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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经典是人类著作海洋中经大浪淘沙后依然璀璨夺目的极品。经典不仅是历史文化
的最高结晶和未来发展的主要路标，而且是人才成长及其成就大小的重要基石。经典著作征服

人心、长盛不衰的魅力源自真、善、美。经典阅读是富于个性的主体对客观文本的解读，同时

也会受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前辈大师的经验可为后人的经典阅读提供宝贵的启示，

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的经典阅读风格各异其趣、各得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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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思维复杂、精神丰富的人类能够进行文
化创造，而人类文化产品经过大浪淘沙后留存的

文化瑰宝中，依然璀璨夺目的极品著作，即是经

典。经典不仅是历史文化的最高结晶，而且是引

领未来的主要路标。

超越生存技能的人才培养是人类的独特优势

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以学习为主的人才

培养阶段，教学层面的两大支柱，即是优秀教师

与经典。即使到了以实践为主的人才发展高级阶

段，经典的学习和运用仍是人才成就大小的决定

性因素之一。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典魅力

的体认，经典文本的阅读和经典成果的运用，是

人才问题永恒的基旨之一。

一、经典的魅力

经典本是一种著作，但经典的魅力不仅源于

著作本身，而且还源于创作经典的大师的品格与

精神，同时也源于著作非凡的社会影响力。归根

结底，经典著作征服人心、历久不衰的魅力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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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

（一）真的魅力

自然科学著作的真理性预言及其实验证实，

为 “真”的魅力提供了最简单、最直接、最无争

议的案例。而自然科学经典真理性魅力的显示莫

过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否定了牛顿均匀、简单而不变的绝对空间概念，

指出宇宙的物质分布决定空间的曲率，而宇宙中

的光线沿曲率空间传播，因此当光线经过太阳附

近时会发生弯曲现象，广义相对论预言这一弯曲

引起的偏折数值是１７弧秒。在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
发生日全食时，太阳位于金牛座中心，从金牛座

星星发出的光线经太阳射向地球观测站时，星光

线路将发生偏折，将日全食时方能获得的金牛座

星光照片与平时的金牛座星光照片作比较，即可

得到光线在太阳影响下的偏折量。英国天文学家

爱丁顿在非洲普林西比岛的测量，显示出１６弧秒
的偏折，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１７弧秒非
常接近，而与牛顿引力理论预言的０８５弧秒有很
大的差距［１］２２６－２２８。五个多月后的 １９１９年 １１月 ６
日，英国皇家学会举行日食观测报告发布会，与

会的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后来回忆说，“会场上的气

氛极为热烈，简直像是在上演希腊戏剧……我们

是合唱队，评说着决定宇宙命运的天条律令……

背景中牛顿的形象让我们想起，２００多年以后，这
个最伟大的科学体系终于第一次得到了修正”。会

议主席、１９０６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姆逊最后
宣布：“这一结果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

