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焦点

什么是“钱学森之问”
2009年11月5日，有媒体向外界披露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的最后一次系统

谈话。令人感动的是，已经快走到人生终点的钱学森还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大学为何
培养不出顶尖人才？钱学森在谈话时忧虑地说道，中国的大学受封建思想影响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
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
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
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
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安徽11名教授致信教育部是媒体策划的
网友批评“不痛不痒”，借钱老之名炒作

我们该怎样
直面“钱学森之问”

记者经搜
索了解到，公开
信最早在《新安
晚报》全文刊
登，后被各大新
闻网站转载。

公开信是
怎么出台的？

芮必峰对记者坦承称：“源自于《新安晚报》的
一次策划。”

此说法得到了《新安晚报》总编助理曹海
峰的证实。

曹海峰介绍，钱学森曾是中国科技大学的
教师，对安徽人来说，“钱学森之问”因此被赋
予了更多意义。为引起社会各界对“钱学森之
问”的关注，新安晚报组织了这次“公开信策
划”，邀请了来自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
校的11名教授参与。

据了解，公开信由《新安晚报》撰写初稿，
然后发给这 11位教授审核，最后采纳修改意

见定稿并由这11位教授署名发表。
受访的两名教授均表示，虽然公开信成稿

自己参与不多，但对此行动很赞同并且支持，
公开信内容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沈正赋还
透露，这次安徽 11名教授联名公开信仅仅是
《新安晚报》策划的一部分，在进一步的计划
中，他们将联合全国其他高校的教授参与进
来，“集体发声”，共同推动教育体制的改革。

“有批判，表示大家都很关注教育的改
革。”曹海峰也表示，他看到了网上的一些批
评。“我们的公开信就是想起一个抛砖引玉的
作用，唤起社会的关注，来探索解答这一疑问
的途径。”

“公开信的内容确实有一些空话套话，
整封信其实就一句话：让我们直面‘钱学森
之问’。”曹海峰同时强调，信的内容是不重要
的。“一封信能达到什么深度？不可能把要说
的话全说出来。要说到现在教育体制的弊病
和如何应对，那真的是好几本书都说不完。”

据《南方日报》

“别人怎么说，我们是管不了的。”对于作
秀的说法，沈正赋对记者称：“我不能同意。
炒作至少是恶意的功利性的，而我们则只是
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来同意你的观
点。”沈正赋坦言，他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大的
反响，但考虑到了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很欣
慰大部分人是持赞同的态度。

沈正赋指出，中国的教育问题现在是积

重难返，“不光我们教授没有办法，我们也不
指望教育部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要是我们
能解决，就不用通过媒体了，我们直接去做就
可以了。”沈正赋表示，公开信的目的是呼吁
大家共同关注“钱学森之问”，关注教育改革，
而非提出问题和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认为一封公开信能够解决什
么问题，那也太天真了。”上书教授之一的安徽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对记者说。

回应 只想呼吁共同关注“钱学森之问”

联名上书的11位教授没有想到，这封被
他们“逐字逐句研究过才确定”的公开信，在
网络上同样被网友们拿来逐字逐句地进行

“研究”。
一名网友总结了这篇公开信的“四段论”：

1.回顾“钱学森之问”;2.教育界成就巨大，也存
在一些问题;3.总理关注;4.应该直面，并且“我

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解题。
网友“余恨潇潇”尖锐指出：“不痛不痒、不

左不右、不上不下、不方不圆、不尴不尬，对这样
可有可无的近乎什么都没有的公开信，11位大
教授，玩这一票，有些太小儿科了吧？”

有网友指出，教授群体上书现象也是教
育界弊相之一。

批评 联名信“不痛不痒”

公开信中，11名教授的署名后面有一句
“排名不分先后”，同样引来网友们猛烈拍
砖。“如果我们的教授们对 11个姓名的排列
顺序都这么在意，声明最后还来个‘排名不分
先后’，钱老的遗愿怕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有
网友表示。

沈正赋对此解释称，这句话被网友们误
读了。“我们的署名完全不是按照行政级别来
排列的，加上这句解释，就是怕引起大家的误
解，谁知还是被误解了。”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
人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10月 31日于北京

辞世后，他留下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仍将
久久拷问每一个关心中国教育者的心。

11 月 11 日，来自安徽高校的 11 名教授
联合署名，发表了一封致新任教育部长袁贵
仁及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公开信呼吁“钱学
森之问”能够得到社会各界重视，借助部长易
人、新的教育规划纲要制定之机，早日求得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本是呼吁直面教育乱象，怎料此举却引

发网络轩然大波，甚至有网友直指11名教授
是“政治教授，拍马文人”，“是借钱老之名来
炒作”。

质疑 排名是不是不分先后

11 月 11 日，安徽高校的 11 位教授致信
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让我
们直面“钱学森之问”。提及钱学森提出的一
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
出杰出人才？”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
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
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公开信最后的

这句话，被网友们称为“光明的尾巴”。
有网友质疑：“教授们凭什么‘坚信’、‘一

定’？教育界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新近才出现的，
他们11个教授，居然提不出一句有用的应对措
施，就信誓旦旦地‘坚信’！”安徽师范大学新闻
系副主任沈正赋对此称：“这句话必须要加，不
是拍马屁，而是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关注之
下，不管是三年五年，肯定是可以解决的。”

事件 11名教授致信教育部部长：直面“钱学森之问”

策划教授“集体发声”

?
近日，11名教授联名致信教育部呼吁共同关注“钱学森之问”，引来了

不少网友的关注甚至是批评。据了解，公开信最早在《新安晚报》全文刊
登，《新安晚报》总编助理曹海峰证实，这源自于该报的一次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