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王梓坤院士是一位大家都熟悉、敬仰的老先生，

曾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师节”的首倡者之

一，一直非常关心基础教育。作为他的同事，我们更

多地感受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用现在新潮

的说法，他就是北师大的“扫地僧”：可以不时地看到

86 岁高龄的他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缓缓而行，还坚

持给研究生上课，指导学生进行学术讨论，有时还能

在小区、菜市场、超市与他相遇。

我们因为做一个“与数学家同行”的活动，专门

就有关问题对王先生做了一次专访，他对如何成才

的看法对我们一定很有启发。

访谈人：您曾经将成才之道归纳为 10 个字：理

想、勤奋、毅力、方法、机遇，您能谈谈理想为什么是

第一位吗？

王梓坤：我认为理想是心灵的太阳，最为重要。

有了理想，才有目标、方向和动力。理想就是志气和

抱负，它决定一个人的努力方向、奋斗目标，决定他

的兴趣和爱好，并为他的前进提供动力。所以说，理

想是人们心灵的太阳。

要看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如何，先看他的理想如

何。如果说人有灵魂，那么理想就是他的灵魂。每个

人应该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出色地做好本职工

作，学好自己的专业。不仅要掌握前人的成果，还要

有新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争取为祖国、为人民作出

较大的贡献。

不断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一个好方法是找一位

你最尊敬、最仰慕的人作为竞赛对手，学习他、研究

成才之道：理想最为重要
———王梓坤院士访谈录

曹一鸣 周明旭 张晓旭

王梓坤，男，江西吉安县人，1929 年 4 月 21

日出生在湖南省零陵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原北京师范大学

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枣庄学院名誉院

长。先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委员，中国数

学会及中国地震学会理事，中国概率统计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学会理事长，科学方法

论研究会主任，数学哲学研究会主任，《中国科学》

《科学通报》《科技导报》《世界科学》《数学物理学

报》等期刊编委，《数学教育学报》主编等职，“教师

节”的倡导者。

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 年获“全

国自然科学奖”，1985 年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

进步奖”，1981 年获“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

奖”，1984 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称号，1990 年被全国科普作协评为

“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1988 年被列

入《澳大利亚和远东人名录》、《世界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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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赶上他，最后超过他。有了这么一位对手，自然不

会因为满足而不奋力追赶，“不敢同冠军较量，就永

远争不到冠军”。诸葛亮也说过：“夫志当存高远，慕

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

有所感。”他不只是说说，也的确这样做了。陈寿说他

“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可见他选的对手是谁了，这

两位都是很有作为的大人物。

访谈人：除了要有理想外，还需要什么呢？

王梓坤：我个人认为一个人要想做到最好，就要

勤奋，要有毅力。天才出自勤奋。杜甫有诗云：“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要登上最高峰，必须付出极

大的努力。即使天赋雄厚，勤奋也必不可少。有人问

鲁迅：“你为什么在文学方面有那么多的成就？是否

有天才？”鲁迅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

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事实上，鲁迅的勤奋的确

惊人。大家都知道他著了许多书，却未必都知道他还

勤奋抄了不少书。1913 年 3 月 5 日，他在日记中写

道：“……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同月 27 日又

记下：“……夜风，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

余万字。”可见他除了白天工作外，这些日子里还每

夜抄书约 5000 字，直到把一部古书抄完。法国大作

家巴尔扎克只活了 51 岁，但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写了

许多小说，光是《人间喜剧》这一套书就有 94 本。算

他 20 岁写起，平均每年得写 3 本以上。这么多，不

要说创作，就是抄一遍也很不容易。他是怎样写的？

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读他的传记，从中窥探到一些他

写作的秘密。原来，他是有心人，平日很注意收集材

料，等到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放

下窗帘，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就这样，他把全部

精力集中在创作中，也不知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直

到兴高采烈地捧着一部新稿子从房里跳跃而出为

止。我们从这里不难想象到他工作时的紧张程度。

访谈人：确实勤奋是很重要的，对于毅力您有怎

样的看法呢？

王梓坤：我认为成功往往在于毅力。有些人工作

非常努力，按照他的勤奋程度，成果应当相当大，但

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毫无成果。原因之一，就是缺乏

毅力。毅力表现为不怕困难，敢于在一个方向上长期

坚持，即所谓的“锲而不舍”，这样才能“金石可镂”。

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说：“告诉你我达到目标的奥秘

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坚持精神。”文学家福楼拜对

他的学生莫泊桑说：“才气就是长期的坚持。”毅力来

自对真理的热爱，来自对崇高理想的强烈追求。一个

人的理想越崇高，他的毅力也就越坚强。“字字看来

俱是血，十年辛苦不等闲”。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如

此，其实许多重大的成果也无一不是如此获得的。李

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 27 年；孔尚任写《桃花扇》三

易其稿，15 年才完成。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定律

的，他回答说：“我只不过是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它。”

