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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活在世上四分之三多个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是蜷缩在一个“点”上。
我不但不觉得郁闷、窝囊，反而为之庆幸、荣耀。
因为这不是一个寻常的“点”，这是一个令多‘少人向往、高雅灵秀的“点”。
它依傍著名的未名湖，湖水涟漪，波光粼粼；雕梁画栋，塔影荡漾；冈峦起伏，柳枝摇曳；景色秀丽
，气象神奇。
“未名”，永远的未名，让人激发出无穷的遐想，不竭的求索。
这里演出过多少激动人心的人间活剧，这里产生过多少扣人心弦的人杰故事。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自然会思绪万千，谈兴泛起，文如泉涌。
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话题，写不绝的议论。
于是我投入这样一群说话人的行列，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在《北京大学校报》（原为《北京
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些随笔、散文、小品、短篇，说的无非是北大的一些名人逸事、从教治学之
道理、管理处事的心得，以及个人的人生感悟，等等。
这里既没有微言大义，也不是危言宏论，只不过是北大历史长河中的雪泥鸿爪，个人有感而发的闲想
琐语。
不过“小中见大”，见微知著的君子读了或许还觉得有点意思。
　　这样，这些文章居然博得了一些人的青睐，受到一些读者的称道，有的文章还得到《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报刊转载。
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和侯仁之先生两位名师对我的鼓励，使我一发不可收拾，一旦心有所感和抽得空闲
，就敲打起键盘，做起文章来。
《校报》副刊为我专门开辟了专栏，先后有《谈学话教》、《湖边琐语》和《抱拙居闲话》，我报之
以每年一篇的高校校报的新闻（言论）奖。
　　近年来，不少读过我的小文的朋友见到我时，总要怂恿和催促我把那些小文结集出版，校报和北
京大学出版社也加以鼓励和支持。
于是，我就大胆把这些专栏文章和历年在《北京大学校报》和其他报刊和书籍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笔
、短文，以及序跋、回忆、纪念等汇集成册出版，总名冠之以《湖边琐语》，以纪念我在未名湖畔度
过的大半生涯。
我不期望这本书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有读者喜欢，引起心灵的愉悦或共振，我就心满意足的了。
　　感谢鼓励过我的人，感谢《北京大学校报》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的信任、支持和帮助！
　　王义遒　　2008年4月于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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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边琐语》是北京大学教授王义尊先生的文学作品集，这些文章不仅文笔诙谐流畅，面且寓意
深刻，深含哲理，读来脍炙人口。
虽数百字的小品，便都包涵着大道理。
用这种文体发表要校刊上，自然会吸引广大青年学生，并给他们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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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义遒，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2年9月生，浙江宁波人。
195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6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现
博士）。
在核磁共振波谱学、量子电子学、原子钟和时间频率计量，以及激光冷却和陷俘原子领域有许多国际
或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出版有专著《量子频标原理》（与人合菩）和《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
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等奖项。
1985年以后从事大学行政管理，曾任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处长、教务长、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教育
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主任等职，在大学教学、
科研和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建树和论述，多次获国家教学优秀奖，被评为1998年全国高等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
著有《谈学论教集》、《文化素质与科学精神——谈学沦教续集》、《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
现任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高等理科教育研究会顾问，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副
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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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辞别湖边，迁入新居，我有了一方可以自成一统的天地，名之日“抱拙居”。
寓意做“傻子”已过70年，自当坚持，终此一生，不得更张。
门两旁自书对联一副：“为人所弗为，乐自得其乐”。
活脱脱一副“傻子”的真实写照。
或日“何以见得，请举例以明之”。
承应校报主编之命，续辟专栏，自作多情、自作聪明地继续敲击着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键子，即其
一端。
　　蜗居赋闲，说的自然是“闲话”。
《抱拙居闲话》就这样出笼了。
　　“闲话”贵在“闲”字。
“闲”当然是“消极”、“无为”、“懒散”、“松懈”、“平静”、“庸碌”的代名词。
在这突飞猛进、瞬息万变的时代，谁不愿意做个拼搏奋进，只争朝夕的人，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
“闲人”，对社会无足轻重，对进步毫无贡献。
因此，“闲”背离时代精神是无疑的了。
但是，我想也不尽然。
“闲”还有它积极的一面。
王维有诗云：“人闲桂花落”。
人只有“闲”了，才能对自然与人生观察得体贴入微，有所领悟，有所发现。
