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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暮之年的钱学森让教育界羞愧 

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按培养科学技术 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

  2005年08月11日08:59

  日前，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

先生的时候，钱老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中

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

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

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

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已到迟暮之年的钱

老道出了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之下的

现实，也道出了危机。“没有一所大学”的措

辞是严重的，可见在钱老先生的眼中，中国高

等教育界的人才培养并不是很成功。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方式走入了泛技术

化、泛政治化的误区。到了步入市场经济时代

以后，高校的学科门类日渐增多，但办学思想

并无本质上的变化。所以，与学科建设的表面繁荣、院士队伍的蔚为壮观相伴的，是技术的缓慢进步以及科学精神

的日渐功利化。 

  钱老又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而我们的教育方式居于主

流的是专才教育，通才教育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北大、复旦等著名高校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在大学初始阶段

不分科，加强基础学科教育，但受制于中等教育的提前专门化，这种基础学科教育也有了文理泾渭分明的界限，并

没有打通。钱老是科学大师，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也都有较高的造诣，早年求学时更是上海交大铜管乐队的

重要成员；而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同时也是名杰出的小提琴家。此类例子数不胜数，科学与艺术，

科学与人文，艺术与人文，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高校学科设置那般具有天渊之别。 

  不过，对学科设置穷追猛打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学科设置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创新，否则北大也不会招收博

彩专业的研究生。“没有一所大学”，表达的是钱学森老人对高等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忧虑。也许，“回归常识”正

是当下和将来教育界扯掉遮羞布的最为主要的方式。  

 

来源：《南方日报》 （责任编辑：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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