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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专辑

科技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创新是文明

进步的不竭动力。进入新世纪，中国正以恢弘

气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这必将带来极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

革。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开启了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技强国宏伟目标的

新征程。中华民族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民

族，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技成就，今天，

我们更有条件、更有信心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为

人类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

大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

整体科学素质，决定着我国长远的自主创新

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决定着国家现代化建

设的全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

把培养造就肩负国家科技发展和民族复兴

责任的后备科技人才，作为一项重大历史使

命，高度重视青少年科学教育与普及，凝聚、

吸引广大青少年立志投身建设创新型国家

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事业。

高等学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任务。发挥

高校的科技、教育、文化优势，积极、主动、义

务地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科学教

育普及，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是高校

履行社会服务职能、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

径，是弘扬现代大学精神、引领社会风尚的

重要形式，也是学习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精神、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体现。

今天，“2012 年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

营”全面启动。我们 41 所承办试点活动的

高校郑重承诺，并希望全国更多的高校和我

们共同行动：

践行科普责任
引导高校师生把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

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把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作

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重要方面，主动支

持、积极参与、自觉投身科学教育、普及工

作，努力成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方法

的实践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科学思想的

倡导者。

弘扬科学精神
大 力 倡 导 探 求 真 理 、严 谨 求 实 的 科

学 精 神 ，以 科 学 大 师 的 典 型 事 迹 和 卓

越 成 就 ，帮 助 广 大 青 少 年 树 立 科 学 理

念 、探 求 科 学 新 知 、激 励 创 新 意 识 ，养

成 以 科 学 思 想 观 察 问 题 、以 科 学 态 度

看 待 问 题 、以 科 学 方 法 处 理 问 题 的 价

值 理 念 和 行 为 规 范 。

放飞科学梦想
认真承办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

定期设立校园开放日，向社会无偿开放图书

馆、实验室、研究中心和创新基地，面向青少

年开展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公益性科学教

育、普及活动，引导青少年接触科技前沿、聆

听大师教诲、感受科学魅力，树立献身科学、

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

传播科技新知
鼓励高校师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专

长，促进科研与科普有机结合，积极主动向

社会介绍科研最新发现、展示科技创新成

果，深入中小学校、社区、农村、机关、企事业

单位举办前沿科技讲座，推广科学理论方

法，展望科技发展前景，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参与科学、支持科学。

创新科普形式
建立健全高校科普工作的体制机制，制

定实施鼓励高校师生参与科普工作的政策

措施，推动科学教育、普及工作制度化常态

化。充分利用互联网、远程教育等现代传播

手段，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免费提供适合的

科技课程、学术讲座等优质教育资源，不断

探索开展科学教育、普及的新途径新形式新

方法。

我们相信，人民、实践和历史将见证高

校的承诺和行动。我们倡议，全社会共同

努力，让科学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间，让

科学的光辉闪耀在每个人身边，让科学的

力量指引中华民族走向更加光明、美好的

未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
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
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山东
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南大学、中南大
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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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起崇高的社会责任
——41所高校联合倡议书