看来，这些大师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那股顽强的劲儿。

访谈人：事实上，有些人即使确定了理想，勤奋

努力并长期坚持，也没有取得成功，您觉得这些人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应该怎样做？

王梓坤：我认为很可能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使人事半功倍。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如爱

因斯坦等都非常重视研究方法。拉普拉斯说：“认识

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甚至对于他

本人的荣誉，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科学研究的

方法经常是极富兴趣的部分。”巴甫洛夫也说：“初期

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各人的专业不同，

思想素质也互异，甲长于思维，乙长于实践，而丙则

兼而有之。所以每个人应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

法。不过，有些事项是公共的。首先，对学生而言，特

别重要的就是学好功课，打好专业基础。每个专业都

有最重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必须首

先掌握这些东西，才能走上前沿。同时要学好一门外

语，否则我们的知识来源就极其有限。其次，培养独

立思考和工作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学能力。有些

学生毕业后进步很慢，原因之一就是看不懂新书，不

会猎取新知识。这就好比一家商店，没有进货，怎能

持久呢？

访谈人：我们在学习中往往会遇到是“精学”还

是“多学”的问题，这就涉及如何处理“专”与“博”的

关系，您对这一问题有怎样的看法呢？

王梓坤：我认为专精与广博都重要。梁启超谈到

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教学方法时说：“康先生之教，特

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

通也。”这对“专”与“博”的作用说得很清楚。至于二

者的关系，我觉得首先要“专”，从“精于一”开始，逐

步拓展到“博”。这是因为，先把“一”搞通了，其他可

触类旁通。“一”是指本专业或其中某一方面；“精”要

精到基本上掌握了这方面的最新成就，而且要对它开

展科研，取得新成果。在这一方面，不仅要知道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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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还要知道任何别人所不知

道的新东西。这样，我们就站稳了，

有了根据地，再向邻近的科目开拓。

由于“博”，眼界宽了，思想活跃了，

反过来又可帮助“专”。于是，我们进

入了良性循环。另一种“博”的方法

不是向邻域开拓，而是另开一个或

几个据点，然后把它们联成一片。例

如，学数学的兼学生物，学理的学点

文，或者反之。东汉的张衡既是科学

家，首创过地动仪，又是文学家、画

家，写过名著《东京赋》和《西京赋》；

马克思、拿破仑、司汤达都酷爱数

学。作家契诃夫说：“我不怀疑研读医学对我的文学

活动有重大的帮助，它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给予我

丰富的知识。”

访谈人：您觉得如何才能更好地读一本新书呢？

王梓坤：我想，读懂新的专业书并不简单，看小

说还可以，看数学书就相当难了。读一本新书，需要

有意识地刻苦锻炼。最好在老师指导下，由易而难地

硬着头皮读一两本有价值的新书，并逐步地接触一

些现代文献。当然了，也要善于运用知识，从“学”到

“用”有一段距离。培根曾说“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

书外”。所谓“书呆子”，恐怕主要是指只读书而不会

用的人。有这样一个故事，物理学家去饭店吃饭，要

了一份鸡。吃完后在骨头上撒了一点药粉。第二天，

他又去那里吃饭，要了一碗鸡汤。喝汤之前，他先点

上一盏酒精灯，拿一小匙汤在火上烧，然后问老板：

“这汤是新鲜的吗？”“当然是。”“不对，这是陈汤，而

且是用我昨天吐出来的骨头熬的。”老板非常吃惊，

问他有什么根据。“这很简单，我昨天在骨头上撒了

药粉，这药粉燃烧后会发出红火焰，刚才我已试过

了。”这个物理学家就将他读的书用到了生活中，我

们也要像他这样学会用。

访谈人：有人质疑我们国内的教育，选择出国发

展，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王梓坤：我认为，在大学毕业以前，还是在国内

读书比较好。中国的基础教育比国外的教育要好。中

国的基础教育比较严格，能够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基

础知识，具备最基本的思维能力，为他们将来的学习

发展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以后，读研可以选择出国留学。读研或

读博是进行专题研究的，需要好的老师和好的环

境。这一阶段国外的学术水平平均比国内要高，整

体环境也比较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还是比较利于

学术研究的。当年我在俄罗斯留学的时候，那里的

学术氛围就比较浓。那时候，每个星期布告栏上都

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信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

行选择。而且，通常作报告的教师学术成就比较高，

既有本校的，也有很多从外面请来的教授。多听这

样的报告可以拓宽知识，了解最前沿的内容。我觉

得，这方面俄罗斯和美国做得都比较好，我国做得

就稍逊一筹。

访谈人：任何人都要面临开展科研活动或者进行

创作，您觉得如何才能做好这些呢？

王梓坤：我想无论是科研还是创作都是逐步进行

的。万事开头难，从读书到写书或写论文是一个飞

跃，必须开好这个头。光学习是不行的，正如一个演

员，不能只看戏而不演戏。我们不仅要学科学，还要

研究科学；不仅是学者，也要成为作者。

科研的第一步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学校里

做练习，题目是前人出的陈题，而且早已有了答案。

如果题目是新的，又很有意义，那就成为科研了。巴

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义是问号。”

