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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五常教授旅居美国，上世纪80年代回中国香港执教，并将自己身处中美不同的教育环境下的求学经
历和教育理念差异著书论述。
本书从教育理论、求学方法、个人求学经历、教育制度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多角度地阐述了中西方
教育制度和思维方法的差异，进行了深刻地对比和分析，如言辞犀利地抨击港大“校外主考”制、公
立大学存在的弊端等。
    张教授的观点别开生面，他认为教育就应该从学习兴趣入手，从而渐入佳境，就如同他在洛杉矶加
州大学的图书馆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啃书一样，不依附于传统的教育思想和规则，培养个人的创造
性，这才是教育发展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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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五常，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
他于1967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他进一步发展产权理论及交易费用概念，主张只要产权得到完善界定，即可令资源最有效运用。
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并自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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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言：不是专家谈教育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　　香港纳税人对教育的慷慨资助，不是举世
无双也差不多了吧。
花了那么多钱搞教育，效果又怎样呢？
这是个尴尬问题。
从美国回港任教十七年，我个人的感觉是，香港的学生读书考试很有两手，但从学问的角度看，则乏
善可陈。
　　近几年来，香港推行教育不遗余力。
政府激增教育经费，大力推行委员管治。
关心教育的人愈来愈多，言论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我觉得好些专家的言论深不可测，听不明，看不懂，但自己既然不是教育专家，也就算了。
然而，年多来我见到杨老弟怀康在《壹周刊》屡次大发牢骚，和教育专家们过不去，我没有细读他的
文章，也想回应一下。
这不是故意偏袒杨老弟，而是认为他是后一辈中，中、英语皆有水平，而文笔以外也有学问，他发的
牢骚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我是搞学问的，但不是一个教育专家。
在学问上，我的缺点很明确：三十年来不读书；中文下笔别字应有尽有；英语文法错得一塌糊涂！
但也有过人之处：　　中英二语不分高下，行文清楚明朗；古、今、中、外的学问，我所知的足以在
《信报》摆擂台。
提到这些，是要说明我是个完全不依传统教育规则来追求学问的人。
因此，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谈教育，观点不一定对，但别开生面，对教育之道提出另一种看法，有点
意思吧。
　　简单地说，我是个纯从兴趣出发而搞学问的人，半点其他意图也没有。
我认为兴趣是由自己发掘出来的，而这发掘的第一步，是要找出某门学问的一些重点。
我认为拜师求学，不是要求老师的知识，因为他的知识可从书本、文章上读到，而是求他指点迷津，
学他的思考方法。
我也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金矿，也是苏东坡所说的清风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要
争取，金钱不管用，但要大费工夫。
　　很不幸，以上这些，香港的学生不知道。
你不知，我不知，他也不知，大家都不知，学术气氛就搞不起。
回港教学十七年，我从一开始就意图在自己的系内搞好学术气氛，但老是举步维艰。
近几年，校方给我们较大的自由，同事之间的学术气氛有明显的改进，但因为没有学生的协助--没有
学生在课室之外不断地跟教师研讨--成果怎样也及不上美国大学的一半。
是的，香港的学生永远是以工作的出路--或为印在名片上的名衔--而读书的。
可不是吗？
几年前政府说有两万个山坡要处理，申请读土木工程的就人山人海，此前称霸的电机工程就不能不位
让贤。
也是几年前，学生不肯定回归后香港的法律行业会怎样，港大法律学院的收生收得很差劲；今天，该
学院收生的成绩变得大有可观。
诸如此类的、变来变去的例子，我在港大见过不下十次。
当一个中学生跑来问我选修哪个学系为上，我知道他不会是为兴趣而问的。
我今天对类似问题的答案，千篇一律：不要选出路，选兴趣，因为今天出路这系好，毕业时可能变了
卦。
香港的学生对学术提不起兴趣，人浮于事当然是一个原因。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署管课本，考试局管考试、成绩，大学资助委员会管衡量，管研究。
　　香港的学生于是从幼儿园起就为考试而读书，考试以外的知识他们漠不关心；中学的老师是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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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会考成绩来定高下，老师自己有什么启发力，有什么创见，胆子再大也不敢搬出来。
近几年，大学教师的研究，在委员的审核下，是以文章的多少及发表学报的国际性为依归，有没有内
容，是否“有料到”，就完全没有顾及。
委员们似乎不知道，一个稍有分量的创见，一个稍有影响力的发现或观点，往往是十年八载的工夫。
　　我说自己不是个教育专家，是衷心话。
但我说的是正规的香港教育，非正规的我倒有两手。
举一些例子吧。
　　一九七○年，我的一个外甥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跑到美国去跟我读书。
孺子可教，只六年他就拿到博士。
我教他什么呢？
