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吴绍芬 电话：010-82296743 编辑：冯永亮 电话：010-82296740 投稿邮箱：zgjsbj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15.3.25推进教育家办学 12版J I A O Y U J I A

朱邦芬：一流人才主要靠“放养”

中 学 辍 学 ，教 小 学 ，教 中 学 ，教 大
学 ，成为国学大师 ，世上能有几人 ？ 执教
小学 10 年 ，中学 8 年 ，大学 58 年 ，这又
有几人 ？ 钱穆 （1895-1990 年 ）就是这样
的奇人 。 他 7 岁入私塾 ，10 岁入家乡果
育小学 ，17 岁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 。
适逢辛亥革命 ，学校停办 ，遂辍学 。 18
岁那年始任小学 、中学教员 。 1930 年 ，他
由顾颉刚先生推介 ，入北平燕京大学执
教 ，时年 36 岁 ，从此跻身学术界 。 北大 、
清华 、北师大 、西南联大 、四川大学等讲
台上 ，都有钱穆光彩照人的身影 。 1950
年 ，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 （香港中文
大学建校三大书院之一 ）。 1986 年 ，为文
化 大 学 学 生 上 最 后 一 课 。 1988 年 ，94
岁 ，钱穆先生结束家中授课 。

钱穆先生读书 、著书 、教书 ，一生致
力于教育，赤胆忠心地捍卫中国文化 ，卓
然而立，风骨挺拔。 他著作等身 ，桃李满
天下 ，是公认的国学大师 、历史学家 、思
想家、教育家。

一天，钱穆给小学生上作文课 ，他让

学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
校门，到了郊外一座古墓边 ，那里生长着
百余棵苍松。学生各自在树底下坐着，静
观四周的美景，然后开始写作文。过了一
会儿，大家再围坐在一起 ，钱穆让学生各
自陈述自己所写的内容 。 何处有人忽略
了， 何处有人遗忘了 ， 何处有人轻重倒
置，何处有人先后失次 ，大家都可以根据
实际景观互作讨论。

钱穆听到树丛中风声特别 ， 然后问
学生，“今有一景，大家多未注意。听一听
头上风声否？ ”于是学生们开始静听 ，看
这风到底与平日里听到的风声有什么不
同。他启发学生：“此风因穿松针而过，松
针细，又多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 ，与他
处不同，此谓松风。 试再下笔 ，能写其仿
佛否。 ”学生又开始仔细思考重新谋篇布
局，接着又经过讨论，钱穆再为他们定高
下得失。时间过去大半天，等到夕阳西下
的时候，他带着学生慢慢回去 。 从此 ，学
生把作文课视作一大乐事。

在北京大学 ， 钱穆主要任教于历史

系。 他讲中国通史，每堂课近 300 名学生
听讲。 那个时候，北大的校规较为宽松 ，
学生对于所选的课可以缺席 ， 对于自己
没选的课也可以随时旁听，来去自由。每
学期学校开学后 ， 讲堂往往会有一些改
换 ：如果旁听的人比较多 ，就换大课堂 ；
如果缺席的人比较多，就要换成小课堂 。
这些事情也往往成为学生的谈资 ， 更是
学生对教师水平高低进行评价的标准之
一。 由于钱穆博学多识 、才思敏捷 ，擅长
演讲式授课，学生上座率极高 ，在当时甚
至达到了鼎盛时期，因此有“南钱 （穆 ）北
胡（适）”之称。

精彩的课，来自于精心的准备。 钱穆
备课的认真 、刻苦程度 ，出乎常人意料 。
他在太庙备课 ， 给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
的印象。

钱穆在北大讲中国通史时 ，通史一
课必须在一学年之内讲授完毕 ，不能有
头无尾中途停止 ，否则有违讲通史课的
精神 。 那时 ，他住南池子汤锡予家 ，距太
庙最近 。 庙旁有参天古柏 200 株 ，散布

在一个大草坪上 ，景色幽雅 。 北部有御
沟相隔 ，即面对故宫的围墙 。 草坪上设
有茶座 ，但游客比较稀少 。 钱穆会挑选
一个地方 ，摆一把藤椅 、一个小茶几 ，
泡一壶茶水 。 在那里 ，他或漫步 ，或偃
卧 ，发出思古人的感慨 。 往往是午后过
去 ，到了傍晚太阳快落山时才离开 。 一
般 他 都 会 在 开 学 前 在 太 庙 呆 个 四 五
天 ，反复思索 ，反复斟酌 ，通史全部课
程纲要才写完 。

