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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酞先生是

当代著名的物理学

家
,

足 诺贝尔 物理

%审�陌修降蔓�土瀚四麟建

奖得主李政道
、

杨振宁的老师
 

吴 先生数十年致

力于物理科学研究和物理教学
 

除在物理学上

的丰硕建树外
,

对人才培养和治学之道亦有许

多精辟论述
,

值得国内同仁借鉴
 

近 日读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的《吴大酞科学哲学文集》
,

获益 良多
 

兹撷其 中部分论 述
,

与读者诸君分

飨
 

一
、 “

人才为科技之最重要元素
,

人才难致
”

吴先生指出
! “

一个国家的学术
、

经济
、

国防

的基础是人才及财力
,

而增高生产财力亦靠人

才
,

善用财亦需人才
,

故人才实为最为重要
 ”

然

人才从何而来 � 吴先生说
! “

科学教育的任务是

培养科技人才
’ , “

给予一个国民以 良好的科学

知识和精神的划∀#练
,

是科学教育 的最上任务
 ,

这样
,

吴先生从人才 的重要性强调 了教育的重

要性
 

对于人才概念的理解
,

历来歧见很大
 

究竟

是培养少数的精英还是以培养人才群体为主
,

吴

先生断言
! “

国家科技基础之厚薄
,

端视其人才

之量与质
 
’ “

一个国家的学术根基
,

不是靠一二

位得诺贝尔奖的人
,

而是要靠许多人长期投注智

慧与心力
,

才能振衰起敝的
 

其次还要计算学术

工作本身的质与量
 

我们科技还未能生根
,

就是

人才太少
,

学术成果不论质与量
,

还没有达到一

定的水准
 

或者以相 同的资源投人
,

无法与其他

国家有相同的成果
 ”

这表 明
,

吴先生的人才观

坚持了质和量的统一他说
! “

人多
,

不代表
‘

人

才
,

多
 

硕士
、

博士学位
,

亦不代表
‘

人才
’ ,

它

们只代表受过什么阶段的训练而 已
 ”

而且
,

社

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是单一的
,

而是多方面的
,

所

以
,

吴先生进而指出
! “

我们自然需要受过基础

科学训练的人
,

但只有这一方面的人才是不够

的
,

还要有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
,

这方面牵涉

更广
,

科 学研究除了需要某部 门里有专精的学

识
,

还要 了解 国际间科学 发展的趋势
 

此外
,

我

们还需要领导后学的人才
,

还需要有组织研究机

构的人才
,

主持一个学系或研究所 的人才
 

这些

方面并不 比做学问简单
,

除了争取设备外
,

更重

要的是要懂得培养研究气氛
,

提高学术水准
,

这

些都不是拿钱可 以买得来的
 ”

所以
,

吴先生一

再发出
“

人才难致
”

的感叹
 

二
、 “

我的理想的大学
,

是能给予学生 良好

的基本训练
”

人才的培养依仗教育
,

学校是哺育人才的

摇篮
 

但是
,

目前学校教育存在着许多缺陷
,

不

利于人才的健康成长
,

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问题
 

吴先生以学者的敏锐视觉
,

分析了台湾中

学和大 学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
 

他说
! “

中学的

科学教 学
,

目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 为准

备升学考试
,

学生不求了解科学
,

而只求能应付

试题
,

教师亦以训练学生应付试题为要 旨
 

学校

则以其学生在大学联考录取率高为荣
 

学生家

长亦只求子女考取大学而不问其学习情况
 

在

此情况下
,

学生只求强记
,

对求学有了完全错误

的态度及 习惯
 ”

而且
, “

在 中学阶段
,

教师的教

学方法及 目标
,

皆在训练学生应付升学考试
,

致

学生养成不正确的求学的态度和习惯
,

对学术

没有兴趣
、

欣赏和 尊崇
 

竞考升 学的动机是 学

位
,

没有较高的理想 ∃ 不屑努力于知识基础的奠

立
,

而误以跷课为求自由性向发展
 ”

中学教育探受升学主义的牵累
,

那么
,

大学

的情况 是否 好一些 � 非也
 

诚如吴先生所 言
!

