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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60年，英国皇家学院发布了一个罕见的通告：圣诞节，大名、鼎的法拉第院士将举办化学讲座。
听课的对象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大学生，却是少年儿童！
那天，皇家学院的大讲堂里坐满唧唧喳喳的小听众，顿时使这个一向肃穆、沉寂的最高学府活跃了起
来。
然而，当一位头发花白、身材瘦长的科学家出现在讲台上时，整个大厅顿时鸦雀无声。
老教授这次没有宣读高深的科学论文，而是津津有味地讲着蜡烛为什么会燃烧，燃烧以后又跑到哪儿
去了。
他一边讲着，一边做着实验⋯⋯孩子们双手托着下巴，紧盯着讲台，深深地被这位老人风趣的讲解所
吸引。
很多人对法拉第的举动感到惘然不解，法拉第却深刻地回答：“科学应为大家所了解，至少我们应该
努力使它为大家所了解，而且要从孩子开始。
”法拉第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苦难的童年：一个贫苦铁匠的儿子，连小学都没
念！
他12岁去卖报，13岁当订书徒工。
他从自己所卖的报、所印的书中，刻苦自学，以至读完《大英百科全书》。
法拉第对化学书籍特别有兴趣，就省吃俭用，积蓄一点钱购置化学药品和仪器，做各种实验。
就这样，他22岁时被当时英国大科学家戴维看中，当上了戴维的实验助手，从此成为攻克科学堡垒的
勇士。
法拉第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学习科学确实应该“从孩子开始”。
童年常常是一生中决定去向的时期。
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苗壮方能根深，根深才能叶茂。
只有从小爱科学，方能长大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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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发现纵横谈》是一本漫谈科学发现的书，篇幅虽然不算大，但作者王梓坤同志纵览古今，横观
中外，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挑选出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和事实，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总结，阐明有关科学发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探求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
者，应该力求具备一些怎样的品质。
这些内容，作者是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写成的，尤其难能可贵。
今天，党中央率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努力赶超世界科学作者是一位数学家，能在研讨数学的同时，
写成这样的作品，同样是难能可贵的。
     王梓坤院士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本书中，他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纵谈古今中外科学发现的一般规律和过程，
横谈成功者所具备的品质——德、识、才、学。
书中许多保人的思想、经验、警句和诗话，读后让人爱不释手，备受启迪。
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励志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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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梓坤，1929年4月生，江西吉安县人。
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
1955年考入苏联莫斯科(Moscow)大学数学力学系做研究生，师从于数学大师A.N. Kolmogorov和R.L.
Dobrushin，1958年毕业获苏联副博士学位。
1988年获澳大利亚麦克里(Macquarie)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1952年至1984年先后任南开大学讲师、教授。
1984年以来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93年至1998年任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
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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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近年来文化建设已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所以“热”，是由于长时期的“冷”。
多年来的思想统治和禁锢，加上十年文化摧残，人们渴求着思想的清新和解放。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人，诸如弗洛伊德、萨特、尼采、迪斯科、摇滚乐、
武打和凶杀片等等，都一时成为时髦，尽管其中一些在国外已成古董。
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怎样对待现代的西方文化?热烈鼓掌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痛心疾首厉声斥责者有
之，超然物外听其自流者亦有之。
        在我国文化史上，至少有三件大事可供借鉴。
一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  二是佛学的传人，它与我国儒家、道家的交汇以及其后对我国哲学、文
学、艺术的影响；三是从清朝开始，西方科学及民主思潮的输人，“五四”运动达到一个高峰，至今
仍在发展中。
历史证明，各种文化的接触，其结果大都是取长补短相互渗透，凝聚成新的、并存的更高的文化，而
不是以一种文化取代或吞并另一种而告终。
原因很简单：各种文化都充满人民的生活气息，具有民族或地方的特色；加之以历史长期严格的考验
和筛选，保留下来的大都是精华部分，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因此，多种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乃是必然的结果。
       目前西方文化的引人，从大处看，是件好事，问题在于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精华与我国
传统文化相结合。
        一百个第一       我们不可能列举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只能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目前流行的西方文化可大略分为四类：科学技术、民主自由意识、社会科学和哲学、文学艺术。