一”［１］２３１。第二天，英国 《泰晤士报》赫然刊出三

行大标题： “科学中的革命”、 “新的宇宙理论”、

“牛顿思想被推翻”。两天以后，美国 《纽约时报》

刊出爱丁顿的评论：爱因斯坦理论是 “人类思想

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一连数天，《纽约时报》

对爱因斯坦的真理性伟大发现作了连篇累牍的报

道，其中有篇 “振奋人心的报道，其六排大标题

在当时实属罕见”［１］２３３－２３５。相对论的旋风不仅征服

了皇家学会这样高深的学术机构和 《泰晤士报》、

《纽约时报》这样权威的新闻报纸，而且席卷了欧

美的社会公众，“《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幅瑞·

欧文的漫画。画中有困惑的大楼管理员、身穿毛

皮大衣的主妇、看门人、孩子以及在街上挠头的

行人。说明文字是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人们慢慢

地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念：空间本身的物理状态是

最终的物理实在’。正如爱因斯坦对格罗斯曼所

说：‘现在每一个车夫和店员都在争论相对论是否

正确’。每当举办相对论的讲座时，爱因斯坦的朋

友们都很苦恼。后来与爱因斯坦共事的利奥波德

·英菲尔德那时正在波兰的一个小城市当老师。

‘当时，我做的事情与全世界上万人做的事情一

样’，他回忆说， ‘在寒冷的冬夜，我做了相对论

的公开讲演，人们排了很长的队，甚至连城里最

大的报告厅都容不下’……在日食观测后的六年

间，关 于 相 对 论 的 书 和 文 章 多 达 ６００多
种”［１］２３６－２３７。“他由此名声大振……他成为科学新

星和人道主义的偶像，那张面孔成了地球上最著

名的面孔之一”［１］４。

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虽然有人造卫星发射、

原子弹爆炸和人工智能突破等少数事件引起过社

会的轰动，但这些事件主要靠物质性和技术性的

影响力，唯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旋风，靠的是纯

粹科学的真理性魅力。在没有看得见的实际应用

时，即能掀起如此精神性的巨浪，是人类精神进

化的伟大奇迹，是人类渴望真理的深刻展示，是

经典魅力的非凡表达，同时也是天才引领社会进

步的有力证明。

（二）善的魅力

相对于科学经典 “真”的魅力，人文经典

“善”的魅力更为古老而普及。科学的起源虽然与

人文同样悠久，但是在近代牛顿力学体系创立以

前，科学著作的影响力远非人文著作可比，科学

是人类最晚近成熟的文化样式，而人文则是人类

早熟的文化样式。人文与科学的另一不同，是科

学擅长 “求真”而拙于 “论善”，科技伦理学至今

仍处于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人文则擅长 “论善”

而拙于 “求真”。以中国诗歌而言，千年以前散发

出的 “向善”的芳香，历久不衰，于今益醇。

唐代杜甫是历代儒家最推崇的中国 “诗圣”，

其对苍生疾苦的关切和对民众饥寒的身受，化为

他舍小我为大我的伟大胸怀和诗句：“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中国文化十分流行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

善其身”的进退价值观，此外还有不少人纵然兴

旺发达，也仍然信守 “以个人为中心，以闲适为

基调”的人生价值观。而杜甫则在 “床头屋漏无

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穷困潦倒的境况中，

仍然不堕青云之志，胸怀天下寒士，其向善的精

神境界和伟大诗篇使千年以来有良知的读者一再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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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满怀并净化心灵。

