑子里有了“ 疑问”，可以促使人们多多思考，形

成比较正确的观点，更能“悟”出事物内含真理的缘

故’ 只有下这样细嚼慢咽的功夫，才能好好消化基础

性的书，真正收到“ 运用自如”和“ 举一反三”的效

果’
和作者进行思想、感情的沟通，是深刻理解作品

的前提’ 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只有认真领会作者的心

意、了解写作的背景、投入自己的感情，反复吟诵，才

能欣赏到它的叙事之妙、言情之挚、行文之美、立意

之深’ 不管是读司马迁所写《 史记》中的一些名篇，

还是读朱自清写的《背影》一文，读者都会有这样的

感觉’ 读理论性的书籍，应当注意书中有哪些新鲜的

内容和观点，和自己原来知道的比较，有什么不同？

是否可靠？经过一番思考和分辨的工夫，才能加深

理解，融会贯通，使新的、正确的理论知识形成自己

脑海中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可以随时加以运用’
为了研究特定问题而读书，不妨根据所研究问

题的性质，查一查有关工具书或请教专家，先拟定一

个“调研提纲”，根据它来收集资料’ 对资料初步翻

阅后，确定重点要读的部分’ 读的时候更要注意分

析，勤于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 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得出自己对所研究

问题的见解’ 有了自己的见解，还要到实践中去检

验，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能解决问题’ 不然就

要再分析原因、找出症结，重新加以研究’ 在实践中

检验和修正自己的认识，实际上是在读自然或社会

这本“大书”，而调研资料，只不过是在读写成文字

的“小书”，为读“大书”做准备’ 读“小书”必须和读

“大书”相结合，才能得到真知’ 这一点是我离开学

校后从事多年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切身感受’ 我想，这

也是所有认真读书的人千万不可忽略的’

说莲实———仿古长廊楹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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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写于 #$$$ 年 (# 月，是为九江第一中学而作’ 九江第一中学

为再现“濂溪书院”的景色，重修莲池，并在池旁建仿古长廊’ 主

持这事的老师向校友们广征楹联’ 我虽不擅文学，仍据本文的意

思拟一联，由华夏学长书就，合作应征，也不管它是否工整了’ 这

联就是：“作人当如花之君子；求学要下实的工夫’ ”

! ! 北宋学者周敦颐作“ 爱莲说”，盛赞莲“ 出污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风格，许之为

“花之君子”’ 千年之后，读者仍心向往之’ 我以为，

莲花的高洁，得莲实淡泊、宁静、不忘济世的品质而

益彰’ 不然，即使有濂溪先生的名篇加以颂扬，莲这

种植物恐怕也不会如此受人钟爱，广为栽种，以至于

今日呢！

对于有花植物，花和实本来代表着生长的两个

自然阶段，有着创因和成果的关系’“ 华（ 花）而不

实”，被借用来讽刺那些披着光彩照人的外表、却没

有实际内涵的无用之徒和害人骗子’ 可是，由花到

实，着实要费一番生长发育和积累的工夫：花中雌蕊

受粉成孕之后，植株必须得到阳光照耀、雨露滋润，

通过自己的根系从土壤、水分中充分吸收养料，借助

于绿叶的光合作用，将营养要素变成自己雏果的组

成部分；这过程中还要经受种种磨练：战胜狂风暴雨

的摧残，克服病、虫害的侵蚀，不断顽强地成长；经过

日积月累的工夫，最后才能结出美味可口的果实’
“朝花夕实”，不过代表有些人美好的愿望，不符合

一般的自然节律’
不同植物结出不同的果实’ 它们都能给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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