“

一般而言
,

我们的高等教育
,

有偏重
‘

形式
’

及
‘

数量
夕

的情况
 

⋯ ⋯ 以课程 言
,

往往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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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学分多
,

课本高深
、

形式 皆备而对学生的训

练则不称
” %

由于升学主义流弊的影响
, “

学生拼

命念书很少是真为求学来的
,

而是求资格
、

求学

位
%

⋯ ⋯ 进了大学
,

学生们几乎都没有很强的

求知欲
,

大学里的老师教书时
,

形式方面的东西

教得 多
,

观念反而给得 少
%

许多学物理的学生
,

念了许多年
,

基本理念还搞不太清楚
,

原因就在

这里
% ”

不仅如此
,

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研究生

教育阶段
%

吴先生指出
& “

得一个博士学位并不

代表就有很好的基础训练
,

往往只是在一个有

限的范围里有些了解
,

对其他部门的知识却茫

茫然
,

这样子如何能帮助学生打好基础呢 ∋
”

吴

先生所指出的情况
,

在我国内地的中学
、

大学教

育中是否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
,

值得教育界同

仁体察
%

然则吴先生心 目中的大学教育应 该是怎么

个样子 ∋ 昊先生坦言
& “

在大学阶段
,

主要是求

知识的精神
、

态度
、

读书的方法
、

习惯
%

我的理想

的大学
,

是能给予学生 良好的基本训练—
在

知识上
、

求知的态度
、

方法
,

习惯上
,

使学生以后

可以继续成长
%

这样似是很低的要求
,

欲需要 良

好的教师和设备
,

和由教师致力于学术所产生

的浓厚学术气氛和高的学术水准
%

只有楼馆建

筑
、

图书和设备而没有学术研究的人和气氛
,

是

不能说是一个第一流大学的
% ”

言简意赅
,

寓意

深远
%

三
、 “

在独立思考之前
,

我们务须先有基本

的知识
”

大学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 阶段
,

作为著

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学家
,

吴先生对大学生的成

长寄殷切的期望
%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

在大学及

研究所 里
, “

学生年龄由十七八至二十四 五岁
,

系精力 发展达到高峰的 阶段
,

故务必在此时期

中
,

一面建立良好的知识基础
,

一面养成思考的

习惯
,

律能继续研究工作
%

此阶段有如常语的一

年之计在于春的
‘

春
’ ,

就农植言
,

错过一次还

有下年的春
,

以一个人说
,

便不能再有第二次的
‘

春
’

了
% ”

吴先生将
“

建立 良好的知识基础
”

与
“

养成

思考的习 惯
”

作为培养学生 的两项极为重要的

内容
,

然而
,

二者的关系应如何把握 ∋ 吴先生强

调
& “

教育的目标
,

不只限于知识的传授
,

尤其是

高等教育
,

其主要任务是教导学生思考
% ’ “

只将

知识以灌注法教授学习
,

学生只将知识定律
、

理

论等纳人记忆库
,

而不作深人的了解
,

不知旁类

引通的思考
,

则这样的教育是枉费的
% ”

当然
,

吴先 生在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的

同时
,

同样强调了基础知识的重要性
%

在一次与

清华大学 �新竹 ∃物理系师生座谈时
,

吴先生畅

谈了治学之道
,

他指出
& “

在研究学问
,

尤其在高

级阶段
,

独立思考 诚然是极重要的
(
所谓

‘

创

见
’ 、 ‘

突破
夕 ,

当然要来自独立思考 、但在独

立思考之前
,

我们务须先有基本的知识
%

以学物

理言
,

除了基础的知识 �如大学所列为必修的普

通物理
、

电磁学
、

微积学
、

高等力学
、

热力学
、

近

代物理
、

量子力学等 ∃为研讨的工具外
,

更须知

道有意义的
、

未解决的问题之所在
,

否则独立 的

思考
,

不是
‘

无的放矢
’ 、

便是
‘

此路不通
,

%

但是
,

怎样才算获得基础知识呢∋ 吴先生进一

步指 出
& “

所谓
‘

获得基础知识
’ ,

并不是形式

上读过某一课程
,

而是将习过的东西完全弄懂
,

有如 吃东西
,

必将它消化
,

变成 自己的细胞
,

才

能长成肌 肉
%

我以为在大学阶段
,

最重要的是获

得一个广而且深的基础
%

所谓独立思考
,

是宜用

在学习时对课题从不同观点
、

层次的求了解
,

不

是不 屑学 习课程而思考
( ‘

论语
,

的
‘

学而不

思则阁
,

思而不学则殆
夕

大概便是此意
% ”

对于基础知识 的重要性
,

吴先生在不 同的

场合予以反复强调
%

他谆谆教育年青人
, “

有 了

好的基础训练
,

才能有好的研究工具
(有 了对物

理各部门发展 的深切了解
,

才能知道什么问题

是有意义的
,

什么问题是没意义的
%

假设没有 良

好的基本 知识
,

又未曾对某部门物理的发展作

深广 的研习
,

而徒眩于时髦或极深奥的问题
,

冀

望取捷径以一鸣惊人
(
究其实

,

则连所谓
‘

一知

半解
’

还没有做到
%

这种情况
,

便离
‘

研究
’

的

意义很远了
%

于此
,

吴先生还善意批评了部分大学生好

高鹜远的毛病
%

他说
& “

大学生不再受升学考试

的困扰
,

其对科学有兴趣者
,

正宜在大学期间求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