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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生的中美贸易战，美
方大打“科技牌”，触及了国人的
不少“痛点”，各界也掀起了关于
科技创新的讨论。回想一百多年
前，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犹
在耳边，这一百多年里既有战争
的动荡，也有科技的高速发展，
其中伴随的问题让如今的我们不
得不审视：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
有过哪些成就和坎坷，对标发达
国家还有哪些差距需要正视？

对于这些问题，上海交通大
学副教授黄庆桥的这本 《科技重
塑中国》 给出了很好的解答。本
书从科学工程、科学评价和科学
精英三个层面，剖析了当代中国

“科技强国”之路所遭遇的战略决
策与技术攻克等问题，以理性的

视角重新审视了不同阶段中国所
面临的科技挑战，尤其启发我们
如何更客观地看待我国科技发展
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本书指出，过去几十年中，
中国开展的科学工程很大一部分
是基于国情作出的取舍，也就是
说不同阶段的现实环境决定了如
今中国科技的基本样貌。科技
是一个更新换代频率非常快的
领域，要承认自身的诸多不足
之 处 ， 例 如 起 步 晚 、 创 造 性不
够、人才制度欠完善等，但也要
看到中国正在赶超的行动力和可
能性。

针对一些“技术抄袭”的声
音，作者认为，如果仅从西方知
识产权的立场将中国技术一棒子
打死，难免显得偏隘。实际上，
要学习一个与我们几千年文明完

全不同的新事物，早期的“模
仿”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只是这
种进步不可避免地会多一点曲
折。中国只能从“制造”一步步
靠近“智造”，一下子从一个贫穷
的农业国家跃居到发达的科技强
国是不现实的。

展望未来，书中提出了不少
中肯的建议。在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的阶段，既要肯定过去所作的
努力，也要重视存在的现实问
题。一方面，应及时关注那些基
础教育还未跟进的落后地区；另
一方面，对于一些高端行业的人
才培养要适时提供良好环境，平
衡使用教育资源。同时，中国的
科技发展也要注意“从无到有”
之后该如何将现有水平提升到更
高层次，这是当前深化改革需要
突破的关键问题。

理性看待中国面临的科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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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洁身
自律、清廉自守、出淤泥而不染
的清官廉吏，他们的为人、品行
一直深受后人敬仰和赞誉。重温
他们代代相传的佳话，永远都不

“过时”。
东汉名臣杨震为人正直，德

才皆备，入仕二十年，恪尽职
守，勤政廉洁，从不谋取私利。
公元 117年，杨震被调回京都洛
阳，先后任太傅、司徒等职，不
少人想行贿谋私，都遭到他坚决
拒绝。一天深夜，有人贿送黄金
十斤，送礼者说：“暮夜无人
知。”杨震回答道：“天知，地
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
这句话流传千古，现在读来，仍
令人肃然起敬。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任杭州
刺史期间，从未受贿或向地方官
员索贿，但他离任返乡时，发现
行囊中有两块玲珑可爱的天竺山
石，那是他游天竺山时捡的。他
山之石据为己有，白居易感到有
损清白名声，追悔莫及，写下诗
句：“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
叶。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
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同样，大
诗人杜甫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府中
当幕僚时，有人送他一条十分名
贵的毛毯，杜甫原物送还后，题诗
曰：“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赠情。锦
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

北宋时期的包拯，一生铁面
无私，不畏权贵，执法如山，对
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
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深
为百姓称颂。在他六十岁寿辰
时，他吩咐家人，一概不收寿
礼。不料，第一个送来寿礼的竟
是皇帝。家人无奈，只好拿来红
纸一张，皇宫送礼来的太监在上
面写道：“德高望重一品卿，日
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
送，拒礼门外礼不通。”包拯看
后，挥笔回敬道：“铁面无私丹

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
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言辞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巧妙
地辞去了皇礼。

明朝于谦在任时，一身正
气，两袖清风，自己既不受贿，
也不向上行贿，得到百姓的广泛
拥护。他写的《石灰吟》一诗脍
炙人口：“千锤万凿出深山，烈
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
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在从
山西巡抚调任京城时，人们买些
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送给
他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
举起两袖道：“我带有两袖清风
已足矣。”随后又写下一首七律

《入京》：“绢帕蘑菇与线香，本
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
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首诗
嘲讽了进贡的歪风，表现了于谦
为官清廉、不愿同流合污的铮铮
风骨，“两袖清风”一词也被沿
用至今。

