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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科技原创的基本路径
———科技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原创之路

朱亚宗
（国防科技大学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进入高层次突破的关键时期，也即大力培育发展科技原创的时
期。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科技的高水平自立自强，而且对伟大复兴事业与中华民族的世界性文化

贡献，都有深远的历史性影响。从科技文化视角，对中国现当代成功的科技原创事例与人才进

行了初步分析，指出中国式科技原创最根本的特征，即国家主导的集体及个人积极性的有效调

动与创造性的高度发挥。归纳出三条中国式科技原创的基本路径：一是国家任务引领，个人独

辟蹊径；二是大师开辟方向，政府协调攻关；三是立足有闲岗位，跨界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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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人类科技创新史，是人类科技文化史中
最激动人心的华章之一，而其主流的轨迹大致经

历了经验技术原创性发明及扩散，科学理论原创

性发现及应用，理论、技术、工程、产业协同原

创及扩散等历史阶段。中国古代曾经在医、农、

天、算等经验性技术原创以及代数理论原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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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长期灿烂辉煌，领先于世界。与此同时，也

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式科技文化。只是在西方

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后，中国科学技术开始从总体

上落后于西方。经过近一百余年的学习、追赶，

中国科技已有长足进步，总体上开始迫近世界先

进水平。但是在科技原创领域，无论是重大的成

果原创，还是杰出的原创人才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这一历史转折时代，从科技文

化的视角和高度，回顾并总结中国现代科技原创

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科技突破最后一道难关，对

中国的伟大复兴事业，对中华民族的世界性文化

贡献，都有难以估量的历史性影响。本文从这一

基旨出发，不揣冒昧，对中国式科技原创的基本

经验作初步的科技文化分析，诚望识者批判教正。

中国式科技原创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最根本

的文化特征，是国家主导下的集体及个体积极性

的有效调动与创造性的高度发挥。这一根本的文

化特征，深刻地渗透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中，

并在以下中国式科技原创路径中有举足轻重的

影响。

一、国家任务引领，个人独辟蹊径

对国计民生重大需求的感知与敏锐，组织综

合考察勘察的能力，常常不是沉浸于专业研究的

专家学者所长，且不得不让位于政府有关方面的

管理者，而动用巨额资金、决策重大工程更非专

业科技人才所能。但是专家学者一旦被遴选入相

关国家工程项目，却也可能迸发出惊人的创新才

华，而成为完成国家重大任务的功臣，甚至进而

攀登世界科技的新高峰。计算数学的杰出学者冯

康院士，即是立足国家重大任务进而作出重大科

学原创的世界级科学大师。

１９５４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在 《黄河技术报告》

中，规划在黄河中游建立集发电、灌溉和防洪于

一体的大型水电枢纽———刘家峡水电站。１９５５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治理和

开发黄河的综合规划决议，将刘家峡水电站工程

的勘测、设计等工作提上日程。１９５８年初，水电
部成立刘家峡水利发电工程局，刘家峡水电工程

被列入１５６个国家重点项目，并于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７
日正式开工。由于刘家峡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超

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其水坝是中国第一个

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超百米高程的大型混凝

土坝，因此在设计、建造中遇到了一系列科学与

技术方面的难题。

１９６３年２月，刘家峡大坝设计组的工程师来
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请求帮助解决刘

家峡大坝的应力分析问题，所长冯康听取了访求

者的问题和要求，将任务交给了刚从大学毕业一

年的崔俊芝，计算所三室二组的人员也参与进来。

在当时国内 １０３、１０４计算机计算能力的限制下，
运用已有计算方法，结果均不理想。“正当大家对

刘家峡水坝计算问题一筹莫展的时候，冯康在计

算所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重点讲述了一篇文章，

为年轻学者指出了崭新的研究方向。冯康提到的

是普拉格和辛格１９４７年发表在美国 《应用数学季

刊》的一篇文章，对计算水坝很有启发……更重

要的是冯康推荐的一本书……是福赛斯与沃索的

《偏微分方程的有限差分方法》。”［１］１４３－１４４在刘家峡

国家水电工程需求引领下，冯康领导的计算所三

室终于在１９６４年五一节前，找到了当时最好的基
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算法，刘家峡水坝工程设

