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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10月9日，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钱伟长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
日。
全国政协、民盟中央以及钱老的家乡江苏省将会以多种形式来纪念钱先生。
作为他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的单位，上海大学将重新收集、整理并出版钱老的文选、学术论文集、
博士学位论文等书籍，以纪念这位让广大师生尊敬的老校长，的确是一项极有意义、极具价值的工作
，也是值得称道的事情。
　　钱老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早年随四叔钱穆研习文史，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1931年，他以历史和国学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
入学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人的入侵，民族危机的严重，促使他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想法，立志弃文从理，走科学救国之路。
在名师众多、学风严谨的清华物理系，钱伟长的学术能力得到很好的锤炼与提升。
1940年，钱老负笈海外，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师从辛吉教授研究弹性力学，仅用两年时间就通
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他和导师合作的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的论文，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由此
奠定了钱老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1943年，钱老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从事火箭弹道、火箭
的气动及传热设计、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等研究，成为世界火箭、宇航工程的先行者之一。
　　1946年，钱老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工作环境，毅然决然返回国内，在清华园从事教学
和科研工作。
20世纪的50年代中期，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中，钱老、钱学森和钱三强
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的三钱”。
作为享誉中外的著名科学家，钱老在奇异摄动理论、圆环壳的一般解、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及应用等
方面贡献卓著；还根据国家的需求，研制出超过国际水平的锌－空气电池；研究高速撞击问题并出版
专著《穿甲力学》。
1984年，他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对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
用。
　　钱老作为杰出的教育家，他非常注重人的全面成长，既重视科学基础知识的教育，同时又强调人
文科学对学生教育的影响。
主张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科学教育应与人文
教育相结合。
1983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在上海又延续了对人才培养的持续探索。
上任伊始，他就提出并推进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措施，提出“拆除四堵墙”（学校和社会之间的
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强调学科交叉，夯实基础
，拓宽专业，注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相互融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1994年，新上海大学组建，钱老的教育理念有了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他提出为学首先要学会做人，
重视通识教育，强调道德、艺术和文化的基本素养，应是人人必备的；强调文理渗透，理工科学生要
具备人文素质修养，注重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奠定人
文知识的基础，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中指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双翼，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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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伟长文选(第6卷1998-2008)》里的著作集中反映了钱伟长院士对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国家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真知灼见和热诚实践，对国家和民族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乃至祖国的和平统一
等诸方面的专注和投入，其中有许多文章是他前瞻性的思考与探索的结晶。
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之情，充分体现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以及丰富的学识
和坦荡的胸怀。
这些文章或讲话，涉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区域经济、城市建设、管理学
、中文信息学以及教育学等方方面面，尤其是他和青年学子谈人生观、价值观，谈治学方法，谈成才
，谈开拓创新的不少文章，值得广大读者慢慢品味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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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正式建立义庄时，四房的族长回家参加了盛典，并进一步提出解放家奴的要求。
据说在七房桥还有七个家奴，但不称家奴而称“家人”，有三对是夫妇，一位是独身，他们都和主人
关系很好，几十年中没有和主人发生过什么矛盾，只是没有姓只有名字，都叫阿根、阿爱等名，生的
儿女还是家人。
对解放家奴一事大家也都同意了，恢复了姓名，分给一定的土地，并在七房桥两侧修建了丁家村、王
家村，让他们独立生活。
当然，有两人仍旧愿意在钱家某房工作，明确是主仆之分，给工资，而且不是奴才。
我曾祖父有个家人，是陪曾祖父和祖父去南京会试的老家人，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几代家人的后代，这
时，他们也都逝世，他们的儿子叫阿根，还在祖父处当家人。
当时，我祖父决定给他30亩田，在七房桥东侧盖了三间房，让他结了婚，姓华，并请他照顾曾祖父的
新坟。
20世纪80年代我去七房桥访问，他的儿子成了七房桥村的支部书记，也已是一头白发的老人了，他还
亲自引我去看曾祖父和祖父的坟地。
最重要的是对佃户减了租，并由义庄派人去江北招来一批新的佃户，不少老佃户也可以扩大所租田地
，七房桥各户有劳动力者也可以租田当义庄的佃户。
这些田大部分都变成桑田，所以七房桥四周出现了养蚕热，使七房桥又恢复了生气。
义庄制定了规定，凡是七房桥的孤独老人及失去父亲的未成年儿女，都可以从义庄领取每月每人一斗
米和一贯钱，作为生活福利津贴，这样使生活困难的大批族人得到安置。
账务是公开的，族人都可以查询。
这样的义庄制度当然必须由县知事同意，因为对克服太平天国后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困难和生活安定是
非常重要的，他也只好同意向皇帝申请，得到了降低纳粮的批准。
降低比年年收不上来要好得多，这就是祖父为什么经常到无锡，和县知事商请批准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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