第一，周末要跟我去钓鱼，不准读书。
第二，垂钓或下棋之际我教他怎样找重点，寻兴趣。
第三，选老师时不要管教得好不好，但求老师博而深。
这位外甥的名字是S. Y. Chiu。
今天，在国际学术上，没有一位研究细胞的学者没听过他的名字。
　　一九七九年，我替两个在广州的外甥女办手续，带她们到美国跟我读书。
到美之初，她俩面有菜色，英语目不识丁，但六年后因为有学问而有了专业。
是的，七十年代，有十多个在香港进不了大学的学子，到美国跟我求学，都有类似的成果。
　　其实，我这个非教育专家的所谓教育，教来教去都是那几句。
学问要从兴趣入手，在重点出击。
脑子要多休息，但读书时要集中，心领神会。
任何科目，值得读的文章不多，所以选文而攻之所花的时间应该比读的时间长。
读不是信，而是考虑，所以每有会意，就要停下来细想。
选老师的唯一准则，是学问的水平，不顾其他。
发问很重要，所以要想好题目，一见到老师就问。
如上所说的法门，显浅不过，但全部都是与香港的教育制度脱了节的。
　　我教自己的儿女格外用心，是人之常情。
儿女八二年从美跟我来港时，哥哥十岁，妹妹九岁。
我为他们选校的问题，头痛了几个月。
后来决定让他们入读英童学校，痛心地放弃母语。
这个选择的唯一原因，是英童学校没有功课，回家不用读书。
我认为儿童要多玩耍，尤其是那些要用上想象力的游戏。
　　事实上，儿女在中学时，每次考试成绩特别好我就有怨言。
我对他们说，求学是长途赛跑，在中学时最蠢是跑在前头，所以考试成绩要保持在中上的位置，冲刺
是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的。
后来他们到美国进了大学，儿子问：“我可以发劲了吗？
”我说可以加一点，但将来若要读博士，真正发劲是开始写论文的时候。
殊不知我这个傻儿子在大学一年级就狂发劲，我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住！
后来我跟他订了一个协议：考试的前一晚不准读书。
他当然明白：用脑是运动，跟其他运动一样，比赛前要休息。
　　今天，儿子在研究院，学医及基因研究，深明求学之道。
他知道考试但求及格有余，而成就是以研究的贡献来量度。
他少用笔记，买回来的书读后全是新的。
这些是但求理解而不论考试的行为了。
　　我的女儿是另外一个故事。
她在大学是选修英语文学的。
我多次劝导，也不能说服她毕业后到研究院去研究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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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幸的是，她得到祖父的遗传，自小下笔成文。
今天她在美国工作，因为文笔流畅而雇主大不乏人。
女儿的经验，使我意识到当今之世，在知识投资上回报率最高的，是语文。
香港的学生真的是胡里胡涂了。
现在我要从另一个角度-- 一个强词夺理的角度--来表达我对一些所谓专家的观感。
在大学念书时，老师阿尔钦对我说了几句影响了我之后的一生的话。
他说：“我知道你是可造之材，但你要知道，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意图或热情--来衡量的。
”　　清代有一个书法家，名叫包世臣，其书法理论名重一时。
但我见包氏的书法不知所谓，一无是处，所以对他洋洋数万言的书法理论，连看也懒得看一眼。
唐代孙过庭的书法达到师级，于是我对他论书法的名着--《书谱》--刮目而读，读之再三，就是自己
不同意的地方也要细想几晚。
书法比孙过庭高出两个马位的宋代的米芾，其论书法的文字甚少，且有时故弄玄虚，有时前言不对后
语，但我对米前辈的论书法，每句视为至宝，就是不同意的也当为秘籍招式，久不久总要想一下。
　　我这个见人家在某学问或玩意上没有成就就视其言论如粪土的观点，错的机会是存在的。
评画的高手，自己不一定懂得画。
但从或然率的角度看，要避免费时失事，要有相当的可靠性，我的观点是可取的。
你要信一个在书法上没有建树的人的书法理论，还是一个书法大师的经验之谈？
毋庸讳言，我是反对母语教学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不重视母语。
我醉心于中国的文化。
从《道德经》到陶渊明到李太白到苏东坡到徐文长到龚自珍而甚至到最近谢世的冰心，我有资格设馆
授徒，而假若加上什么书画琴棋、甲骨文物、田黄鸡血之类，我的所知就简直如教育专家，深不可测
矣！
在高举母语教学的众君子中，令我耿耿于怀的是司徒华。
华叔不是今天的包世臣--他的文字有水平。
很可惜，我没机会与他挑灯夜谈，去说服他的母语观点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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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是个纯从兴趣出发而搞学问的人，半点其他意图也没有。
我认为兴趣是由自己发掘出来的，而这发掘的第一步，是要找出某门学问的一些重点。
我认为拜师求学，不是要求老师的知识，因为他的知识可从书本、文章上谈到，而是求他指点迷津，
学他的思考方法。
　　学问要从兴趣入手，在重点出击。
脑子要多休息，但读书时要集中，心领神会。
任何科目，值得读的文章不多，所以选文而攻之所花的时间应该比读的时间长。
读不是信，而是考虑，所以每有会意，就要停下来细想。
选老师的唯一准则，是学问的水平，不顾其他。
发问很重要，所以要想好题目，一见到老师就问。
　　兴趣是不容易培养出来的。
思想要在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
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
任何科目，不管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油然而生。
　　很多学生怕发问，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
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
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是要脸皮厚！
就算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都可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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