要是成天都忙忙碌碌，来去匆匆，哪有“闲”工夫去看一下桂花落不落，恐怕连香不香都不会在意。
这样，不但诗做不出来，画画不出来，文学艺术也就繁荣不起来。
所以，尽管时代迅猛发展，日新月异，人还得有点“闲”工夫；至少，一部分人有点闲工夫，人世间
才能显得千姿百态，生机盎然。
　　不光文学艺术，科学何尝不是如此！
一些奇思妙想，科学发明其实是科学家在闲暇中进发出来的。
古时候牛顿看见苹果落地萌发“地球引力”的想法，近代量子论和原子物理思想，不少是物理学家漫
步在像德国格丁根大学那样的幽雅林间和田野小路上“闲聊”和争论出来的，而维纳“控制论”的发
端是在咖啡馆里和非同行学者，包括医生等人的聊天切磋。
有人宣扬，现在是“大科学”时代，科学不再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而主要是靠集体和组织了。
确实，那些涉及国家发展、国防安全或商业利益，有强烈功利目标的重大科技项目正是这样组织起来
的，但是细查诺贝尔奖，有多少不是靠科学家自由探索得来的？
恐怕不多。
可见，原创性科学成果，事先规划和组织得到的极少。
当年爱因斯坦不能预言相对论的实际应用，海森伯也难以判定量子力学对人们生活会有什么直接关系
。
同样，今天因玻色一爱因斯坦凝聚（BEC）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自己也说不清BEC到底有
什么用。
这既是基础研究的神秘之处，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我多次说过，科学在中国还没有扎根，就是因为真正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在我国至今还没有摆到应有的
地位。
　　科学家和诗人及艺术家其实是最相通的。
因为他们都要出神入化地观察自然和人生，领悟自然与人生，只不过他们解读的角度各异，阐释的方
式不同而已。
这种观察和领悟要非常细微和精致，急匆匆绝对不成。
因此，好诗、好画、好作品，原创性的科学思想与原理，甚至对未来的深谋远虑，皆出自“闲情逸致
”，出自高谈阔论的“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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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c。
闲，，是动作上的平缓，而思想却在激烈翻腾与碰撞着。
这“闲”是表面宁静，内里热动。
　　所以艺术和科学都是需要“闲适”的。
大家不妨“忙里偷闲”，在忙碌之余找点“闲暇”。
古人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一“弛”、一“闲”也许多少会有助于忙活呢。
　　这样，我这个“闲话”或许还可有点告慰，而不致成为大家匆忙前进的绊脚石了。
　　（《北京大学校报））1014期，2004年2月15日）　　旧时，从西校门进来，过桥往北，到外文楼
西南侧，可见一座日晷，是燕京大学遗物，20世纪30年代某届毕业生建赠母校留念的。
历经风霜，人为摧残，原物已不见了，基石尚存。
记得汉白玉台座的两侧，有分别用英、汉文刻的一组词：“ConservationandReconstruction”及“保守
与改造”。
路过这里，有时会驻足凝视，若有所悟。
　　“保守与改造”，实在是对事物发展和历史演化的深刻写照，是揭示了真谛、抓住了本质的。
事物在发展和演变中，总是既是它而又非它。
“是”就是“保守”，“非”就是“改造”。
所以“保守”是与变革俱来的另一面。
我们搞改革，革故鼎新，把不适应新时代的东西丢弃，从头架构新体系、新制度，却总是要坚持某些
旧东西，否则，就丢了根本。
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把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这个国家还是中国，而不是变成别的什么国。
这中国是万万要“保”住的“旧”东西，所以，这“保守”很重要。
可是，由于我们过去很“革命”，把“保守”等同于“反革命”，声名狼藉。
那时我真纳闷，英国的保守党人何必要顶着个“臭名”不改呢！
原来这“保守”还有褒义。
确实，人们有时是会歌颂保守的。
“中流砥柱”，不是对那在咆哮万钧的黄水冲击下能屹立不动、而不随波逐流的砥石的最好赞美么！
　　也许是人们太热衷于“革命”和“求新”了。
改革中废弃旧的容易，而保持旧的困难。
比如，在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大潮中，创新被提高到了应有的地位（且不管其实际效果如何），有人
就想对我们一贯强调的“打好基础”提出质疑，认为它是“旧”的，正是“过分强调基础”束缚了中
国学生的创新。
可是，我翻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不管是德国的、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更不用说中国人李
政道、杨振宁了，都没有说基础妨碍创新的，恰恰相反，他们都强调新事物中保留着旧东西，基础是
创新的根本。
例如，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英国诺贝尔奖得主克里克说过：“无论在科学还是非科学领域中，新观
点总会保持旧观念的某些方面，因为新事物只有建立至少是部分建立在现存的传统之上才最有生命力
”（克里克：《狂热的追求——科学发现之我见》，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又如，因发明微波激射器和激光原理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物理学家汤斯，思想非常活跃，美国从响
尾蛇导弹到星球大战的军事技术和国防政策，他都曾参与其事。
在他的自传中，却强调他学生时代下的苦功夫：“花了11小时来看3页教科书”，当研究生时做完了导
师所编教材的全部习题，等等。
这些使他在研究工作中“深受其益”（汤斯：《激光如何偶然发现——一名科学家的探险历程》，上
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前些时候，数学菲尔兹奖的唯一华裔得主丘成桐的认为“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比美国学生扎实”是“自
我麻醉”的观点在《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7日）发表，也着实给我们现在教育的削弱基础敲了警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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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基础不但没有和创新相矛盾，而且确实是创新的“基础”。
　　然而，基础也是与时俱进的，今日的基础，非昨日之基础。
什么是今日的基础，与昨日有什么不同，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大课题。
要保持我国高等教育基础扎实的优势，是省不了这种审时度势的扎实研究的，所以，保守不易，保守
也要与时俱进。
而要真正保守得住，保守还真是与时俱进的！
　　2004年1月30日　　（《北京大学校报》1017期，200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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