计组对计算结果非常满意。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刘家峡
水电站大坝成功截流，计算所三室受到了中央

表彰。

难能可贵的是，冯康的计算研究工作并没有

止步于水坝工程设计需求，而是深入探求如何从

特殊计算上升为普遍算法。“冯康在指导与总结刘

家峡水坝计算的过程中，如诗人灵感到来，看见

了一整套求解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计算方法，

一个用 ‘变分原理进行差分计算’的方法。”［１］１４７

１９６５年５月，冯康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学
术会议上，作了题为 《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

的精彩报告，相应的论文发表于 《应用数学与技

术数学》期刊。

冯康用中文发表于国内期刊的这篇原创性算

法论文，长期以来不为世界计算学界知晓，改革

开放后传到西方，相关学术权威陆续给予高度评

价。１９８９年春，著名力学家、美国工程院院士奥
登在有限元算法的历史性评论中指出：“冯康１９６５
年用中文写作的文章，西方十多年以后才予以了

解，被很多人认为是有限元方法收敛性的第一个

证明。”［１］１５２－１５３１９９３年冯康去世后，世界级数学大
师、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研究所所长拉克斯院

士在纪念冯康的文章中写道：“独立于西方国家在

应用数学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有限元方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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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的实现及理论基础的创立两方面都作出了

重要贡献。”［１］１５４今天关于深刻影响科学研究与工程

技术的现代有限元算法，数学界已公认由美国弗

里德里希、苏联奥加涅相和中国冯康三位数学家

各自独立地创立，三人的开创性研究共同奠定了

有限元算法。２００６年，牛津大学特列菲森院士指
出，人类计算数学史上共有２９项重大成果，有限
元法位列其中，而中国自古至今的各类算法发明

人仅有刘徽、冯康二人。

冯康的有限元法创新，是从工程实践问题提

升为科学理论的精彩案例，同时也是国家任务引

导下的重大科学突破的成功案例。这种提升、突

破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拥有深厚科技素养的杰出

科学家积极参与其中。冯康具有经典物理、工程

技术、基础数学与计算机等四个方面的综合性知

识结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学

界鲜有其匹。参与刘家峡水电大坝应力计算研究

的科学家不止冯康一人，意欲将有效的应用性算

法提升到科学理论水平的科学家也不止冯康一人，

最终唯有冯康出手不凡登上科学峰巅。冯康先生

的一位同事黄鸿慈以赞赏的口气不得不承认：“冯

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在１９６５年提出有限元方法并
在最一般的条件下证明了方法的收敛性，我同样

有一篇文章也证明了收敛性而且给出了误差估计，

但我的数学工具比较差……冯先生精通广义函数，

他是在极其广泛的条件下给出了收敛性证明，这

在世界上是最早的。”［１］１５２

中国当代另一位在国家任务引导下作出重大

科学突破的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同样也具有与

众不同、独树一帜的综合性知识结构。屠呦呦毕

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有扎实的西药学理

论基础，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参

加工作四年后又离职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两年半，

经过这次脱产培训，“屠呦呦真正开始熟练掌握拥

有能阅读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语言的能力，并能

够了解各自的历史和理念差异，进而将传统医学

经验性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最高水平联系在一

起”［２］。屠呦呦在中药与西医两方面的精深造诣，

促成了中西药知识与方法的辩证结合，奠定了屠

呦呦开辟世界治疟药物新方向的学术基础。

被誉为 “中国枪王”的轻武器设计大师朵英

贤院士，也是在投身于国防科技重大工程的课题

中，凭借深厚的力学理论素养，主持设计了中国

９５式５８毫米自动步枪，以重量最轻、长度最小、
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等四个方面的优势，胜过了

苏联和美国的两款世界名枪 ＡＫ４７和 Ｍ１６［３］２４２。苏
联枪王卡拉什尼科夫和美国枪王斯通纳，虽然实

践经验非常丰富，但二人学历皆不高，分别是初

中与高中文化程度。而朵英贤就读于北京工业学

院自动武器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曾自编讲义

并讲授 “光测弹性力学原理与应力测试技术”“自

动炮概论”“自动武器概论”“自动武器架座设计”