1922 年我出生在安徽合肥,在那里度过

了六年时光。

我一生最早的一张照片拍摄于 1923年,

那时，我还不到 1岁，父亲当时是中学数学

教员，他考取了安徽省留美学员，照片拍

摄后不久，父亲便去美国念博士学位。照

片上父亲穿的还是 18、19 世纪标准的长袍

马褂。当时的合肥是一个停留在 19 世纪的

小城，没有马路 （图②）。

1928 年，父亲在美获得博士学位后回

国，带妈妈和我一块到厦门。他在厦门大

学数学系做教授。在厦门大学的那一年我

们也照了一张照片，父亲已改穿了西装。

在厦门我第一次接触了 20 世纪，罐头、电

灯，新式的教材等等，这些都是在合肥时

我没有接触过的。那时合肥的情景，今天

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比如说在合肥从没有

喝过牛奶，也没有吃过牛肉。我记得第一

次在厦门喝牛奶时，觉得有很不能接受的

味道。我人生的头六年完全处于 19 世纪的

生活状态。

我们在厦门大学住的是教授住宅，很

漂亮的一座座海边小楼。我常常在河滩上

捡贝壳，我非常喜欢看大船从窗外的海边

驶向厦门港去。沈从文有一篇文章说“是

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这也很准确的

描述了海对我的影响。

1929 年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

做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我们一家三口搬

到清华园。

当时居住的地方叫西院，我记得当时

的房子是 11 号。跟现在的清华相比，那时

清华很小，教职员数目也少，整个清华教

职员的孩子们念小学的不过五、六十人，

我们在附近的成志学校念小学。

那时没有清华附中，小学毕业都要到

城里念中学，城里跟清华距离非常远，校

车每天有几趟穿过农田进城，所以同学们

到城里念书都住校，我也这样进了崇德中

学 （现北京市第 31中学）。

19 世纪末，国外教会在北京、河北、

天津设立了很多中学，我 20 世纪 30 年代念

中学时，当时北平有 1/3中学是各个不同教

会所办，崇德中学是英国圣公会办的。

我们的老师里有不少是英国人，整个

学校也是照英国男校中学办的。因为我年

纪比同班同学小一、两岁，个儿又小，很

多人欺负我。头一两回他们欺负我，我就

找老师，说某某人欺负我。我很惊讶，老

师 说 如 果 你 们 打 架 ， 那 我 们 就 建 一 个 擂

台，你们可以在上面正式比赛。当时，这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我才知

道这是英国男校中学的传统办法，他们的

哲学是：一个小孩要长大，必须在社会上

自己发现自己的地位，所以越早让他尝试

怎样寻找自己的地位是最好的。头半年我

很 不 高 兴 ， 不 过 后 来 因 为 我 念 书 成 绩 很

好，到了第一学期末，尤其第二学期我就

得到了同学的尊敬，不再有人欺负我了。

这个现象值得大学、中学的校长注意，不

同的教育方法有它的缺点也有它的优点。

在崇德中学我很幸运。父亲教了我一

招，每天多次朗诵一段英文，朗诵十分钟

左右。我按父亲所说的办法学习，果然非

常有用。不到两个月我英文的发音就比较

自然了，之后了解到英文的韵味，文法就

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反过来你先念

文法再念句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巧

妙的办法不仅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几个弟

弟妹妹按照同样的办法学习，他们的英文

成绩也都很好。

另外有一件事情，我现在知道父亲做

了很正确的决定。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发

现 我 数 学 的 本 领 很 好 ， 可 是 他 的 想 法 是

“这个孩子数学本领很好用不着着急，可是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道的恐怕不够多”，

所以特别需要补充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初

中的两个暑假，父亲找了清华大学历史系

高材生丁则良，丁先生在文史方面有很高

造 就 ， 父 亲 请 他 每 天 早 晨 给 我 补 习 《孟

子》。两个暑假我把 《孟子》 从头到尾背熟

了。因为丁先生历史知识非常丰富，他给

我讲到中国历史上种种事件，使我对中国

古时候的历史发生了很大兴趣。今天回想

起来，我觉得父亲当时所做的事情是非常

正确的。

反观现在，不仅在中国，我们不停地

在报纸上看见某某人的孩子 12 岁就进大学

了。十几年前我在新加坡碰到了一位马来

西亚华裔父亲带着一个 12 岁的孩子，他说

孩子非常聪明，马上就可以考大学了。我

考了考这个孩子，果然觉得他很聪明。可

是我给了他们一些建议，我告诉他我父亲

让我学 《孟子》 的故事，我说“你这个孩

子已经学得很快，你何必要着急呢。而你

要特别训练他，现在就把他送到大学去，

对他的身心发展是不利的”，我劝他不要把

孩子送到大学去。他没有听我的话，把小

孩送到了当时的马来西亚大学。最近我到

新加坡打听了一下，当时很有名的孩子，

现在已经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崇德念了四年，从初一到高一，

崇德有一个很小的图书馆，我常常进去浏

览，我劝今天的年轻人也常常做这件事。

中国教育体制下，整个教育哲学是希望孩

子们“专”，“专”有它的好处，可也有它

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使每个小孩不敢把

知识面扩充开。那时候崇德中学的图书馆

只有一间小屋子，可是这间小屋子对我有

很好的作用。这里有一个月刊杂志叫 《中

学生》，我从 《中学生》 里学到了很多。我

在初一时看杂志上的一个数字游戏就了解

了非常重要的数学概念“排列”、“组合”。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看到另一本书

叫 《亚洲腹地旅行记》（图⑧），作者是瑞

典人，他 20 世纪初到了中国新疆，在塔克

拉玛干大沙漠，他差点丧失了生命，看了

他的书，我也特别想哪一天穿越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

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还看到了一个英

国天文物理学家写的书 《神秘的宇宙》（图

⑨） 的译文。

这本书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书中描

述的是 20世纪头 30年物理学的大革命,即狭

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作者

用通俗的语言把这些革命的精神介绍了一

下，我看后感觉震撼而激动，觉得这是值

得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在崇德中学的四年跟我最熟的朋友是邓

稼先，他比我小两年。1949 年在美国读书

时，我们还一起租房子居住。邓稼先1950年

回国了，中国在制造原子弹时他是其中重要

的一员。1986年他不幸去世，张爱萍将军为

他写下“两弹元勋邓稼先”（图），之后中

国又有了氢弹及一系列国防武器，邓稼先是

完全能够担当这个名字的。

前几年我去了青海湖，离青海湖 20 公

里左右的地方有个原子城 （图），20世纪

60 年代那里是荒漠。就是在这荒漠里邓稼

先他们做了很多实验和理论计算，设计出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我参观了爆炸试验

的铁墙后的堡垒，堡垒中有 7、8 间工作

室，里面展示了当时的仪表和发电机，都

显 得 很 原 始 粗 糙 ， 也 展 示 了 稼 先 等 的 照

片，是那么年轻。他们就是在堡垒中，在

阴暗的灯光下用计算器年复一年的计算爆

炸的细节，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我建议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也去那里瞻