中国诗歌对崇尚气节、忠贞不屈品格的歌颂，

是彰显人文经典 “善”的魅力的重要一环。《资治

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仅是大历史学家，也是非

凡的诗人，他与王安石的不同政见构成中国传统

政治与社会中相辅相成的张力两级，尽管历代对

司马光的政见众说纷纭，但对司马光的品格、才

学和诗文都有高度的评价。他留传的诗作不多，

但表达了他对自己认准的真理忠贞不屈的信念和

品格，他在 《客中初夏》诗中写道：“四月清和雨

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

葵花向日倾”［２］１９４。司马光不作随风飞扬的柳絮，

而如向日葵一样忠贞不渝地坚守自己认准的方向

和真理。当时他自请离开京城到洛阳编撰 《资治

通鉴》，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安乐由来不外

求”、“我以著书为职业”，司马光在寂寞中坚守１０
余年，终于完成与日月同辉的皇皇巨著 《资治通

鉴》。另一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与文艺创作，坚守

高洁品格与人生选择而不为时风所动的坚贞之士

是郑板桥，他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诗歌 《竹石》

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

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３］１１４３。郑板桥生于

封建末世衰朽的官场作风与社会风气之中，不仅

不随波逐流，而且在书法、绘画及诗文创作上独

树一帜，为当时文坛与社会注入一股难得的清流，

为中国人文经典宝库增添了独特的瑰宝。这种凝

结在经典中的节操与品格，在现代发扬光大，集

大成于鲁迅先生。

中国人文经典 “善”的魅力，还表现为许多

人所欠缺的爱憎分明的处世立场和态度。具体来

说是对人民的热爱、对鬼蜮的憎恶，对新生的欢

呼、对桎梏的芟除。杜甫诗云： “新松恨不高千

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表面是写自己在成都

草堂亲植的四株小松，因到处侵蔓的恶竹的影响

而生长缓慢，实质是呼吁新生的济世之才快快茁

壮成长。清末龚自珍则借祭祀的青词发挥说：“九

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

擞，不拘一格降人才”［３］１４４６。龚自珍 １８３９年抒发
的冲破万马齐喑的诗情，一百年后得到了毛泽东

的热烈响应。在今天已成为经典的１９４５年中共七
大文献中，毛泽东引用并发挥了龚自珍的诗句，

热切期望党内人才辈出，党员富于个性和活力：

“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

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

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

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

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

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

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

样的，那就不好了”［４］。

（三）美的魅力

在求真、扬善的魅力之外，不少经典著作的

审美魅力也在人类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具体表现

为直觉形象美和逻辑理性美两种主要形式，二者

双峰对峙，各美其美。一般说来，直觉形象美的

魅力多来自文艺类经典著作，而逻辑理性美的魅

力多出于精密自然科学经典著作。迄今为止，尚

缺乏关于经典著作美学魅力的系统深入研究，经

典著作的美学魅力还远未充分揭示，不少经典著

作美的魅力也为真与善的魅力所掩没。中国唐诗

的直觉形象美，无疑在世界文学经典著作领域里

独树一帜。诗、画、书、乐俱佳的王维更以诗歌

的形象美备受推崇。苏轼评论王维的诗、画说，

“味摩诘 （王维字摩诘———引者）之诗，诗中有

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５］。擅长绘画的王维

写出的诗无论是山水诗，还是抒情诗，都能使读

者在脑海中立即显现出生动形象的画卷：“大漠孤

烟直，长河落日圆”———雄浑博大的大漠风光；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江南月夜闲适的

山林美景；“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北国

冬雪中英武军人的欢快狩猎； “渭城朝雨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故人”———长安附近一个杨柳青青的客栈里，一

场依依惜别的饯行。王维之外，唐代诗中有画的

佳作层出不穷：“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

流” （李白）；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杜

甫）；“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

锡）；“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张志

和）。唐代诗人在直觉形象方面登峰造极的成就，

迫使宋代诗人另辟蹊径，“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

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

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

尽”［２］３。于是宋人发展出以议论见长的诗风。这又

从诗史发展的角度，说明唐诗以直觉形象叙事抒

情的非凡魅力。虽然不少自然科学经典中不乏关

于无穷宇宙与微观世界的丰富想象与模型创造，

爱因斯坦的追光理想实验，其精微浪漫的想象力

实不输于任何诗人，但深奥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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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觉形象美只能深锁于象牙之塔，而难以与大

众化、普适性的诗性直觉形象美相媲美。

在经典著作的审美方面，有不少数理精英指

出，存在一种与直觉形象美相互补的逻辑理性美。

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最有才华的纯粹数学家与物
理学家之一的彭加勒对此有系统的思考：“科学家