等课程，后来又曾专门从事轻武器设计多年，也有

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自身的优势，朵英贤有独

到的见解：“我们是以理论为主，经验为辅。”［３］２４１确

实，对于任务性导向的应用性工程课题而言，并

不缺乏实践经验丰富的研发人才，所缺的是既有

丰富实践经验又有高超理论水平的大师级杰出人

才，冯康、屠呦呦、朵英贤即是这类能够超越经

验水平而独辟蹊径的科学大师。

二、大师开辟方向，政府协调攻关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 “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

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

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

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方法。”［４］在科学

技术领域，确实也有青年时代出道即巅峰的爱因

斯坦式的天才科学家，但是绝大多数科技权威，

都从默默无闻的科技群众起步，经过长期的探索，

方才登上科学的高峰。袁隆平是从平凡的科技群

众起步，独自开辟重大科技新方向，引领国内外

大批科技工作者，并影响政府决策，是为解决中

国与世界粮食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科学家。

１９６１年７月的一天，３２岁的湖南省安江农校
教师袁隆平，在农校水稻实验田选种时， “突然，

在一丘早稻田块里，发现一株形态特优的稻株

‘鹤立鸡群’，长得特别好。穗子大，籽粒饱满，

十多个有８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像瀑布一样。我
挑了一穗，数一数籽粒，竟有 ２３０粒！”［５］４４然而，
这株特优水稻的种子在第二年的生长状况令袁隆

平大失所望。“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

的矮，参差不齐，没得一株有它 ‘老子’那个模

样。”［５］４５通过深入思考这一出人意料的现象，袁隆

平联想到遗传学上的 “分离现象”，由此产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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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了不起的灵感。“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乃是一

株天然的杂交稻！”［５］４５这是一个冲破 “水稻是自花

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的经典水稻育种理论

的创新思想。虽然这一新思想已为美国琼斯及日

本、印度、马来西亚等国个别水稻育种专家所认

识，但身处穷乡僻壤的安江农校的袁隆平，通过

自己的实践和思考，竟独立地作出了这一重大发

现，并上升到遗传育种学的理论高度，仍是令人

惊赞的事情。这标志着袁隆平不仅开辟了国内水

稻育种的新方向，而且已跻身世界水稻育种的一

流水平。接下来，便是更为持久和复杂的水稻杂

交优势开发应用的竞争。起步较迟、孤身一人的

袁隆平面对的是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等机构雄

厚的科研资金与专家队伍，但袁隆平乐于肩负，不

觉其重，在探索的道路上越跑越快，最终后来居上。

袁隆平的水稻杂交育种研究受到玉米、高粱

杂交成功的启示，第一步先要找到雄性不育株，

再给它授以特定的正常花粉，就可能产生杂交优

势。１９６４年７月 ５日，经过十四天的艰苦搜寻，
终于找到了出现概率仅为数万分之一的一株水稻

雄性不育株。１９６４、１９６５两年，袁隆平筛选了几
十万个稻穗，共找到６株雄性不育植枝。通过进一
步研究，袁隆平撰写了论文 《水稻的雄性不孕

性》，发表于权威期刊 《科学通报》１９６６年第 ４
期。这一论文的发表，不仅将袁隆平开辟水稻育

种新方向的业绩公之于世，而且极大地改变了袁

隆平的人身处境与科研条件。

国家科委领导及有关部门、湖南省各级领导、

中国科学院及农业院所，陆续大力支持袁隆平的

科研工作，并组织各方力量协作攻关。在聂荣臻

主任支持下，赵石英局长于１９６６年５月向湖南省
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函，责成其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使得袁隆平在国家动荡的岁月仍能继续开展刚刚

起步的杂交水稻研究工作。１９７０年６月，湖南省
召开了交流农业科技经验的常德会议，根据大会

的决定，省农林局将 “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列为

重大研究课题，此后又组织成立了有安江农校、

湖南省农科院、湖南省贺家山原种场、湖南农学

院与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等五个单位参加的 “湖

南省水稻不育研究协作组”，杂交水稻的省内协作

研究与袁隆平的个人探索开始互补交融。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岛发现了野
生稻的雄性不育株——— “野败”，给边缘优质杂交

带来巨大希望，后来的研究果然证实了 “野败”

的优异品质。作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创始人与

灵魂的袁隆平，功力深厚，勇于实践，勤于思考，

学术新思想层出不穷，不怕别人超越自己，也不

会保守新的材料与想法。他及时公布了 “野败”