李政道也说：“要开创新路子，最关键的是你会不会

自己提出问题。能正确提出问题，就是创新的第一

步。”

科研的第二步是围绕问题收集资料。通过收集

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

和成就，分析他们的优缺点。光收集已有资料还不

够，还必须对自然或社会进行观察，或做实验，以获

取前人所未曾有过的新的、第一手的资料。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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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超越常人的地方在于，我能够察觉那些很容

易被忽视的事物，还对它们进行精细的观察。”可见

资料的收集是很重要的。

访谈人：您觉得收集资料之后要做哪些事情，才

能更好地将研究进行下去呢？

王梓坤：我想需要在分析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通

过直觉或逻辑思维提出假设。因为资料往往是少量

的、离散的、片面的，只能反映事物的一个或几个侧

面。我们想要认识事物的整体，就需要把这些资料

完全化、连续化、理论化，这要求我们提出一种或几

种假设，然后通过实践或论证，以证实假设。如果假

设能完满地解释已观察到的现象，还能多次预见将

来以指导实践，那么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这个假设

就上升为理论、定理或定律。这种“观察—假设—证

明”的方法，不仅对于科研，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常有

效。

从反特电影中，我们看到公安人员也是用这种方

法破案的。事实上，文艺创作虽不同于科研，但有些

基本精神是共同的。如选择主题、深入生活以收集素

材、通过想象以组织线索、提炼典型等，与上述各步

分别相当。文艺创作者着重形象思维，需要热烈的感

情；科研研究着重逻辑思维，需要冷静的头脑。当然，

这不是绝对的，有时两方面对于二者都需要。

访谈人：我们前面谈到了理想、勤奋、毅力、方

法，这是人们主观上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对于可遇而

不可求的机遇，您是怎么看的呢？

王梓坤：我认为机遇只照顾勤奋而有准备的人。

人生活在客观世界中，有不少偶然机遇是难以预料

的，人人都可碰上好机遇，问题在于会不会和能不能

充分利用它，否定机遇并不是唯物主义。法拉第是最

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出身贫苦，父亲是工人，经

常生病。法拉第 12 岁上街卖报，13 岁起在订书店当

学徒。他自己热爱科学，认真钻研了有关电学的论

述，还做了不少实验。不过，如果他放过了一次机遇，

他的天才也许会被埋没。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化学家

戴维喜欢做学术演讲。法拉第想方设法弄到了入场

券。他不仅在会上仔细地听和记，还在会下反复钻研

和消化，整理出一份完善的记录稿，还抄写得端端正

正，寄回给戴维，同时表示希望得到学习的机会。戴

维被他的才华和精神所感动，很快就推荐他到皇家

学会实验室去当助手。这是法拉第一生中最重要的

转折，从此他获得了很好的工作条件。

访谈人：的确法拉第的成功在于他很好地抓住

了机遇，您觉得一个人如何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呢？

王梓坤：我觉得首先要正确处理主观努力和客

观机遇的关系。没有业务基础，法拉第不可能整理戴

维的报告。平日如果不努力，有好的机遇也会利用不

上。机遇只照顾勤奋而有准备的人。投机取巧，不劳

而获的侥幸心理是极有害的。另一方面，放弃一切好

机遇也不一定明智。如果法拉第不争取外援，科学界

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严格说来，自始至终毫无外援

只靠自觉而成为杰出人才的例子并不多见。特别是

一些尖端科学技术，必须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图

书资料，关门自学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我们的社

会里，各种各样的学校，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为我

们提供了许多好的学习条件，主观努力加上好的机

遇，正如优良的种子遇上肥沃的土壤，必能结出丰硕

的果实。

访谈人：您以大量名家成才之路的事实为依据，

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成才之路。但是

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名家、大家总让他们有距离

感。您能否具体说说您眼中青少年最欠缺、最应该注

意的问题是什么，让他们能有针对性地对自己提出

一些要求，从而让他们觉得踏上这条成才之路是自

己能办到的吗？

王梓坤：我认为青少年在学习成长过程中自己

要努力，肯下功夫，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现在的

学生是幸福的，学校的各项设备比较齐全，为学生的

学习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我们的青少年学生要学

会利用这些资源来充实自己。比如，许多学校建有图

书馆，学生要学会使用图书馆里的资源为自己服

务，平时多看看书，查查文献等。

青少年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要有领路人，从而

尽可能地避免走错路，走歪路。教师往往是学生最重

要的领路人，每个阶段有 1～2 位好老师，对青少年

的成长是很有利的。现在，我国的师资力量是比较雄

厚的，中学老师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的，有些甚至是

硕士、博士毕业。教师的水平在提高，这对学生来说

是好事。青少年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要主动与老师

沟通，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

现代社会，青少年想要自学成才是比较难的，所

以青少年学生要充分依靠学校、社会的资源和老师

的帮助，并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让自己

能够与时俱进，走在科学的前沿。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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