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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们的DNA都来自中国，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中国人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
　　他们有着怎样的教育背景、研究环境和自身素质？
　　他们成长、成才、成功的逻辑和奥秘是什么？
　　如何培养中国自己的杰出人才？
　　温家宝总理讲过一席语重心长的话：“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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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
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
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　　这个问题也为全社会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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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真真，四川武胜人。
70年代出生，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教书为职，自由撰稿。
现从事图书出版发行的文化传媒业，兼诗中国文学网官方管理员，《诗中国》杂志执行总编。
在全国各级教育类和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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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改变中国人自卑的心理一、吊起胃口学数学二、特别的西南联大之特别生活三、影响重大
的5次投师四、普林斯顿：学术研究的黄金期五、改变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李政道——物理
是我的生活方式一、战火中的求学路二、“神童博士”的诺奖路三、物理是我的生活方式四、科学与
艺术联姻五、一片冰心在玉壶丁肇中——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一、时间是最浪费不起的二、与实验
物理结缘三、不要迷信权威四、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五、好奇是最根本的动力六、我只做一件事七
、应有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八、有四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应该是中国人的李远哲——我的不同在于坚持
了理想一、从小学到大学：三个最重要的时段二、从台湾到美国：两个很成功的挑战三、从哈佛实验
室到诺奖领奖台：一个最前沿的研究四、从美国到台湾：一场令人深思的教育改革朱棣文——从黑羊
到黑马一、学术世家的黑羊二、动不动手是一种文化差异三、爱上做饭和运动四、不把人脑当容器五
、兴趣和信任赶走黑羊的阴影六、贝尔实验室的创新气候与合作文化七、捕获原子的人八、与学生共
同成长九、对学习全新的事物充满兴趣十、美国政坛的黑马十一、激光冷却实验给中国的特别思考十
二、与《文汇报》记者的两次谈话崔琦——听见那隐约的召唤一、他们在我心里二、勤学少年在香港
三、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奇才四、芝加哥大学最能与导师共苦的学生五、贝尔实验室走出又一位诺奖得
主六、普林斯顿大学的儒雅学者七、一言难尽家乡情钱永健——寻找最本真愉悦的人一、科学之家的
快乐顽童二、总是接受最神秘的挑战三、醉心于漂亮的色彩四、癌症研究可能是终极挑战五、我像被
汽车大灯照到的一只鹿六、两个专访与中国DNA高锟——我很庆幸一直走在理想的路上一、求学途中
二、光纤之路三、出掌中大四、潮平岸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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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不把人脑当容器　　当哥哥朱筑文快上小学时，朱棣文父母作出一个重大决策，举家从熟悉
的美国中部密苏里州搬到陌生的纽约长岛。
迁居的决定因素是公共教育系统的质量。
学业在朱家不仅仅是被强调，简直就是存在的理由。
这里有学费不低但是教学非常好的公立学校，所以即使只有两家华人在这里居住，父母却认为，这是
很适合他们一家居住的地方。
对三个儿子来说，有一个能受到良好教育的环境，这是最重要的。
　　“将来无论从事哪一行，一定要学好英文及数学，因为这两者都是基本工具。
”朱棣文的父母经常告诫孩子们，不要崇尚金钱和权力，他们最常对孩子说的是：“最崇高的事业之
一，是成为一名学者。
”　　显然，这是一个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但父母并不强加自己的愿望给孩子，孩子也能够有
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这使朱棣文得以发展自己在动手制作方面的能力；也得以发展自己劳动、运动等方面广泛的兴趣；同
时他得以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思考。
　　朱棣文学习上的特点是爱钻研，却不能使各科成绩都处在一个高水平上。
因为大部分课程作业在朱棣文看来，根本不是什么智慧之旅，简直就是令人生厌的杂事。
只有面对几门有些特别的功课时，沉闷才被打破，他的心才愉悦起来。
几何学是使他感到兴奋的课程，因为几何学不需要死记硬背，而是以一种清晰的合乎逻辑的步骤去思
考。
从少数几个符合直觉的假定开始，可以推导出非同一般的结论。
他每天沉浸在假设与证明中，把这当做一大快事。
英语也是他比较有兴趣的学科，老师要求要多阅读，于是他便兴致勃勃地阅读由同一作者写的很多书
。
　　这种我们普遍认为不大好的偏科行为，朱棣文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呢？
他在《我是怎样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的》一文中说：我出生在一个有成就学者辈出的家族里，年轻时的
我在这个家族中只能算是一只“黑羊”。
我在学校里相当努力，但与我的哥哥相比，却显得十分平庸。
因为他曾创造了我们所在学校的最高累积分的纪录，而我虽然花了不少气力，但从提高成绩的角度看
，我的学习方法不是很有效。
有时，我的兴趣会聚焦于学校的某一门课程上，并且特别投入。
在我的母亲看来，我的努力只是花在了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上，这不是分配学习时间的好办法。
但是，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吃透细节和聚焦某一课程的能力，使我受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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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可否认，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揭晓总会掀起一阵波澜。
而2009年，这阵波澜在中国大陆的回响则更加悠长。
10月6日产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华裔高锟榜上有名，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8
位。
这或许能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但人们热议的焦点却是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而分析这8位华人诺
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却叫人不得不对我国内地的教育制度进行反思。
　　八位诺贝尔奖华裔科学家&mdash;&mdash;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 、钱
永健、高锟&mdash;&mdash;他们的DNA都来自中国，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中国人登上诺贝尔奖领
奖台？
他们有着怎样的教育背景、研究环境和自身素质？
他们成长、成才、成功的逻辑和奥秘是什么？
如何培养中国自己的杰出人才？
温家宝总理讲过一席语重心长的话：&ldquo;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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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quo;冒&rsquo;不出杰出人才。
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
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
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rdquo;　　在参阅大量书报及网上文献资料，尤其是科学家的访谈、演讲、自传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
上，考虑的重心是他们各自的教育和研究环境对其成长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科学上的成就，更
包括他们科研素质和人格魅力的形成；并力求把这种成长逻辑与我国现在教育和用人机制下人才的成
长进行比照，以期引起读者自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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