中国通史课每周 4 小时 ，共上两堂 ，
每堂两小时 。 钱穆会在开学后正式上课
前，选一天下午再去太庙 ，预备第二天上
课的内容 。 主要是对所讲的内容进行取
舍。如讲上古史，会把先秦部分的内容做
得十分详备 ， 但讲通史时就不会过多地
涉及 ，做到详略得当 ；又如讲近 300 年来
的学术史，牵涉面很广，但讲通史时就是
略微提到一些 。 钱穆力求这是一本有关
全部真实历史的教材内容 ，彼此相关 ，上
下衔接，遵从客观事实 ，不作空洞不切实
际的言论。 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 ，钱穆

几乎都在太庙古柏树荫下 ，提纲挈领 ，分
门别类 ，逐条逐款 ，定其取舍 ，终于在一
年之内初步达到了他自己的想法 。 上自
太古，下至清末，兼罗并包。

精心备课的重要学识支撑 ， 来自于
钱穆先生平时博览群书 、苦读静思 、勤于
动笔的苦功夫。他读书有个习惯，自首迄
尾，进行通读，并且在中间遇到感兴趣的
地方，都会详细做好笔记 。 朝夕读书 ，爱
不释手。 他还仿效古人 ，诵经读史 ，读闲
杂书， 写日记。 钱穆一生著作超过 1700
万字。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教育局）

太庙古柏下备课的钱穆
作文课让小学生视之为一大乐事，历史课让大学生欲罢不能。 备课的认真、刻苦，出人意料。

□本报记者 吴绍芬

□张宗达

朱邦芬， 清华大学教授，
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试验计划物理学科召集人。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黄昆的学
生，曾任美国 UIUC 等多所大
学客座教授。 与黄昆一起确立
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
式的理论，被国际学术界命名
为“黄朱模型”。

中等身材，大框眼镜，说起话来笑呵呵
的，露出两排白牙。 喜欢穿灰色的夹克衫，
谁跟他打交道都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 直
到走进清华大学理科楼内看到大师墙上的
照片，才赫然发现：啊，这位看似普通的教
授，原来是中国物理学界的知名院士、原理
学院院长朱邦芬。 这位从清华走出去又为
了远大抱负走回来的教授， 心中始终坚守
着一份信念， 要把一批优秀的学生培养成
一流拔尖人才。

襍一流人才不是课堂教出来的，
要“放养”不要“圈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
人才？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问了近十年，仍
困扰着我们，如何求解？ 而朱邦芬，恰恰是跋
涉在求解路上的勇士。 “一流人才主要不是
课堂上教出来的”， 当他多次以这样的观点
应答专家和记者的提问时，人们无不感到惊
讶，但也为之敬佩。

朱邦芬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工
作， 曾担任过清华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
长， 一直在苦苦实践如何选拔和培养优秀
人才。 慢慢地，有两个案例引起了他的极
大兴趣：

一个是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科学高
中，1938 年成立，校史虽未满 80 年，但己
经出了 7 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 1 个诺
贝尔化学奖得主。 一所高中为什么能取得
这样的成绩？ 创始校长莫里斯·迈斯特相
信，一所学校如果能汇聚一批优秀的学生，
就会激起一种很难定义却非常有价值的学
习氛围。

还有一个就是老清华大学物理系 ，
1929 年至 1938 年毕业的学生中，有 21 人
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
1 人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 人成为美国工
程科学院院士， 其他学生也都成为各领域
的领军人物。 李政道曾经评价它可以与加
州理工学院相提并论。

在朱邦芬看来， 它们成功的长处恰恰
是与我们现在教育的短板高度吻合的，那
就是：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
还有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等。 然而，要
打破这些瓶颈和制约， 不是仅靠课堂就能
解决的。

“如何才能跳出这些短板，让学生尽快
成长为一流的拔尖人才？ ” 朱邦芬的答案
很肯定：精心营造杰出人才容易“冒出来”
的环境。

朱邦芬说， 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家庭环
境。 对于儿童的培养，作为父母，不是教他
们早早地认字、背唐诗、做加减乘除，而是
要营造一个充满安全、关爱的环境，儿童能
够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去探索和思考问题，
“知识并不是学得越多越好”。