这一最新成果，“以便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进来”［５］８６。

１９７１年春，在中国科学院组织下，“先后有广东、
广西、江西、湖北、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的 ３０
多位同志到海南岛南红农场湖南基地来跟班学习，

逐步发展为大协作的态势”［５］８４。“１９７２年３月，水
稻雄性不育研究被列为全国农村重大科研会战项

目，这时已有１９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展相应
研究工作……此后，全国各地的有关农业科研单

位利用我们 （指袁隆平团队———引者）提供的

‘野败’细胞质不育材料，大大加速了利用 ‘野

败’与栽培稻杂交转育的进度。这一举措也成为

正式启动全国杂交水稻大协作的标志。”［５］８８此后，

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无论是攻克三系配套关、

优势组合关、制种关，还是从三系法育种简化为

两系法育种，以致一直到超级杂交稻研究，始终

沿着袁隆平引领技术方向、全国大协作攻关的模

式，克服一重又一重难关，使中国的杂交水稻研

究后来居上，登上世界杂交水稻研究的顶峰，袁

隆平则在数十年间始终是引领世界杂交水稻研究

的旗手。

中国当代另一个精彩案例是，新中国第一个

特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１９５３年，谢家荣
院士发表 《探矿的基本事实与我国地下资源的发

现》一文，提出松辽大平原下面可能有石油储存

的见解。１９５４年，李四光院士在 《从大地构造观

点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中指出，

松辽平原的 “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李四光

“在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引下，不仅为我国在东部找

石油指出了方向，而且其战略指导思想到战术性

的论点……都得到了证实”［６］。１９５４年，黄汲清院
士等人编写了 《中国含油远景分布图》，也把松辽

平原列为可能含油区。正是在上述地质学大师的

研究基础上，１９５８年党中央作出了石油勘探东移
的决策。１９５９年 ４月 １１日，松辽石油勘探局
３２１１８钻井队开钻，并于９月２６日实现原油高产。
１９６０年５月１日，石油部在萨尔图召开万人石油
会战大会。随后，大庆油田迅速建成。１９６３年１２
月３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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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

中国由政府协调攻关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其

中最重要的是，有袁隆平式的学风、水平、情怀

具臻一流的学术带头人，有远见卓识并按科学规

律组织协调攻关的强有力的各级行政领导。但是，

并非每项重大科技工程项目都有这样的条件。著

名的中国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科研课题，虽然最

终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中间的曲折历程是应

该引以为戒的。１９５８年８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
所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等生化专家

认准了一个世界级的科研难题，即合成一个蛋白

质。所内组成了五个攻关小组，这一项目后来又

吸引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等单位参加。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竞争压

力下，中国科学院领导督促上海分院加大研究力

度，形成了上海分院生化所、有机所、药物所、

试验生物所、生理所等五个研究所的 “大兵团作

战”格局，共计 ３４４人参加合成工作，后来又增
加了北京化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和１７名中专实
习生［７］７１－７２。但是，由于缺乏袁隆平式的权威技术

路线下的科学的分工协作，参与研究的各个团队

水平不一，技术路径不同，甚至出现方法不规范

等科学问题，致使攻关效果很不理想。生化所所

长王应睐向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反映了攻关中的

一系列问题，“科学院党组认真考虑后接受了王应

睐先生的建议，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就此告一段

落”［７］７４。最终，生化所只留下两组精兵强将继续

攻关。一组是钮经义领导的 Ｂ链组，另一组是邹
承鲁领导的拆合组。这支精简的高水平科研团队，

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７日首先攀登
上世界生物化学的一座高峰———人工合成结晶牛

胰岛素。

三、立足有闲岗位，跨界创造奇迹

人类科技史上，经常有大爆冷门出奇制胜的

重大创新。原因是一些有大志、有训练、有毅力

的杰出人才虽处于专业不对口的岗位，依然坚持

攀登科技高峰，并取得了成功。这类创新与学术

主流中的创新，往往在思路、方法上迥然不同，

常常产生颠覆性的科技影响。１９０５年，２６岁的苏
黎世工业大学物理系毕业生爱因斯坦，任职于瑞

士伯尔尼专利局，远离物理研究中心，既无创新

平台，又无名师指导，却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

于物理学的相对论、光量子论、分子原子运动论

等领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创新。科学史界因

此称１９０５年为爱因斯坦奇迹年，一百多年来，成
为物理学、科学史、人才学等领域经久不衰的常

新话题。究其原因是爱因斯坦不仅成功创造了一

连串近于神化的科学故事，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

基础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诚如２０１３年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Ｍ维莱特所言：“什么是基础科学？
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一

