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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想的声音》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一辑，所收文章旨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
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文章兼容并蓄，皆可谓思想的精萃、智慧的集锦。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
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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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定要看得远，而且不要由于暂时的清贫而困惑，我听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础研究的博士生，从来
都是优秀的分子，就因为一次到赛特购物中心以后，心态一下子不平衡了。
看到人家大把大把买东西，自己口袋里没钱，不如别人，因此怀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有远见，不要为暂时的一些问题所困惑。
我到1985年，家里还是一个9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机，工作非常的辛苦，当时还没有任何奖金。
但我几次出国。
到香港、日本、美国，在大的商场看人家买东西，我从来没有羡慕过，或者心态不平衡。
有一次在香港看到许多人买高级首饰，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在那儿买首饰的所有这些人
，未来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
（热烈的掌声）我一下子觉得我比他们高，没有任何一点不平衡，我后来把它称之为“精神胜利法”
。
（笑声、热烈的掌声）当然这个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对知识的价值的一种信任，我们要相信
知识的价值最终会体现。
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当时的学部委员座谈，要我发言，我讲了十分钟，江泽民同
志不断插话，问我工资多少，当时我的情况可能是奖金还低于工资，但收入还是可以的。
江泽民同志就问苏步青，说你当时做副教授多少钱，他说五百大洋，相当于五千块。
1992年五千块的月薪当然很高了，所以当时江泽民同志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话，赞扬中国知识分子
这种精神，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呀。
”（笑声）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我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自豪；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
高度评价，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我也担心，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
（笑声）江泽民同志讲完这段话以后，非常真诚地说：“我们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
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
”我们看现在六年下来，局面改变得很大很大，脑体倒挂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
　　今天我们有一些“大款”们，是利用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冒
出来的，层次、品质也不高。
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不靠知识，而是靠投机倒把的人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应该培养一批真正靠
自己的知识，靠对国家的贡献而成为的百万富翁。
所以我提出2010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靠自己异乎
寻常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知识，成为我们国家民族高科技产业的脊梁，我们国家真正的民族英雄，
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打到发达国家去的民族英雄。
他们理应成为百万富翁，假如他们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到美国硅谷，工作三年到四年就有可能达到年薪十
万美元，我一些学生在硅谷工作三到五年的，差不多都年薪十万美元。
我们当然需要在中国国内体现他们的价值，这是应该的。
　　我非常赞赏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种风格，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我觉得这种风格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北大方正也准备把北大有些系的宝藏挖掘出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倡导下，我们跟很多系结合
，比如说我们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学系合作，把它产业化，变成独立的公司；我们把数学系两位院
士和一批年轻人共同奋斗了19年的指纹研究一一这个成果的水平和创意程度决不亚于方正的照排系统
——由方正来完成商品化和市场的推销，取得很好的成果，两年下来市场占有取得了第一位，达到
了50%。
指纹识别充分体现了北大基础研究的优势。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
量的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
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数学的描述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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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
（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八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一年）因为我们1975年就得
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办法，日本人也同样得
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
（笑声）所以我作为一个终身的体会，或者作为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年轻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创造
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
成果。
　　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在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出来
逐步取代我的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榜样。
比如说，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
卡文迪什第一代主任是麦克斯威尔，电磁波的发明人。
第二代主任是瑞利，获得诺贝尔奖，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瑞利曾经有过一段名言，他讲：
“我到六十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
”因为六十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
新思想。
他致力于培养人，让28岁的汤普森（就是发现电子的人）做第三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主任。
汤普森继承了他这个传统，培养了七个人获得诺贝尔奖。
第四代出了卢瑟福，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养十二个人得到了诺贝尔奖。
到了第五代，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
，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
但二十年以后，当初大骂布莱克的人认识到，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
趋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研究重心必然
移到美国。
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他赶紧抓住机会，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所以实际上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
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
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假如人家说我是权威，也许还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
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
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
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
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
工作都不是我做的。
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
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
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
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
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后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
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
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当前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
是好笑的，我已经五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
世界上很难找到60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60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
（笑声，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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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很久以来，我们就有编集这本书的念头。
　　北大的讲座在中国是首屈　指的，在北大办讲座的人当然也更是现实中的佼佼者。
在这些讲座中，既不乏高深的学术对话，又常有师生之间的激烈争论，用”座无虚席”一词是不足以
形容讲座盛况的，攀窗而立的情景随时可见。
每听完讲座，听者的心得或各有深浅，除学术的交流外，无不感受到一种对人对己的责任。
　　北大承袭了中国数千年的太学传统，这种渊源塑造了北大独有的风气。
在北大人诸多性格中，“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当是最重要的之　。
”为国”二字，常使北大人遭遇挫折，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信念，使北大学术得以发扬光大，逐渐成
为世界一流大学。
那些选择北大为讲演舞台的风云人物，或也有此心情．而在北大开办讲座的学人学者，以探索真理的
精神，将自己研究所得，无私地传授出来，因为他们相信在昔日的大讲堂、今天的报告厅或各个教室
拥挤的人群里会有他们的知音和继承者。
　　近年来到北大听讲座的”游学生”日益增多。
这些”游学生”中有功成名就、乘车而来的，有步行前往，边啃面包边听的。
无论其为何人，慕名而来者有之，求识求真者更多。
他们放弃了休息的时间、娱乐的时间、挣钱的时间，侧身于狭小的教室，聆听思想的声音。
校园外面世界对知识的追求，代表着中国更美好的明天。
　　为了不使思想的声音随风而逝，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它，我们收录了近两年来在北大比较有影响
的讲座，编集为此书。
书中收录的讲座涉及经济、政治、艺术等许多领域，尽量体现兼容并蓄的原则，尤以经济和社会问题
为此收录的核心。
然而由于时间以及我们学识的关系，也由于北大讲座太多的缘故，尚有很多遗憾。
如果有机会，我们将努力为读者献上更多更好的“思想的声音”。
　　在收录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了讲座原有的现场感，希望能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们的这次尝试得到了有关老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他们不仅无私地同意发表这些讲演稿，还一丝不苟地对这些稿件进行逐字阅改。
在此，我们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寅恪先生云：“上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愿以此语与读者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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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丛书的第十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
的精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即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辟、智慧的结晶。
　　一流学府的思想之声，著名学者的智慧集锦！
 《在北大听讲座》书系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读者》《中华读书
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等数百家媒体报道或转载，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思想读物，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强力推荐，深受各界读者钟爱。
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约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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