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是因为喜欢它，

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当然，我

在这里所说的美，不是给我们感官以印象的美，

也不是质地美和表观美。并非我小看上述那种美

……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比较深奥的美，这种美在

于各部分的和谐秩序……正是这种美使物体，也

可以说使结构具有让我们感官满意的彩虹般的外

表……理性的美可以充分达到其自身，科学家之

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此缘故甚

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６］。

身兼哲学家与文学家的著名数学家罗素则将

数学美与艺术美相提并论：“数学，如果正确地看

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正像

雕刻的美，是一种冷峻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不是

投合我们天性的微弱的方面，这种美没有绘画或

音乐那些华丽的装饰，它可以纯净到崇高的地步，

能够达到严格的只有伟大的艺术才能显示的那种

完满的境地”［７］３７。

另一位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对康托

尔创立的超穷数理论的数学美有强烈的共鸣，并

赞美说它是 “数学思想最惊人的产物，在纯理性

的范畴中人类活动的最美的表现之一”［７］４２。

关于数学美的具体内容，目前流行的看法是，

数学美就是数学中存在的美，它的主要内容有

“简单性、统一性、对称性、奇异性等等”［７］４６。而

杨振宁先生基于狄拉克创立狄拉克方程时运用数

学的神来之笔，提出 “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

是简洁的逻辑美”［８］２５７。杨振宁不仅创造性地拓展

了数学美的范畴，而且基于精湛的物理学研究技

艺与物理学史的深切见解，创造性地提出了物理

美的四个层次：直觉表层美、观察实验美、唯象

理论美和深层理论美。并结合对虹霓这种天象的

物理分析具体论述道：“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

面的美。例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

可以看到。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４２°
的弧，红在外，紫在内；霓是 ５０°的弧，红在内，
紫在外。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

现象的美的认识……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使物

理学家了解到这４２°与５０°可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
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

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

象本身可以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

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的美”［８］２５９。

在如此深入分析物理美的基础上，杨振宁又进一

步将富于物理美的理论比作文字美中最有魅力的

“诗”：“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

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这

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

往随着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

有想到的意义……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

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

接而又十分复杂的”［８］２５９－２６０。

精密自然科学中蕴藏着如此令数理科学家激

动和迷恋的逻辑理性美，可惜非数理专业出身的

人难以理解和欣赏这种深奥的美，即令是３３０多年
以前牛顿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洁严谨的数

理美境界，也是今日未受过现代数学、物理训练

的人难以领略的。令人惊奇和欣慰的是，如此深

奥而离群的纯粹科学的真和美，经过漫长的技术

与工程环节，竟为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

来巨大的便利。

二、经典的阅读

经典的魅力既是历史长河中此起彼伏、永不

停息的美丽浪花，也是现实社会中激动人心、无

处不在的深层动力。但是任何个人若要体味和运

用经典的魅力，最好先以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经

典阅读与训练作基础。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

“假如从广东乡下或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

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

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

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９］４４３。读

书与实践之间有许多精细微妙的关系，鲁迅强调

了读书的先导作用。而在鲁迅此文的前一年

（１９２６年），爱因斯坦在与海森伯的谈话中强调说，
“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１０］。这比哲

学家波普尔 “观察渗透理论”的风行哲学理论要

早出近１０年。东方最伟大的文学家和西方最杰出
的科学家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先知先觉、异曲同

工，实在是他们人生经验之谈。鲁迅大器晚成，

到新文化运动出山时，已读遍并深悟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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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的无数经典，所蓄积的