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在山
东潍坊任知县时，为官清廉，曾
写过《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
中丞括》，诗曰：“衙斋卧听萧萧
竹，疑是人间疾苦声。些小吾曹
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乾隆十八年，山东大旱，郑板桥
因请求赈灾济民而惹怒上司，遭
受迫害，被罢官回乡。临走时，
他身着布衣，骑着小毛驴，除了
几箱书籍字画，别无所有。前来
送行的百姓逾万人，个个痛哭流
涕。为答谢百姓深情，郑板桥画
了一幅墨竹，上题一诗云：“乌
纱掷去不为官，襄襄萧萧两袖
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
作渔竿。”表现了诗人不畏权
势、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
情操。

这些古代清官的诗话，或为
表达心迹志向，或为警示自身，
但所展示出来的都是中华民族的
魂魄和大义凛然的铁骨，今天读
来，仍具有警示自策、借鉴启迪
的现实意义。

古代清官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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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没造航天飞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航天热
潮中，关于如何选择“天地往返
运输系统”的方案，国内曾有过
激烈的争执。当时的国际趋势
是，航天飞机正逐渐取代宇宙飞
船成为新的热点，前者在竞标过
程中更具优势。钱学森等科学家
看到了国内条件的局 限 性 ， 认
为应该暂缓研制航天飞机，因
为航天飞机虽然先进，但因其
制造难度大、研制成本高，并
不适用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
家。最终，在钱老的建议下中
央采取了先从宇宙飞船起步的
方案，现在看来，这在当时也是
最贴近现实的决策。

■氢弹的成功是谁的功劳

在不少关于中国核武器研制
的影视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
主角大都是做出重大贡献的大科
学家；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大多
数人在谈论“两 弹 一 星 ” 历 史
时，似乎也总是聚焦在少数的
决 策 者 和 关 键 的 科 学 家 身 上 。
这当然并没有错。但是，这种
状况是不完整、不全面的，甚
至是有缺憾的。事实上，中国
原子弹、氢弹的成功，是全体中
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
慧与辛劳的结晶！这么说，一点
都不过分。

且不说原子弹、氢弹研制基
地 （青海金银滩） 和核试验基地

（新疆罗布泊） 就是数十万官兵
和建设者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
建成的，整个工程的配套物资更
是依靠全国大支援、大协作得来
的。没有全国一盘棋、全国大协
作，原子弹、氢弹就不可能这么
快搞出来。这是历史的真实，也
是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科学家与诺奖
“擦肩而过”的真相

20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科研
人员通力合作，获得了人工全合
成胰岛素的成功，一时惊艳世
界。随之而来的该成果与诺贝尔
奖的缘分纠葛，也成为中国当代
科技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

1978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
北京会见杨振宁。会谈中，杨振宁
向邓小平提议，希望中国的人工
合成胰岛素申请诺贝尔化学奖。
尽管国内在推荐人工合成胰岛素
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过程中有非常
大的争论，1978 年 12 月的会议也
的确推选出了钮经义、邹承鲁、季
爱雪、汪猷4名代表。但是，中国政
府最后确实只推荐了钮经义 1 人
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而不是像
社会上流传的那样，“最后平衡的
结果，国内方面推荐了4位获奖候
选人，而诺贝尔科学奖评选规则
上明确规定，每项奖一次最多只
能推荐3人，诺贝尔科学奖再次与
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中国政府最后决定选择“推
荐一位候选人”的方案而不是

“推荐三位候选人”的方案，就是
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明智之举。这
是因为，人工合成胰岛素在 1960
年代是国际热门的基础科学研究
领域，特别是美国、西德等发达
国家的科研机构，也做出了类似
的科研成果。如果我国不顾实际
情况而贸然推荐4人，那么我国获
得诺贝尔奖的概率就更小——尽
管最后中国也并未获奖。因此，中
国政府充分考虑国际因素而推荐
钮经义一人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代表，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克服“九龙治水”的局面

我国高技术研发涉及的部门

非常多，比如科技部门、国防系
统、产业部门、科学院、高校、国
有及民营企业等。多部门重视某
一高技术并给予研发投入，在理
论上是有好处的，比如，既可以产
生竞争，又有可能“东方不亮西方
亮”。但实际上，在大家研发力量
都不强而又投入分散的情况下，
多头投入与管理的弊端也越来越
明显。比如，容易导致力量分散、
各自为政等。因此，新时代条件
下，要特别重视加强顶层设计，尊
重高技术研发规律，注重发挥制
度优势，形成合力，在国家层面建
立高效有序的高技术研发体系。

■警惕“唯国际前沿”陷阱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实力
的增强，并跑、领跑“国际前
沿”的呼声和政策导向逐渐强
烈。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必
须清醒认识到，在高技术领域，
很多核心技术、工艺、配方等都
并非所谓的“国际前沿”，发达
国家甚至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
经掌握进而视为绝密并垄断的核
心技术，多数我们并没有掌握。
而解决、攻克这些核心技术问题
所需要的并不是“国际前沿”科
学，更不是高大上的“高端论
文”，甚至攻克这些核心技术都
不具备发表“高端论文”的资格
——因为人家早已攻克，它们早
已不是“国际前沿”。

