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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桃李不言　　秉持“聆听、感悟、践行”宗旨的交大励志讲坛，自2005年创立以来已经百余期了
。
5年来，100多位名家大师、鸿儒达人、才俊翘楚做客讲坛，与师生近距离地沟通和交流。
我们从这些嘉宾中选取了李政道、杨振宁、徐光宪、周光召等12位杰出的科学家，将他们的演讲内容
根据录音整理下来，集结成册出版，是为科学人生卷。
　　这12位科学大家，用各自独特的视角，多维度地将他们的学术见解和人生体悟娓娓道来。
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精到的学术经验和平实的人格风范，构成本书的精神内核，读者当能从中感受
收获的厚重。
　　谈到人生，年轻的中科院院士、生物学家邓子新认为，人的出生无从选择，但从生到死的过程却
可以选择，主观努力在人生中至关重要。
在和听众分享如何从困境中走出的经历时，化学家徐如人坦言，人生都要经历失败，但要经得起失败
。
关于生命的活力和动力，早在1957年年仅31岁就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这样说：“我一生从事物理研
究，我生命的活力来自物理的挑战。
”他至今仍奋斗在研究的第一线，坚持挑战自我，不断发表科学论文，虽84岁高龄，却精神矍铄，智
虑清明，“以天之语，解物之道”，被公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最活跃的教授。
而同年获得诺奖的杨振宁，则把他人生最主要的两大动力，归结为对物理学的深厚感情，以及由中国
知识分子深切的忧患意识引发的担承。
　　如何治学是科学家们在演讲中涉及最多的话题。
他们认为，务实求真和勤奋好学是治学的两条底线。
“两弹一星”功勋、中国科技协会原主席周光召院士指出，务实应是科学家恪守的道德伦理观，反映
在科学精神中，就是要不懈地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唯如此，才能潜心探寻科学真谛。
谈及勤奋，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化学家徐光宪院士说，我自己很勤奋，且一辈子勤奋。
科学家最紧要的是勤奋，不是天分。
他耄耋之年仍在学习新知，利用网络与青年学子探讨前沿问题，其网上的发帖后来被编辑成《分子共
和国》一书。
徐老告诫同学，赶上好时代是幸运的，但再好的时代若不勤奋努力，也难以脱颖而出。
　　忠于兴趣，敢于创新，绝不简单接受他人结论，一定要批判思维，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是科学
家们对学子的一再教诲。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萧荫堂，做报告时对数学的热爱溢于言表，在引用朱熹的“半亩
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之后，表达了做学问要有真性情，读书要忠于自己兴趣的独特感受。
他表示，有了兴趣这个“清、泉活水”，终会“遭时实遂”。
萧先生不仅热爱科学，而且在研究中勇于和善于另辟蹊径。
他利用乘子理想层，建立了分析和代数几何问的新联系，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Fujita猜想、标准环有限
生成等问题，从而使得代数几何的方法，可以用于偏微分方程的可解性研究。
 　　冲淡质朴是科学家人格的典型特征。
他们排斥虚妄，拒绝追名逐利，鄙视华而不实；他们心灵澄明，胸襟宽阔，温柔敦厚，为人谦和。
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叶军教授，曾被媒体比作“2005诺贝尔物理学奖背后
的华人”，他淡薄名利，执着科研，每天至少在实验室呆5个小时。
他这样寄语青年学子：“做喜欢的事情，不要关心钱。
” 　　将本书命名为《成蹊集》，源自《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所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其本意是，桃李树虽不招人，却因其花朵美艳，果实可口，人们纷纷摘取，于是便在树下踩出一条路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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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喻义为，只要人真诚笃实，德才兼备，自然能感召人心。
这八个字恰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亦如范仲
淹所赞“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它诠释的是一种默默坚守的执着，一种岁月浇灌的奉献，更是一种言传身教的垂范。
英国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书中的这些科学家都是丰碑式的人物，他们的为人为学，堪称楷模。
能与他们为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固然有幸；自觉与他们对标，见贤思齐，不遗余力，当属必要
。
然而，悉心品读凝结着他们多年乃至毕生心得的这些言说，则是学习榜样最便捷的途径。
 　　这本集子取名“成蹊”的另一原因，是因为曾在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特班求学的李叔同，
其幼名为成蹊。
李叔同不仅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弘一法师，同时作为才气横溢“二十文章惊
海内”的一代大师，他集诗文、词曲、书法、篆刻、绘画、金石、音乐、戏剧、文学、教育、哲学于
一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和革新家。
之所以把这位艺术大师和科学大家们相提并论，旨在传递我们历来倡导的一种理念：科学与艺术并重
，智育与美育并举；知性与感性齐飞，理性与直觉交融。
这也契合了著名教育家、时任南洋公学特班班主任的蔡元培当年之断言：世上有道德者，无不有赖于
艺术与科学。
 　　实际上，科学家们大都十分注重将科学与艺术融为一体。
他们认为，科学家的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和美感直觉有助于科学研究。
因为审美带来的情感愉悦、灵性闪现和创作冲动，常使科学家瞬间进入潜意识的化境，进而获得创造
性的洞见。
杨振宁先生曾言，自然界现象的结构，非常之美，非常之妙，做物理学研究的人，要能感知、认识并
揭示体现宇宙规律的结构美。
俄罗斯著名化学家阿尔布佐夫坚持认为，一个不懂得绘画和音乐的科学家，在其领域中未必能创造出
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李政道进一步指出，科学与艺术不可分，两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
 　　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更是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提高到“将会创造奇迹”的高度。
他多次表示，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有艺术。
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阐发，可以丰富对世界的认识，可以使人避免死心眼，避免
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更活。
周知，钱老的夫人蒋英是女声乐教育家和女高音歌唱家，两人的携手堪称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
每当某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时，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他豁然开朗。
 　　用心灵感动心灵，以生命影响生命，是每期励志讲坛的结束语。
衷心期望读者朋友心灵与生命辉映，感动和影响激荡；励在当下，志行千里；继往开来，迈向大成；
把握每一个瞬间，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是为序。
 　　徐飞 　　教授、博士、博导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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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蹊集(科学人生卷)》精选了十二位对社会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在上海奖励的励志讲坛的演讲，他们