历史文化知识与思想理论武器，决非同僚与对手

可比，作品的深刻性与影响力足当民族之魂。而

爱因斯坦则在精通近现代物理学经典基础上，通

过对西方哲学经典与深奥数学经典 （非欧几何）

的钻研和运用，出神入化地独创了现代物理的两

大经典———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而且在研

究人文经典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的价值与走向

有深邃独到的见解与强烈的责任感。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阅读经典？这确是见仁见

智、法无定法的事情。但考之大师与前人的经验，

也并非完全无章可循。

（一）阅读的境界

阅读的境界看似不易捉摸，但与人生的价值

观及其决定的阅读动机密切相关，从长远来看，

它必会对经典阅读的路径、方法与效果产生深刻

的影响。马克思为寻求解放全人类的真理而在英

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埋首几十年，读遍古典经济学、

西方哲学与早期社会主义的主要经典，最终为人

类文化宝库增添了经典。爱因斯坦渴望揭示简洁

和谐优美的宇宙深层规律，在物理、数学、哲学

的交叉领域，潜心钻研数十年，咀嚼前人的经典，

同时又创造自己的经典。周恩来青少年时代即确

立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崇高志向，为后人树

立了阅读经典与运用经典的榜样。

价值观和动机之外，阅读的状态也至关重要。

同是读一种书，可以是兴致勃勃快乐主动地读，

也可以是压力之下烦恼被动地读。鲁迅先生指出：

“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

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

……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

得不学……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

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其实这样的读书，和

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

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嗜好

的读书，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

关系的……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他

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９］４３８－４３９。

在职业与嗜好尚未普遍合一的时代里，绝大

多数人不得不兼有两种读书状态。但是也有不少

人通过不断努力，进入到职业与嗜好合一的理想

状态，使嗜好的读书成为基本的常态。这样的读

书包括经典阅读，必然充满乐趣，也就能眼到、

口到、手到、心到，自然有事半功倍之效。

（二）阅读的内容

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浩如烟海，经典的选择

可能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但是历代

大师的经验和见解，可以为后学者的正确选择指

示门径。其中有的大师直接开出了具体书目，如

张之洞、梁启超、胡适等。有的大师则指明了探

索前进的路标。

朱熹集原始儒家与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

程颢、程颐等人思想之大成，不仅成为宋代理学

集大成的思想家，而且成为中国千年儒家经典的

选家。他所遴选出来的四部儒家经典： 《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不仅成为宋以后近千

年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的最高经典，而且成为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永恒经典。今天的后学者也正在

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文化营养。

博览古今中外群书，又独具慧眼的鲁迅先生

写过 《读书杂谈》一文，所谈选书原则，虽指文

艺作品，但其基本精神无疑适用于其他领域，可

为初学者指示通向经典的门径：“倘要看看文艺作

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

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家的专集，然

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

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

略了解了”［９］４４２。

经典阅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是，历史不

断延伸，经典与日俱增，后学者将面临愈来愈重

的经典阅读压力，犹如矿洞愈挖愈深，后来者挖

矿愈来愈难。因此，如何用最小的精力掌握日益

变大的经典宝库，就成为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

科学技术为解决这一难题开辟了重要途径，先进

的信息技术，使今天的年轻学子从原则上说比以

往任何时代的同龄人更易于获得和掌握经典，而

青年学者也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同龄人更易拥有深

广的学识和强大的创造力。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

授尤·赫拉利综合历史学、生态学、基因学、人

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科学学等众多

学科，于２０１２年出版了震惊世界史坛的 《人类简

史》，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他当时的年

龄只有３６岁，其综合学科门类之多，视野之广阔，
在信息化时代以前的先辈历史学家是无法想象的。

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并行不悖的是另一条非

技术性的途径———哲学思维与管理途径。具体说

来主要是提出并贯彻 “少而精”的原则。这就要

求抓住最精华、最简约的经典以代替繁复平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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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序列。爱因斯坦和海森伯都在年轻时独具慧

眼地抓住最重要的经典，并在不了解许多流行经

典知识的情况下，于二十多岁创立了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

经典也有显著的时空特性，经典阅读的最高

境界是萃取少量关键性经典材料，再通过深度阅

读和消化吸收而获得超常的真、善、美启迪。

（三）阅读的方法

千百年来，通过经典阅读成长起来的大师分

为两类，一类是阅读经典、创造经典而又对经典

阅读方法有真切的见解，他们既是学问大家，又

是教育大师。这样的导师寥若晨星，笔者印象深

刻的几位是朱熹、鲁迅、华罗庚等，他们能够为

后学者提供切实而明确的阅读方法。另一类大师

也通过经典阅读成长为杰出人才，有的还是创造

经典的大师，但是他们未必有兴趣或能力将阅读

经典的方法总结出来并传授给后学者，教育工作

者的一个责任是从这些大师卓有成效的经典阅读

实践中挖掘出普适的经典阅读方法，以启迪后学

者的潜能与慧心。

朱熹是向后学明示经典阅读方法的教育大师，

他的方法平实而根本：先易后难，纲举目张。朱熹

说：“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大学》一篇

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

实，但言论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

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大学》是为学纲目。立定纲领，其他经皆

杂说在里许。通得 《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

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

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１１］。

在对儒家原始经典深入阐发的基础上，不仅

将跨度数百年的不同经典选为一组，并指出难易

程度，设定阅读顺序，朱熹所以是理学集大成者

而别人不是。

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文化领域中的地位日益

显赫，以及对时代潮流的影响愈益深广，自然科

学家独具特色的经典阅读方法也逐渐走出象牙之

塔，成为人类经典阅读的共同财富。这些富有价

值的阅读方法，有的由科学家总结而明示出来，

有的隐含在科学共同体经典阅读的实践之中。

华罗庚不仅创造了数论与多复变函数的经典

著作，而且贡献了独具特色的经典阅读方法，在

世界自然科学界独领风骚。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华罗庚
长期组织和主持中学生数学竞赛，先后在 《人民