个科学发现……很难按计划走，很难预测。”［８］基

础科学研究的这一特征，也是人类一切文化领域

基础创新的共同特征。以独树一帜的中国书法创

新而言，书法史上最重大的创新，无一不是业余

书法家的业余创新，如王羲之、王献之、张旭、

怀素、李邕、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苏轼、

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大师的作品。

在科学、技术、工程、产业逐渐融汇一体化

的今天，基础研究的内涵正在不断拓展，已远远

超越纯粹基础科学研究的界限。最近，丁汉院士

又提出 “制造科学”与 “制造业基础研究”的概

念［９］。拓展后的基础研究，具体成果的不可预测

性依然是其基本特征之一。中国的基础研究创新，

也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特征。虽然现当代的中国式

基础研究有不少原创性重大成果，源于职业的发

现与发明，并有长期规划的引导，但不管是创新

平台之外的散兵游勇，还是创新平台之内的职业

科学家，出乎意料、不可预测仍是基础研究的基

本特征之一。有鉴于此，科技部门及管理者绝不

应忽视这类小众的真正的科学家的业余探索，若

能慧眼发现，理应给予更好的条件与更多的支持，

重大的突破或许酝酿于斯。袁隆平的水稻杂交技

术原创性发明研究总体上是顺利的，在仅仅发表

了一篇初步的论文后，就受到国家科委的关注和

支持，后又得到湖南省主要领导的有力支持。然

而，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原创性发明研究，

却迟迟未得有关管理部门应有的关注和支持，直

至取得明显的重大进展后，方才受到重视。

王选于１９５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
学专业，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工作。当时

北京大学决定研制一台每秒一万次定点运算的中

型电子计算机——— “红旗机”，刚留校的王选被抽

调参与研制，全国许多高校也派员加入，人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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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七八十人。王选是其中极少数既懂计算机又懂

电路的人，成为 “逻辑设计的主力，同时，他还

承担了部分电路设计和工程设计工作……１９５９年
春天，王选住进了实验室，早、中、晚三段工作，

晚上就睡在办公桌上”［１０］５６。１９６１年春天，计算机
研制工作告一段落，因磁心存储器等关键部件不

过关，最终没有投入生产和使用。而王选因为过

度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加上营养不良，１９６１年夏
天，王选开始生病，“低烧不退，胸闷憋气，呼吸

困难……肺部有很重的阴影，血压升高，白血球

一度下降到３，０００以下……一年过去了，吃了各种
各样的药，跑了多少趟医院，王选的病没有一点

起色，反而日益加重，到后来，连饭都要依靠同

宿舍的董士海每天三顿从食堂打回来……１９６２年
夏，王选向学校请了长期病假”［１０］６２。王选回上海

家中治病和养病，并得到母亲的精心调理。１９６３
年春天，王选身体开始好转，但仍然不能一口气

打完一套太极拳。王选在家边休养边自学了三年

后，于１９６５年夏回到北京大学校园。２８岁的王选
只是无线电系一位每月拿４０多元病休工资的小助
教，身体又处于重病后的恢复阶段。但此时的王

选已令人刮目相看。“红旗机”的研制，使王选在

计算机硬件方面不仅拥有了理论知识修养，而且

具备了实践操作经验，由此培养了线路设计、工

程设计中硬件领域的创新能力。“红旗机”研制结

束后，在大量阅读国内外计算机文献的过程中，

王选受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发明者阿塔纳索

夫、“存储程序”概念提出者冯·诺伊曼、微程序

创始人维克斯等计算机先驱的启发， “总结出一

点，２０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计算机硬件方面的很多
高招都来自程序和应用 （后来叫软件）的需要，

硬件和软件的结合给计算机体系结构带来一系列

的突破，可见，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

要的，只掌握硬件设计，不懂得程序和应用，照

样产生不出创新的想法。看来，这就是创造的源

泉。就在 １９６１年，王选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
从事软、硬件结合的研究……他把这称作 ‘一生