当然，绝密高技术是没有人
傻到拿出来发表的。因此，我们
要打破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要
以为不是国际前沿，就没有价
值，就不值得做。能引领世界科
技前沿当然重要，但攻克已经不
是国际科技前沿、但却是卡我们
脖子的核心技术和工艺，对于中
国的发展更为重要、更为紧迫，
意义也更为重大。因此，在进行
科技评价时，一定要务实，要符
合中国发展实际需要。

桂晓燕

今年 5 月 4 日，是北京大学
120 周年诞辰。近一月来，北大
屡成热门话题，人们也谈到北大
历史上的老校长蔡元培。说起蔡
元培，人们熟知并津津乐道的，
多是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之胸怀，“囊括大典、网罗总
家”之抱负，“不拘一格、求贤
揽才”之魄力，以及“清廉高
洁、正气凛然”之风骨。我们今
天要聊的，却是他的另一面：对
普通人的尊重。

遥想 1917 年 1 月 4 日的北
京，寒风凛冽，漫天飞雪。新任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乘着一辆
马车，冒着风雪来到北大。校工
们早已整整齐齐分列两侧，向下
车走来的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
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校工们顿时愣住了，又是惊讶又
是感动——这是北大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奇事！北大是官办大学，
校长享有内阁大臣待遇，从不把
校工放在眼里。

校工们哪里会想到，蔡元培
的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当年
官气十足的北大，而且拉开了中
国高等教育向现代大学迈进的序
幕。不言而喻，对校工如此尊
重，对学校里的教师、学生和其
他各种身份的人，当然也一律尊
重。

蔡元培以身垂范，营造了一
所现代大学应有的平等、自由、
健康的风气。可以说，这也是他
治校办学的法宝之一。正如宁波
老话所说的：“侬敬我一尺，我
敬侬一丈。”在这位不同凡响的
蔡校长的感召下，新思想旗手云
集北大，学界名流纷至沓来，优
秀学子登堂入室。他们以投身北
大的行动，表达了对蔡元培最大
的敬重和信任。于是北大有了历
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进入了
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黄金时
期。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美
国加州，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故

事，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侬敬
我一尺，我敬侬一丈”。在某肉
类加工厂工作的一位女工，一天
走进冷库例行检查时，厚重的冷
库门突然关上了，她被锁在寒气
彻骨的库内，叫天不应，叫地不
灵！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工人都
已经下班，没有人听见冷库内
声嘶力竭的哭声和呼救声。5个
小时过去了，女工已经冻得奄
奄一息，工厂的保安却打开冷
库门救了她。为什么会发生这
样的奇迹？保安向她解释道：
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 35 年。每
天都有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
许多人把我当作透明的空气，
视而不见。只有你每天上下班
都向我热情地打招呼，所以我认
识你。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
非常愉快。今天早晨上班时，你
像往常一样跟我说“你好！”但是
傍晚下班后，我却没听到你跟我
说“再见！”我猜想也许发生了什
么意外，就跑到工厂的各个角落
寻找你……

像这样“侬敬我一尺，我敬
侬一丈”的例子，不胜枚举。每
当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故事，都会
让人感到心里暖暖的。然而，生
活 中 不 可 能 都 是 美 好 。 这 种

“敬”本应彼此平等，充满真诚
和善意，但某些人的“敬”偏要
讲身份、分等级，至于是不是真
心，也只有他自己晓得。例如笔
者看到过的某干部形象。镜头
一：他陪上级检查工作。点头哈
腰，满面春风，笑成一朵花；镜
头二：下级陪他检查工作。仰首
挺胸，表情威严，作居高临下
状。两副面孔对比之下，实在令
人生厌！也许他以为自己很了不
起，其实真正了不起的人，是像
蔡元培先生那样，对普通人 （包
括小人物） 也平等相待、真诚尊
重的贤人长者。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尊
重。而要想赢得他人的尊重，首
先必须尊重他人。宁波老话讲的

“侬敬我一尺，我敬侬一丈”，就
是最朴素、最实在的道理。

侬敬我一尺
我敬侬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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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科技强国建设战略研究
为主题，在回顾世界科技强国发展
演进历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英
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
等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
体系，总结分析了其经验教训；在研
究归纳科技强国基本特征和关键要
素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具备的基
础与优势、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但是融资难仍然是影
响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的突出问
题。本书旨在对金融体系与科技创
新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
分析，并提供国内外各种科技创新
与金融发展相结合的经典案例，为
政府部门制定科技金融政策提供相
关依据，为科技型企业寻求不同融
资渠道提供思路。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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