日报》、《中国青年报》、 《北京日报》、 《羊城晚

报》等报纸， 《红旗》、 《望》、 《中国青年》、

《中学生》等杂志发表大量关于读书、治学与创新

的文章，在许多大中学校、工厂、机关的各类会

议上作过关于读书学习的报告，收入 《华罗庚文

选》一书专论读书治学的文章即有十多篇。高深

的学术造诣、出色的人才培养和用心的科普工作，

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力，使这位自学成才

的数学大师总结的读书方法富于哲理与诗性，在

中国学术界独放异彩，影响深广。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是 １９６２年提出的 “由薄到厚”和 “由厚到

薄”的读书方法。

“什么叫学深学透？这就是要经过 ‘由薄到

厚’、‘由厚到薄’的过程。首先是 ‘由薄到厚’。

比如学一本书，每个生字都查过字典，每个不懂

的句子都进行过分析，不懂的环节加上了注解，

经过这一番功夫之后，觉得懂多了，同时觉得书

已经变得更厚了。有人认为这样就算完全读懂了。

其实不然，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字每一句都懂了，

这还不是懂的最后形式。最后还有一个 ‘由厚到

薄’的过程，必须把已经学过的东西咀嚼、消化，

组织整理，反复推敲，融会贯通，提炼出关键性

的问题来，看出了来龙去脉，抓住了要点，再和

以往学过的比较，弄清楚究竟添了些什么新内容、

新方法。这样以后，就会发现，书，似乎 ‘由厚

变薄’了。经过这样消化后的东西，就容易记忆，

就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例如学数学，单靠记公

式就不是办法，主要是经过消化，搞懂内容。‘三

角学’的公式很多，但主要的并没几个，其他公

式都是由这些推出来的。其中主要的一个 ｓｉｎ２θ＋
ｃｏｓ２θ＝１，也不是新的，而是几何学上讲过的商高
定理”［１２］。华罗庚总结的 “由薄到厚”、 “由厚到

薄”读书方法，犹如中国古代 “人人心中所有，

人人笔下所无”的一流诗词创作，慧心独悟，词

简意深。

科学大师爱因斯坦与玻尔虽未系统深入地总

结自己阅读经典的经验，却给后人留下了无比珍

贵的深刻解读与提升经典的丰富矿藏，有待识者

从中提炼出无穷的阅读智慧。

经典阅读者最怕遇到两类经典：一是风格晦

涩如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二是大跨度创新的

革命性经典。如精密自然科学领域里牛顿的 《自

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仅当时极少有人理解，

３００年后重读，即令有物理专业背景的人仍会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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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再如革命性的量子力学理论，曾令爱因斯