对于学校教育而言 ，朱邦芬认为 ，环
境建设的主体涵盖学校管理者 、 教师和
学生三方，但要三方联动发挥效应 ，必须
6 个要素起作用 ：优秀学生荟萃 ；有追求
真理和献身科学的学术氛围 ； 良师指导
下的个性化教学模式 ； 学生拥有自主学
习知识和创造知识的空间 ； 国际化的视
野和学生安心学习研究 ； 教师安心教学
研究的软硬件条件。 上述 6 个要素中，在
朱邦芬的眼里，前 4 个最为重要。

通过实践和研究 ， 朱邦芬不断完善
他育人的观点 ：对于拔尖学生应 “放养 ”

而不是“圈养”。 一流拔尖人才主要不是
在课堂上培养出来的 ， 关键是要为他们
的脱颖而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和非常
好的环境。

2006 年， 恰逢清华大学物理系建系
80 周年， 朱邦芬认为老清华物理系培养
了大批杰出人才的经验值得吸取 ， 于是
就编写了 《清华物理八十年 》一书 ，供学
生们借鉴与参考。 不仅如此，发现与大师
沟通能提升学生的学科兴趣 ， 朱邦芬还
推动开展了“学生与大师面对面 ”系列活
动。 在朱邦芬任系主任时，物理系的优秀
学生在他的心里都有一本帐 ， 谈起来如
数家珍， 因为他每天的时间都是在办公
室泡着的。

在记者采访朱邦芬的时候， 原本想关
着门安静些，但他赶紧上前把门推开，说：
“最近找我的学生很多，我怕他们找不到会
着急。 ”朱邦芬一直坚持为本科生上课，在
思想、学业和生活上关心指导学生；每年亲
自为毕业生写推荐信；在他做教授值班时，
到访的学生数也是最多的。 他就像米酒的
酵母， 让人才成长的文化得到了充分的滋

养和弥散……

襍为师学“艺”，需要功利主义但
不能急功近利

“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什么东西都要先
问问有没有用，我们需要功利主义，但不能
急功近利。 ”朱邦芬的一席话，耐人寻味。

朱邦芬对教育问题充满担忧：“学生对
学位的追求胜过对学问的追求； 教师对自
身发展的追求多于对人才培养的追求；教
育环境对短期指标的追求大过对立身之本
的追求。 ”

教育是个慢活、细活，教育收效本身具
有长期性和间接性。在许多场合，朱邦芬希
望教师能认真些、细致些、贴心些；希望学
生能冷静些、淡定些、看长远些。

在清华，本科生可以选择学习导师和生
活导师。 学生们选择导师时遇到困惑，第一
个想起来的就是找朱邦芬商量。 他会认真细
致地听取学生的想法后，忠告道：“跟随一位
好导师，不只是看他的知识传授水平，还要

看重他们的思维训练、视野和人格”。
朱邦芬的导师是物理学界有名的院

士黄昆， 一回想起导师 ， 他充满了自豪
感：“我跟随黄先生 15 年 ，这是我一生的
幸运，也影响了我对学生的教育。 先生有
句名言，‘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 ， 越深
越好， 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
相匹配 。 ’”朱邦芬讲 ，黄昆对人要求很
严 ，很正统 ，研究方面是自己躬亲 ，都在
第一线。 “在他 70 多岁时，我有一次春节
去拜年 ，黄先生一看到我 ，就让我坐下 ，
开始讨论物理问题 ， 几个小时一晃而
过。 ”朱邦芬的科研做得很好 ，在圈内是
公认的，但他说，是黄昆给了他做科研的
表率。 他永远记得导师教诲他的那句话，
“杨振宁、张守廉他们对科学不懈的追求
精神不是口头上 ， 而是渗透到自己思想
中，甚至渗透到每天的学习中 ，每天的生
活中去。 做基础研究的人，如果没有这样
一种思想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不像
一个做基础研究的人”。

要有一个好的学风，教师要以身作则，
要求学生不要急功近利， 教师自己更不能
急功近利。朱邦芬自从到清华后，与杨振宁
的接触更加紧密。“杨先生很看重学术风格
和人品，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
现在， 我还经常可以收到他在半夜十一二
点发来的邮件， 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科学
家， 我很佩服他的干劲和活力！ 现在学问
做得好、为人也很好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还
是很缺乏的”。