仰，看一下那个地方会使年轻人对整个中

华民族的历史多一些了解，对今天所处的

时代也多一些了解。

1937 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离开北平，

回到合肥，1938年到了昆明刚刚成立的西南

联大。刚去时没有房子，在城西北郊外盖一

些茅草房 （图），一个茅草房里放 20个双

层床，可以住40个同学。就在这样非常简陋

的宿舍里我过了 6 年的生活。当时非常简

单，饭堂没有板凳和椅子，大家都站着吃，

饭是粗米，里面常有糠皮，小石子。

在西南联大研究院的两年，我最熟的

两个朋友是黄昆和张守廉，我们三人在物

理系是同班研究生，后来都出国得了博士

学位。黄昆 1951 年回国。1950 年代半导体

是一个新兴的物理学研究方向，黄昆在 20

世纪 50 年代把半导体物理学引进中国。他

在 2000 年得到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江泽民主席亲自给他颁奖。

我们三个人当时在西南联大有一阵子

是 同 屋 ， 非 常 熟 ， 而 且 我 们 都 是 在 物 理

学、量子学方面研究，我们经常辩论，这

些辩论对我们以后对学术的了解有决定性

的影响。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上这样描述我

们的生活，“学校里没有饮用水，所以同学

们常常晚饭后去校外的一个茶馆喝茶，两

个 铜 板 ， 大 家 坐 上 两 、 三 个 小 时 高 谈 阔

论。喝茶的时候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非常

享受了，可是我们没有更多的苦楚，我们

不觉得颓丧，因为我们有获得知识的满足

和快乐。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着我

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

的热爱，从而对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

了基础”。

西南联大六年对我一生有重要的决定

性影响，那时日本军队占领了全国最重要

的城市，要灭亡中国。同学们有深度的忧

患意识，这个忧患意识现在回想起来对我

们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

我们能坐下来读书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所

以大家都十分努力，后来有大成就的人很

多。我认为是忧患意识促成了抗战时期全

国艰苦奋斗的精神，“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是我们这一辈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歌

词。今天每当听到这个歌词唱出来，我还

是有触及灵魂的感受。

也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我们这一辈

中国大学生发奋努力，当然我们也还碰到

发展我们能力的机遇。因为以后的几十年

是全世界艰苦的时期，也是发展的时期。

我们这一辈人后来有机会帮忙创建政府机

构，各个大小层面的工商金融行业，国防

工业，科技研究，教育事业等等，也应算

是幸运。

今天我们这一辈人已经走进了历史，

今天和明天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今天的

时代是什么样呢？

是充满活力、全国高速发展、中华民

族复兴的大时代。

以正在举行的伦敦奥运会为例，我的

中学时代, 中国人才开始知道运动的重要，

1932 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1936 年的柏林奥

运会都有中国人参加，可是每次只有一名

运动员达到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他就是参

加短跑的刘长春 （图），可是两次都在预

赛中被淘汰。1984 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

参加奥运会，获得了 15 枚金牌，震惊全世

界。以后奖牌数目逐年增加，到了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中国拿到了史无前例的 51 枚

金牌。

今天中华民族的实力在高速成长，一

个国家的 GDP 增长率达到每年 5%，就是非

常骄人的事情。而中国这些年发展速度高

于每年 10%，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高速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同学们，成长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

国家里，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时代，

请不要忘记要抓住大时代所给你们每一个

人的机遇。（根据 8 月 5 日全国青少年高校

科学营上所作报告整理）

我的中学与大学经历
（1933—1942）

杨振宁

①杨振宁十个月大时与父母亲摄于合
肥四古巷故居窗外 (1923年)。

③1929年杨振宁与父母亲摄于厦门。
④清华大学二校门。
⑤1998年 6月摄于成志学校原址前(该

小房子现在变成清华大学工会的办公室)。
左起：杨振平, 杨振汉。

⑥北平绒线胡同崇德中学大楼。（1934
年前后）

⑦1998 年 6 月摄于北京市第三十一中
学(原崇德学校)校门前。

⑩1949 年摄于芝加哥大学。左起: 杨
振宁, 邓稼先, 杨振平。

1992 年 6 月 1 日摄于北京大学为周
培源先生举行的生日会上。左起：黄昆, 张
守廉, 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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