       科学技术无国界，对之主要是吸收、消化和利用。
应该考虑我国的需要及经济条件，有步骤地引进，否则必会大量耗费人力和财力，食而不化反受其害
。
有些课题，虽属尖端，但处于探索阶段，成败未卜而又耗资亿万者，可让别人先试，然后实行“拿来
主义”。
其实科技中的拿来，乃是普遍现象。
一项重要的发明、发现，总是先在某处突破，然后传遍世界，绝少是几国同时突破的。
《日本精神》一书中说：“在日本人看来，不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而花费精力和资金去搞发明纯粹是愚
蠢之极。
”这是事情的一面。
另一面则应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与可能，搞好几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办出本国的水平和特色。
       人生活在开放的环境中，无论自然或社会，都不可能给他以绝对的自由。
我们的躯体不断被氧化，被衰老侵蚀，古代许多帝王梦想长生，都传为笑柄，这说明大自然的无情。
同样，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抚育了我，我们当然应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守法纪，尊重地方
的风俗习惯。
这些既是个人道德的表现，也是社会对大家的约束。
人们只能在这些约束下谈论民主自由。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保护人民，给人民以充分的言论自由；在重大决策上尊重人民的意见；特别是国
家的最高领导人，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民主选举产生，并严格实行任期制，决不允许私相授受或
变相的私传，也不允许在一个小圈子内被指定。
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比选择最高领导人更重大的事件了。
1亿人民中的优秀者，比1000人中的优秀者更优秀，这不是极明显的道理吗?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品
德高尚，有最高的智慧，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当今文明时代，他们还应有最高或很高的学历，
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西方的社会科学和哲学，无疑有许多珍宝，但也有不少问题。
希罗多德的《历史》，我国司马迁的《史记》，交相辉映，永垂不朽；马基雅弗利里的《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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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雄主必须兼有狮子的凶狠和狐狸的狡猾，可与我国韩非子的法势、术学说相媲美。
又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潜意识说是其精华，但过分强调性的作用，恐系臆断，至于什么“男婴
恋母，女婴恋父”，则是谬论了。
系统地介绍西方哲学各派的观点，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很好的著作。
    我国有许多优美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但推理小说则很少。
《福尔摩斯探案集》独树一帜，值得一读，从中可以学到一些观察和推理的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许多战争小说和间谍小说，其中如《战争风云》等，堪称上乘，读之可
添智慧。
    不要枉自菲薄，轻视我国的文化与科学。
《新华文摘》1987年第6期起连载了罗伯特·坦普尔写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瓷器等为我国首创，这是周知的常识，但未必都知道火柴、漆、米酒
、太阳风、太阳黑子、营养缺乏症、西门子式炼钢法、血液循环等的发明或研究，我国也居于世界前
列。
我国历史科学的完备、博大与精深，恐怕无一他国所能望其项背；至于中国文学、哲学、艺术等的成
就，更是有目共睹、交口称誉了。
P19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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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世纪60年代初，邓拓发表《燕山夜话》。
我读后既叹其渊博，同时也启发我似乎也可写点什么。
多年来我有收集资料勤作笔记的习惯，但平日忙于教学科研，无暇整理。
70年代，由于周知的原因，各校停课，正是我完成宿愿的时机。
于是躲在九平方米朝北的暗房子里，不顾毛巾结冰，被头凝霜，虽手指冻烂仍坚持写作，三易其稿，
终于写成这本《科学发现纵横谈》（下简称《纵横谈》）。
承好友刘泽华教授赏识，鼓励我向《南开大学学报》投稿，1977年居然连载三期，不料引起较大反响
，收到各方鼓励信上千封。
刚刊出第一期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曹香秾先生便来长途电话，希望看到全文并出书。
她的职业敏感使我惊叹。
更令我惊喜的是：应出版社的请求，数学大师苏步青院士慨然作序，顿令小书生辉。
1978年出版后连印六次，并有幸获“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1980)，接着又被评为首届全国“
我所喜欢的十本书”之一（198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科学发现纵横淡新编》，其中加入了我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篇
幅增大至三倍。
1995——1996年间，发生了有关的三件事：中宣部、国家教委、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团中央联合推
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纵横谈》幸附骥尾；“希望工程”向一万所农村学校各赠一套（每套五
百种），《纵横谈》也侧身其中；又承《科技日报》垂爱，自1996年4月4日至5月21日，将《纵横谈》
全书连载。
18年前的作品在报上重新发表，实属罕见。
那原因，日报编辑在前言中说：“这是一组十分精彩、优美的文章，今天许许多多活跃在科研工作岗
位上的朋友，都受过它们的启发，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由于受到这些文章中阐发的思想指引，
决意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科学探索。
”若真如此，不枉此生矣。
1997年，承柴剑虹先生引荐，《纵横谈》在历史悠久的《中华书局》再版，其中附录了三篇文章。
以上各版总发行超过42万本。
两年后，湖南教育出版社符本清先生来电告知，他们将出版《中国科普佳作精选》，初定为50本，是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编的，《纵横谈》也有幸入选。
2005年，又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再次出版，作为《名家精品集萃》之一，各方厚爱，使我非常惊喜