皆是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其中包括杨振宁、邓子新、赖明沼、张杰、徐如人、刘吉、周光
召、吴家玮、徐光宪、谭崇仁、李政道和萧荫堂等，将他们的故事集结出版，以期他们对时局的洞见
和克服各自学术难题的智慧能够启发和受惠读者。
《成蹊集(科学人生卷)》由徐飞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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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杨振宁我的一生邓子新我是农民的儿子叶军从交大走近诺贝尔徐如人一个老校友对交大化学的回忆刘
吉试问成才需几商周光召一个物理学家的人生徐光宪科研创新方法学探索谭崇仁&ldquo;深蓝&rdquo;
和计算机的未来李政道以天之语 解物之道萧荫堂清泉活水 遭时实遂杜祥琬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程正迪
科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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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南联大很仓促地在几个月之间盖了一个新校舍。
每一个宿舍是一个长形的建筑，房顶是茅草的，每一个宿舍里头有20张双人床，所以有40个同学。
你走进去是一个长的过道，两边各有10张双人床，每两张双人床之间只有够放一个长桌子的空间，所
以我们做功课就在那个长桌子上，所有的衣服什么的都放在木盒子里头，存在双人床底下。
虽然在这样困苦的状态下读书，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当时还能够念书，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所以
大家都非常地努力。
当时学校的老师、行政人员和同学，对于念书这件事情，都是看得非常认真的，这也是之所以西南联
大在七八年之间造就了那么多人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当时日本人常来轰炸，1940年秋天，我正读大学三年级，有一天日本有一对飞机来轰炸。
我们租的房子是一个四合院，院子正中中了一个炸弹，幸亏我们家人都躲到防空洞或者是郊外去了，
所以家里头没有一个人受伤，可是我们的很少的家私基本上就在那一个炸弹之下毁掉了。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寄住在朋友家里头，之后我父亲在昆明西郊外一个叫做“龙院村”的地方，找到
一个乡下的房子，我们就搬过去。
那以后陆续有差不多十几位西南联大教授的家都搬到这个院子里头。
那时候龙院村有一位当地的地主惠老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围绕这个院子有几所房子，西南联大
的十几家教授就住在这些房子里。
我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在院子里照过一张照片，背后的窗户上糊的纸是破了的。
当时那个院子里头最讲究的一所房子是梅贻琦校长的住宅。
　　在那样困难的时期，我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对于我后来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对我
影响最大的两位物理系教授，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
1982年我60岁生日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有一个庆祝会，吴先生特地从台湾来参加。
吴先生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5年以前在台湾过世了。
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1942年年初，正要毕业，那个时候西南联大学士毕业的学生要写一篇学士论
文。
学士论文并不需要是一篇有创新的文章，可是要表现出来这个学生对于某一个专题有一些了解，所以
我就去找了吴先生，请他做我的导师。
他给了我一篇英文的文章看，这个文章是他的专业领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群论在分子物理学里
的应用——吴先生的专长是分子物理学。
在座的同学可能知道，20世纪的头30年，物理学有三大基本革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是1925年前后
的革命。
这场革命产生了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把牛顿的经典力学给修正了，使得应用到原子跟分子的时候，经
典力学是不对的，要用量子力学来代替。
所以从1925年开始，量子力学发展了以后，整个物理学对于原子分子的了解就得要从头开启，从头来
做起。
量子分子学是吴大猷先生的专长，他在很困难的时候在昆明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就是讲当时的量子分
子学状况的。
在量子分子学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对称的观念。
什么叫对称的观念？
比如一个五个瓣子的花，把它转了2π的五分之一，它就回到原来的状态，这就是一种对称。
分子有很多的对称，比如说H20就是水，水的两个氢原子是有对称现象的。
所以对称这个观念在分子物理学里头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尤其是在量子分子力学里头，它的应用是非
常重要的，这是当时的一个热门题目。
所以吴先生就把那篇文章给我，说是要我去了解一下。
那篇文章里头讨论对称是用了一个数学的观念，叫做“群”(Group)。
群是19世纪几个大数学家开始研究的，群论到了20世纪在数学里头变成一个基础的观念，而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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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以后，群论又变成了量子力学里的一个基本观念，到了今天，也许可以说是量子力学里头最最
基本的观念之一。
我非常幸运，在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经过吴先生的介绍钻到这里头，这对于我后来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下面还要跟大家再深入讨论一下。
　　另外一位对我有极大影响的是王竹溪教授。
70年代末，王先生曾到美国去访问。
王先生在1983年因病过世了，当时他是北大的副校长。
王先生的专长是另外一个领域——统计力学。
我在1942年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又念了两年研究院，在194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
为得硕士学位要写硕士论文，我就去找了王先生，王先生把我引导到他的领域——统计力学。
统计力学后来也是我几十年工作的重点方向之一。
我前些年大概数了一下，我的三分之二的文章是与对称有关系的，三分之一的文章是统计力学，所以
吴先生与王先生引导我走进的两个领域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P007-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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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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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些嘉宾中选取了李政道、杨振宁、徐光宪、周光召等12位杰出的科学家，将他们的演讲内容
根据录音整理下来，集结成册出版，是为科学人生卷。
 　　这12位科学大家，用各自独特的视角，多维度地将他们的学术见解和人生体悟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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