正是得益于大师的教诲 ， 朱邦芬和
黄昆先生合作的“黄朱模型 ”得到了国际
上的公认， 也在国内多次获得国家级奖
项。 朱邦芬常常对学生说：在学习知识的
过程中， 最可贵的是学习和钻研的自主
性。 他说，真正的因材施教 ，主要的不是
“多学一点 ，早学一点 ，学深一点 ”，而是
“越优秀的学生，越要给他们提供宽松的
环境，老师少灌一点，学生就多一点自主
学习和自主探索的空间”。 朱邦芬希望学
生具有很强的韧性和自信心。 “不要急功
近利，莫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忽悠 ；在
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动手去做 、
去实践。要成才，先成人。 ”朱邦芬面带微
笑，坚定地说。

襍做研究要讲诚信，学术之道始
于走正道

3 月，清华学堂人才计划学生必修课
“学术之道 ”讲座继去年之后 ，又拉开帷
幕，400 余人济济一堂，领略大师风采。朱
邦芬作为本期的第一个主讲人 ， 其观点

再次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 他连续两年演
讲的主题都直指“科研诚信”。

当教师，离不开科学研究。 朱邦芬是
研究半导体量子结构物理的科学家 ，学
术成果曾引起国际上的普遍重视 ， 两次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在科研道路上，他
一直强调要讲诚信 ，“学术之道始于走正
道”。

“探求真理的权利也含有责任 ：你不
能隐瞒你发现的真理中的任何一部分。 ”
朱邦芬经常会引用爱因斯坦的这句话 。
在朱邦芬眼中 ， 逻辑推理和实验检验作
为现代科学的两大基石 ， 恰恰都来自于
真实。 如今的科学研究，已非“一张纸、一
支笔 ”、与世隔绝 、个人封闭的追求真理
的活动 ， 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进
步（如仪器设备），依赖于合作 ，依赖于社
会的支持。

“科学研究以信誉为基础，一旦失去科
研诚信， 公众和同行将不再信任其科研成
果，这将是研究者科研生涯的终结。 ”朱邦
芬一直坚守科研诚信。 作为物理学界权威
杂志《中国物理快报》的主编，朱邦芬很清
楚拿了纳税人的钱做科研， 就得以公众利
益为重，对人民负责。 “我们还要对环境和
未来负责，对学生负责”。

现在学界出现了一种现象， 有的导师
认为招学生越多越好， 把学生当成廉价的
劳动力。 朱邦芬对此摇头苦笑：“学生有他
们的职业发展要求，作为一名教师，一年招
那么多学生，能不能支撑得住他们的发展？
这个要考虑到。 ”

“人格造就伟大的科学家。”朱邦芬对
此深信不疑 。 针对学界存在的伪造 、篡
改、抄袭和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朱邦芬
说：“这无异于谋财害命亡天下。 ”这不仅
造成学术资源和学术生命的极大浪费 ，
还破坏正常的科研秩序 ， 扼杀学术创新
活力。 比如，有些人投机倒把 ，通过科研
造假提升资本，提职、晋升、出版 ，不花什
么力气上升得很快 ， 反倒把老实人给逆
向淘汰掉了。 朱邦芬常常对学生说：做教
育和当医生一样，是社会良知的维护者 ，
如果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和良知都成为
败坏社会风气的污染源时 ， 我们将给社
会带来怎样的危机？

在清华，在物理学界，朱邦芬都赢得了
很好的口碑。“他是一位对做学问有‘真识’
的学者；对清华、对学生有‘真情’的教授；
对培养人才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对学
术不端行为满身正气的科学家。 ”“他的同
事李师群教授如此评价他。说着，他还拿出
两张照片来作比对：与学生一起探讨时，朱
邦芬满脸笑容、和蔼可亲；而在他做学术研
究时，眉毛紧锁、态度严肃。

誗鼓励学生从小就“提问题”是培养学生好奇
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三个要素的核心环节。

誗真正的因材施教，主要的不是“多学一点，早
学一点，学深一点”，而是“越优秀的学生，老师少灌
一点，学生就多一点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索的空间”。

誗一流拔尖人才主要不是在课堂上培养出来
的，关键是要为他们的脱颖而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
间和非常好的环境。

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对教育教学问题拥有真知灼见。 这些院士老师，坚守着怎
样的教育情怀？

大师当年

“院士老师”论教育（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