坦、薛定谔等物理学大师困惑难解。面对这样的

经典，最有效的阅读方式，不是闭门读书与独立

思考，而是集思广益的讨论方式。讨论方式在古

希腊非常盛行，中国古代书院与文人学士社团也

多有实行。中国现代起步较早、组织严密而卓有

成效的讨论班当推陈建功与苏步青创立的浙江大

学数学讨论班。亲历讨论班的著名数学家王元多

年后回忆并评论道：“浙江大学数学系四年级学生

的数学讨论班是苏、陈两位先生倡导的独特课程，

分为甲种与乙种讨论班。甲种讨论班由老师给学

生各指定一篇论文，乙种讨论班由老师给学生各

指定一本书，交给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由学生

轮流上讲台做报告，老师听讲并提问。每个学生

每学期要讲四五次。这样的学习比单纯听老师讲

课，记笔记，再做习题，当然要高了一个层次，

这是有指导的学习。在这个阶段中，学生的能力

差距就拉开了。这实际上是学生由学习到独立从

事研究工作的过渡阶段……这对于培养学生独立

学习，提高研究能力，以及对于发现富有创造性

才能的学生，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人说，这

一段学习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最精彩之笔，也是

苏、陈两位培养人才的最大创举”［１３］４９。讨论班对

于浙江大学数学系不仅是一种富于创新的学习方

式和研究方式，而且是一种学业管理的创新设计：

“每位学生在四年级时，必须选一教授，教授给学

生一本德文或法文书，及一篇最近发表之论文阅

读。学生要轮流向全系教员作演讲报告……陈、

苏两先生甚注意此两报告，特规定此两报告必须

及格，否则不管该学生之其他成绩如何好，亦不

能毕业”［１３］４３。可以说，ＭＯＯＣ是普及的课程，而
讨论班是提高的课程。从浙江大学到复旦大学，

苏、陈引进发扬的讨论班方法，使数学学科人才

辈出，迄今已造就四代中国科学院院士。

人类历史上以讨论方式深入学习、领悟并提

升经典的最精彩案例，当属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

量子力学经典理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１９２５年
海森伯创立的量子力学，在实验现象与量子理论

之间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

根学派物理学家不仅全盘认同了量子力学的数理

方程，而且逐渐接受了哲学层面的 “正统诠释”，

将几率性的统计因果性、测不准原理等视为物理

实在的根本性质。但是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少数经

典物理观念浓厚的物理学家，不相信在几率诠释

后面不存在更深一层的基本规律。爱因斯坦在

１９２７年的第五届索尔未会议和１９３０年的第六届索
尔未会议上，提出两个理想实验，向玻尔为首的

正统量子力学诠释派发起了理论挑战，其中对测

不准原理的挑战，玻尔巧妙地运用爱因斯坦的广

义相对论予以化解，而关于决定论、超距作用及

量子力学完备性的深层理论分歧依然存在。１９３５
年，爱因斯坦又联合波多尔斯基与罗森两位物理

学家，合作发表了 《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

的描述是完备的吗？》一文，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

的ＥＰＲ论文 （以作者名字首字母命名）。爱因斯坦

从物理实在性和定域性等物理哲学层次再次向哥

本哈根学派发起挑战。玻尔经过六个星期的紧张

思考写出了回应论文，虽然仍未能在物理深层与

哲学层面说服爱因斯坦等人，但二人通过论战提

出了一个至今流行的重要思想——— “量子纠缠”

思想［１］３９６－４０３。爱因斯坦为反驳量子力学理论而提

出的这一思想，数十年来经许多理论家和实验家

的研究和扬弃，今日不仅成为当代物理学前沿奇

妙、神秘而深刻的重要思想，而且成为开发量子

通信、量子计算等尖端技术的基础原理之一。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世界对量子力学经典所以

有如此深刻的理解，爱因斯坦与玻尔持久、激烈

与理性的论战功不可没。哥本哈根学派的妙语

“科学扎根于讨论”洵非虚言，讨论不仅是科学创

新之母，而且是经典深入理解之母。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自然科学争论已经远去，彻底探索的精

神和相互启迪的讨论将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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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文就团队学习对军校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构建了团队学习中团队

支持感、学习满意度、科技创新压力感、合作与

协同等因素与军校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影响的假

设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并进行数

据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模型中自变量团队支持感经由中介变

量学习满意度、科技创新压力感、合作与协同对

军校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第二，团队成员年级不同、专业类型不同、团

队人数规模的不同、团队运行时间的不同以及研究

类型的不同对军校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影响

都有差异。数据分析表明，大三年级的学员在团队

学习中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强；团队成员专业背景为

工科专业的在科技创新能力各影响因素上都显著高

于理科和管理专业类型的学员；团队学习的规模适

宜控制在６—１０人的模型，因为６—１０人规模的团
队在科技创新能力上有显著提高；在实施团队学习

中，建议团队运行时间为６个月；知识竞赛团队因
为目标更为具体和明确，团队利益一致等特点，其

在实证分析中在团队支持感等各项因素上显著高于

其他研究类型的团队，其创新效果，以及对学员科

技创新能力的培养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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