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从那以后，王选找到

了产生创新思想的汩汩源泉”［１０］６１。在上海家里养

病的三年间，王选在未来的妻子、北京大学计算

机软件专家陈軪的帮助下，深入学习了计算机

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资料，在软件方面得到进一

步提升。而从１９６３年起就开始坚持收听电台英语

广播的王选，其英语口语能力与英语阅读速度也

得到了大幅提高。这样，王选拥有了计算机软、

硬件能力，还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加上早年习得

的深厚数学功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选已具有

全面而独特的计算机应用创新素质，不仅在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计算机学界走在前列，而且

在世界计算机学界也鲜有其匹，如果再加上关于

计算机及其应用创新规律的真知灼见，王选可说

是信息科技领域一匹即将异军突起的潜在黑马。

此时王选却仍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的助教岗

位上，岗位与王选的专业显然极不匹配。突破工

作岗位的限制和学科专业的界限，只待机遇的降

临。自然，天降大任于斯人时，还须经历许多精

神与身体上的磨难。但在与陈軪结婚后，王选

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安慰，而且在计算机专

业领域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１９７５年初，陈軪参加了北京大学关于计算
机应用的调查组，在印刷厂听说了 “７４８”工程。
据王选后来回忆，“陈軪告诉我，‘７４８’工程有
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系统，汉字情报检索和汉

字精密照排。我分析了一下……汉字精密照排……

虽然难度巨大，但它的价值和前景同样不可估量，

因为在当时，中国最多的厂，恐怕就是印刷厂

了”［１０］８９－９０。王选毅然选择了汉字精密照排这一研

究方向，对王选来说，这既是跨专业，又是跨行

业的充满挑战的一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查阅文献

和分析疏理，王选看清了近半个世纪世界印刷技

术所经历的四代发展状况。 “第一代是手动照排

机，１９４６年美国 Ｉｎｔｅｒｔｙｐｅ公司研制成功———是一
种西文的照相排字机……第二代是光学机械式照

排机，是１９５１年美国研制的……二代机曾是欧美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电脑排版的主力，日本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初期仍很流行……第三代是阴极射线管照排

机，１９６５年由德国的 ＲｕｄｏｌｆＨｅｌｌ公司研制，１９６８
年成为商品……１９７５年的时候，三代机在欧美广
泛使用，十分流行。第四代是激光照排机。字模

以点阵形式存贮在计算机中，输出时用激光束在

底片上直接扫描打点成字。英国蒙纳 （Ｍｏｎｏｔｙｐｅ）
公司到１９７６年才研制成功，１９７５年还处于研制阶
段，能查到的资料非常少，而且都反映困难重

重。”［１０］９２王选同时也摸清了国内共有五家单位从事

汉字照排系统的研究，包括清华大学、上海印刷

技术研究所等实力雄厚的机构。在技术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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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家选择了光学机械式的二代机，有三家选择

了阴极射线管输出的三代机。

基于对四代印刷技术的深入分析和扬长避短

的研究策略，王选于 “１９７６年提出了用轮廓加参
数的方法描述高分辨率汉字字形，提出了跨过光

机式第二代照排机、阴极射线管第三代照排机，

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提出了用逐段高

速形成版面点阵并缓冲的方法驱动逐线扫描的高

精度激光输出设备。当时相信的人很少，认为我

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根本无法实现。１９８０年
当原理性样机 （华光Ⅰ型）排出样书后，人们相
信上述方案是可以实现的，但多数人认为即使能

够实现，也无法与国外产品竞争。直到１９８９年外
国公司纷纷败下阵来，局面才戏剧性地根本扭

转”［１１］１３３。上述运用 “轮廓加参数”压缩信息量庞

大的汉字字形信息的方法，只有具备深厚数学功

底的数学家才能想到这一奇招。

１９８５年，华光Ⅱ型系统通过国家鉴定，被列
为１９８５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１９８６年，华光Ⅲ型
系统获第１４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１９８７
年，《经济日报》率先购进华光Ⅲ型照排系统，所
属印刷厂卖掉铅字，成为中国第一个废除铅排作

