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更多“钱学森”

历史，是由无数个人和无数件事组成的。人在历史中担负着
让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责任。只要生活在这个时代中，谁都不能推卸这个责
任。责任是什么？是关心他人、是尊重生活、是热爱祖国、是努力工作……是一
切能让社会发展、让生活更美好的事物。许多人正在为之而努力，许多人忘我地
为之而奋斗，他们中不乏科学家、教育家、爱国商人、政治家……他们正是我们中
的一个人，我们就是将来的他们，接过历史的重担，我们的前途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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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小的卧室、简单的装修、粗制的
家具、一张简单的木质小桌、一把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的竹扇，这就是一位为我
国尖端科学技术贡献了一生的老人所
居住的房间。今年8月份，温家宝总理
还在这间小小的卧室里，亲切问候了这

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却不成想，没过

多久，这位老人就带着对祖国的一腔热

爱、对科学的无上尊崇，离开了人世。

也许，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真的有

些遗憾，但钱老对民族的贡献远不是一

个诺贝尔可以比的。如钱老这般英雄

人物，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没有诺

贝尔奖又如何？！

同样是这位老人，面对到病榻前来

探望的温家宝总理，他多次提出这样一

个刻骨铭心的疑问：中国的大学为何培

养不出顶尖人才？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触动了所有

人的神经，从此，这句话被称之为“钱学

森之问”。一个砸到每个人脸上的问题。

“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与“启
发式”的教育对孩子成材道路影响的

天差地别早已是众所周知。但是，有多
少家长有胆量让孩子放弃可以在高考中
取得高分的机会？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

教育方式让孩子更健康地成长？

钱老去世后没多久，安徽高校的
11位教授联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

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

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好一个振臂高呼！

就在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

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

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

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

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
次问题的忧虑，这声感叹能不能称

得上是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呢？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钱学

森之问”，比如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

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王义遒认

为“他（钱学森）有遗憾：我们没有出更

多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但是“教育

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

任。他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

时代……”王义遒认为，培养不出人才
的原因，并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
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
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

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

一个时代的要求。”

不错，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速前进的时
代，这与密集型的劳动力生产的结果密
不可分，许许多多的农民、农民工，一下
子拥入了社会发展的队伍中，并在其中

担当了不可或缺的重任。

不过，这样就真的如王义遒所说“不
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

生”了吗？社会就真的不需要引导者和领

军人物了吗？如果少了这些人的努力，社

会的发展将会照着什么方向而去？会不

会走偏了？会不会多走了弯路？会不会

步入某些国家的后尘……我们不得不为
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担忧。

毕竟，30 年的腾飞给了我们太多
太多，一时间难以消化得干净。美国文

学家称自己是“迷惘的一代”，然而
迷惘的只是他们而已吗？

作为钱老遗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

的教育遗产，“钱学森之问”值得我们深

入探究和解读。今天，“起跑线”上的恶
性竞争，被形象地比喻为“赢在起点，输
在终点”。解答“钱学森之问”，也许首

先还是“救救孩子”，从解放小学生
开始。 晚报记者 王绍禹

背诵题
关键词：卓琳
7 月 29 日，邓小平的夫人、中央军委

办公厅原顾问卓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
逝世，享年93岁。

伟人背后的贤内助。在相伴走过的
58 个风云多变的春秋中，卓琳始终和邓
小平心心相印、患难与共。

关键词：吕正操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我国铁路交通战线杰出的领导
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
席，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
铁道兵政治委员吕正操同志，于 10 月 13
日14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

吕正操同志 1934年 1月参加革命工
作，1937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

关键词：任继愈
7月11日，国学大师著名哲学家、宗教

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
愈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 1916年 4月 15日出生于
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
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
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第八届全国
人大代表。

关键词：贝时璋
10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

士贝时璋先生走完了107载人生历程。
贝时璋创建了中国实验生物学，组建

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成立了中国生
物物理学会，在中国科技大学创立了国际
上第一个生物物理专业。如今，他的学生
中已有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关键词：谷牧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
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谷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11月 6日 14
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关键词：阿沛·阿旺晋美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

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民族工作
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三、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会
长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因病于12月23日
16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2009 年，是学界巨星陨落的一年。10 月 31 日，一代科学巨匠、中
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与世长辞。生命有尽，思念无穷，虽然钱老在这
个萧索的深秋离我们而去，然而，那颗国际编号为 3763 的小行星——

“钱学森星”依然遨游在太空中，钱学森这个名字，也将永远驻留在国
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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