，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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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常读常新悟“方法”——我看《科学发现纵横谈》／尹传红　　在合适的时候读到合适的书，真是让
人受用、受益一辈子啊——翻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科学发现纵横谈》（最新版），我不禁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实际上也是我30多年读书生活的一点体会。
　　我最早是在求知若渴却多少又有些茫然的初中时代，有幸看到王梓坤教授撰写的这个小册子的。
说它是个小册子，决无轻薄的意思。
因为此书10万字出头，确实不厚，内中每个小专题也就千把字篇幅。
　　《科学发现纵横谈》这部看似“成分”复杂的书——既可将其视为科普读物、科学发现史，也可
把它看作是科学方法论、治学经验谈——所贯穿的两条主线，其实倒是非常清晰的：纵谈古今中外科
学发现的一般规律和过程，横谈成功者所具备的品质——德、识、才、学。
这当中，作者通过撷取丰富的有意义的发现与事实，分析、总结了诸多前人的思考与见解、经验与教
训，也提出了自己的体会和观点。
20多年来，这本书一直让我有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
我从中汲取的营养和力量，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我的工作、事业和生活之中，委实受益良多。
　　就我们日常所见，一个人有学问未必有才能；即使才学有余也可能见识不高。
因此，在该书作者看来，德、识、才、学对人才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方面的缺陷往往会
使他们与重大的科学发现失之交臂。
他还用生动贴切的比喻——才如战斗队，学如后勤部，识是指挥员；才如斧刃，学如斧背，识是执斧
柄的手——论述了才学识三者的辩证关系，又以此来考究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例如，前人已在万有引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为什么是牛顿，而不是别人，在万有引力问题上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呢？
（这是因为各人的科学素养不同，各方面的修养、理论上储备的深浅不同。
）再如，牛顿是卓越的科学工作者，同时却又是一个最虔诚的上帝的信徒，特别是在他后半生，竟用
了25年的时间来研究神学，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光阴，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启发我们：世界观对人的影响如此之大，当引以为戒。
）   　　读《科学发现纵横谈》，我印象和感受最深的一点还是作者对“方法”的强调和看重。
作者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法，方法对头，才能使问题迎刃而解，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方法，不仅要针对问题的实际，使之有效；而且需切合自己之所长，扬长避短，使之可行。
因此，善于迅速地找到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也是一种重要的才能。
而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
事实上，因治学方法不同而导致治学成果各异的例子并不少见。
　　在“谈学”几个专题中，作者对精读与博览、继承与创新、专业知识与邻近学科知识的关系、知
识学习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乃至资料的积累等，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这不仅让科研人员读了大有裨益，也能给大中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构建起合理的知识和智能结构带来
许多有益的启示。
　　例如，作者主张，要在精读基础上博览。
要建立研究据点，必须认真学好最基本的专业知识，在一个或几个邻近的科学领域内，下苦功夫精读
几本最基本的、比较能照顾全面的专业书，最好是公认的名著或经典著作。
精读后就可顺读、反读，也可专题读。
顺读以致远，反读以溯源，专题读则重点深入以攻坚。
如是反复，才能钩玄，得其精萃。
如此一来，从精读开始，经过博而达到多学科的精；集多学科的精，就能达到某一大方面或几大方面
的更高水平的“精”。
 　　《科学发现纵横谈》是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著名数学家的王梓坤教授“十年磨一剑”、厚积薄
发的“业余成果”，它的长销不衰和影响深远，我以为正是作者自己实践书中所谈方法获得成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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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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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梓坤教授关于科学研究方法、教育与人才成长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概况等方面的
文章精选。
做人、做事、做学问是人生三件大事，作者化多年于清新流畅的文字，纵览古今，横贯中外，实为不
可多得的科普佳作。
本书为1997年7月第3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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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王梓坤同志纵览古今，横观中外，从自然科学发展的长河中，挑选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和事实，加以分
析总结，阐明有关科学发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探求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力求具备的一些怎
样的品质。
 ——著名数学家  苏步青 作品的篇幅并不浩繁，但其内容却十分丰富，具有必读价值。
相信同学们自会在阅读中汲起更多的养分，受益终生。
 ——著名评论家  杜德群 数学家王梓坤教授说过，读书要选择，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有的只看20分
钟，有的可看5年，有的可保存一辈子，有的将永远不朽。
即使是不朽的超级名著，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也必须加以选择——读一流的书，读一流作者的书。
而我要说，《科学发现纵横谈》值得你保存一辈子。
 ——著名科普作家  李毓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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