业的印刷厂。《经济日报》印出了世界上第一张采

用计算机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采用专门

超大规模集成芯片的华光Ⅳ型系统研制成功后，
在全国印刷系统迅速推广应用，被誉为继毕癉活

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王选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２年，王选遴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５年，中文电子出版系统再次
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２００２年，王选荣获第二届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王选首创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艰辛曲折历程，

是人类科技原创史上的精彩案例，也是中国式科

技原创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王选是具有科

技哲学与科技史眼光的杰出科学家，在总结自己

的成功经验时强调了如下几点： “好的数学基础，

强的动手能力和第一线实践经验，再加上洞察力

和创造性等因素，就有可能取得出色的成

就。”［１１］１３３事实上，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首创过程，

能为后人总结科技原创经验提供更多丰富的信息，

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科技管理人员都可从中

得到更多的教益。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在照排系统方案

论证会上，尽管王选代表北京大学提出了领先世

界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及汉字点阵还原技术，

并有北大技术人员用计算机作出演示，“但那些守

旧头脑仍认为北大的方案只是一种离奇的幻想。

王选的方案竟然遭到淘汰”［１２］。而 “７４８”工程项
目及经费则花落北京出版局与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人深省的是，王选这个在北京大学长期病

休的边缘化的小助教，出人意料地创造了科技奇

迹。对此，王选自己的理解耐人寻味：“我的编制

在无线电系，但我是 ‘吃劳保’的病号，没人管

我，也没有什么杂事，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来完善

总体方案。”［１０］９７王选可算是立足有闲岗位，充分利

用时间与所提供的条件，奋力训练提升自己，并

抓住机遇，创造科技奇迹的奇人。科技原创舞台

上，实在有太多出人意料的奇人奇迹。

２０１３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Ｍ莱维特曾来中
国访问，提出了基础研究创新常是 “意料之外的

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见解，并提出了小团

队的建议，“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应该２个人组
队或３个人组队，最多不超过５个人组队，做你们
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１３］。这说明了

王选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至少在一类

原始创新领域 （如基础理论研究与技术原创）有

普适性。

中国当代由个人或小团队作出的重要科技创

新，虽不多见，也非罕见。在印刷技术领域，北

京大学一位长期处于边缘化的数学老师王选曾独

辟蹊径，超越国际印刷技术走过的照相排版—光

机照排—阴极射线照排—激光照排的发展路线，

设计并实现了汉字印刷技术从照相排版直接跳跃

到第４代激光照排的技术路径，不仅胜过了国内多
家实力雄厚、团队庞大的研发机构，而且击败了

不少国际竞争对手。在数学研究领域，华东师范

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包头当中学老师的陆家

羲开创并奠基了中国的组合数学研究，填补了中

国现代数学的一个空白。数学家与教育家张景中

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班出身，曾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一团管后勤。“这是个较为轻松

的工作。张景中便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数学问题。

他记得华罗庚在 《积分的近似计算》一书中讲过

巴芒 （苏联数学家）计算台形体积的公式。这公

式不便计算，并且对简单形体不能给出精确值。

经过一番琢磨，张景中提出了另一个消除这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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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公式，并将结果整理成论文，投给了 《数学

的实践与认识》杂志。”［１４］王选、陆家羲、张景中

三人皆在远离创新平台的岗位上，单枪匹马地跨

界作出了重要科技创新。

最近，习近平主席在 《求是》杂志的 《加强

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文中指出，

“要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并提出了

“切实推进科教融汇，……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

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１５］。这是提

升中国科技原创力的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思想。近

来，有人提出了 “为什么中国不能首先诞生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大模型”的质疑［１６］。到北京参加 “首

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德国汉堡大学信息学科系教授张建伟，即从科教

融汇的视角表达了意见。“我们的人才选拔，以高

考分数为最重要的指标，偏功利化。到了大学可

以转换方式，让兴趣型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多、功

利型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少，鼓励他们探索并允许

失败，让他们可以长时间摸索。科研方面，要减

少硬性的 ＫＰＩ式的考核，允许科学家坐 ‘冷板

凳’、十年磨一剑，允许失败，才有可能取得

ＣｈａｔＧＰＴ这样的重大突破。”［１７］这一见解不失为促
进科教融汇，提升中国基础研究原创动力的一家

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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