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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之道為學之道為學之道為學之道    
 

丘成桐丘成桐丘成桐丘成桐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香港科技大學演講 

 

 

 

今日很榮幸到科技大學講讀書的心得。我自幼讀書，得到先父啟蒙，又得到中

學、大學和研究院諸多良師益友的指導，未嘗偏離正道，可說是幸運之至，願與諸

位分享個人的看法。 

為學的大環境為學的大環境為學的大環境為學的大環境：：：：    

一個人的成長就像魚在水中游泳，鳥在空中飛翔，樹在林中長大一樣，受到周

邊環境的影響。歷史上未曾出現過一個大科學家在沒有文化的背景裏，能夠創造偉

大發明的例子。一個成功的學者需要吸收歷史上累積下來的成果，並且與當代的學

者切磋產生共鳴。人生苦短，無論一個人多聰明，多有天份，也不可能漠視幾千年

來偉大學者共同努力得來的成果，這是人類瞭解大自然，了解人生，了解人際關係

累積下來的經驗，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夠成就的。這些經驗透過不同的途徑在當代學

者的行為和著作中表現出來，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在接受先人的文化，在接受同儕

的交流時會有不同的反應。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有胸襟的學者比較容易汲取多元化

的知識，在思想自由的環境裏，這種知識很快就會萌芽，成為創新的工具和能力。 

古代希臘汲取了埃及、巴比倫的文明，學者又能盡量發展個人的意志思維，因

此孕育了影響西方文明二千多年的哲學和科學，他們在一、兩百年間集中了一群學

者，談天論地，求真求美，將當時積聚的知識有系統的整理出來，他們的精神和他

們所用的方法影響到以後文藝復興的科學發展，直至今日。 

在同一個時期，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由於戰亂，向西、向南、向東拓

地的結果，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與各地的地方文化融合，學者受到各種文化的衝擊，

拓展出中華民族原創作能力的高峰。承受先朝的文化是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孔子

就說過：「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孟都很重視「存亡國，繼絶世」的做法。

在中國本土上，文化綿綿不斷數千年，可說是全世界絶無僅有的。 

秦承七國的文化經驗，開始了完備的典章制度。漢唐又繼承這個傳統，並得到

西域和印度文化的融合，達到中國極盛時期。宋朝國力雖然積弱，但在科技上有極

大的突破，四大發明都是這一段時間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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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宋朝到今日已經一千年了。近二百年來中華民族受到外國的衝擊可說是前古

所未有的。而這廿年來國家經濟的穩定發展終於使我們民族能夠安定下來，我們年

青人對祖國開始有信心，也開始想一些重要的民生以外的問題，希望在這個時候，

中華民族和西方文化，能夠得到自然的融合，而併發出一個求善、求真、求美的新

文化。司馬遷自傳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有能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由於時代

的發展，能夠承先啟後、融合東西的事業，恐非一人一時之力所能完成。然而諸位

都知道，在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環境裏，事情會來得順利。回想當年量子力學

研究剛開始時，不能不感嘆一時多少豪傑。縱觀今日科技的發展，只要找到好的方

向，在好的氣氛栽培薰陶下，人人都可能成為豪傑。 

做學問的抱負做學問的抱負做學問的抱負做學問的抱負：：：：    
故大學問必需有高尚的情操，以下五點最為重要： 

一、 求不朽之業： 

左傳  《叔孫豹論三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曹丕  《典論 論文》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史記  《孔子世家傳》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己焉，孔子布衣，傳十

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皆折中於夫子。 

二、 承先啟後的使命感： 

《文心雕龍》  諸子篇 

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與千載之下。 

史記  《太史公自傳》 

春秋之作：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 

史記之作： ……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

大夫之業，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西方偉大的巨著如 Euclid 和 Newton 都是承先啟後的作品。 

三、 有所見，有所思，而欲示諸眾人，傳諸後世。 

孔子：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丘恥沒世而無聞焉。 

司馬遷《報任安書》： 此人皆意有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

思來者。……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

之其人，通邑大都。 

脂批《紅樓夢》：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非尋常。 

曹雪芹：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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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於濃厚的好奇心驅使，希望憑觀察、推理，來瞭解大自然的結構，尋找宇

宙的真諦。偉大的科學家都有這種好奇心，愛因斯坦說他的好奇心比其他人

更濃厚些，才做得更好一點。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就是人類因為好奇而產生的。

科技上的創新也跟好奇心有關，例如飛機的發明、太空的探險等。數學上很

多領域的探索也是基於數學家濃厚的好奇心而引發。 

五、 科學家和文學家為了尋找一個美的結構，可能窮畢生的精力。近代的統一場

論，某些晶體結構、數論或幾何上種種雅致的命題，都引起熱烈的研究，而

追尋純美則是這種研究的主要動力。黎曼幾何的創始即為一例。 

學者並不見得一開始學習就想做大學問，往往由以下兩點作為引子而進入做大學問

的通路： 

甲、 為了國家和社會的需要，例如電話的發明可以服務人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雷達和各種通訊方法的研究都因為軍事的需要而大有進步。美國的 Wiener、

Von Neumann、英國的 Turing 在當時的工作成為二十世紀應用科學的基礎，

就是很好的例子。 

乙、 很多學者以追尋榮譽為主要的原動力，諾貝爾獎金確實使很多年青科學家拼

力去做科學研究。這種榮譽不見得單是個人的榮譽，也可以是民族的榮耀。

當年李楊得獎，全國興奮，影響了兩代人。 

大致上來說很少學者能夠很單純的只有一個學習的原動力，往往有很多原因和

背景使他們成長。但是傳世不朽之作，必定有包含第一到第五點的考慮才能夠完成，

上述 Turing 和 Wiener 等大師在純科學上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在應用科學做出不朽的

工作。 

我們很容易看得出，以名利、權力為主要原動力的學習，當目的逹到後，很難

再持續下去。不幸的是，大部份的中國學者都以此為目標。 

學習的方向受到我們立志的影響，得到師友的薰陶後，擇善而固執之，始可成

大器。 

社會文化和師友對學者的影響社會文化和師友對學者的影響社會文化和師友對學者的影響社會文化和師友對學者的影響：：：：    

事實上，社會的文化對我們有深刻的影響。三百年以前，中國士大夫看不起外

國蠻夷之邦，以為他們不讀聖賢書，整個民族自傲而不實事求是地去觀摩別人的長

處。等到兵敗割地後才開始反省，影響到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這是大時代的變遷，

在這個時代長大的學者很難不隨波逐流，跟着大方向走。在今日科學研究的領域中，

我們亦能夠看到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學家有不同的氣質和做學問的方法。 

例如美國東北方有很多學者仍然有着濃厚的清教徒作風，有如中國人所說的狷

介之士。從前孔子在陳，有歸與之嘆：「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就是因為狷介之士有可取的地方。很多清教徒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理念來犠牲生活

上的舒適，為學問而做學問，自強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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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學者就比較粗獷；德國和日本學者則心細謹慎；而美國這一百年來的成

就在於兼收並蓄，集思廣益。這是自古以來，一個國家推動學問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希臘的雅典、德國的柏林、法國的巴黎、英國的倫敦、蘇聯的莫斯科、中國古代的

長安、洛陽等，都聚集了大量的人材。孔子出於魯國，到司馬遷時仍然見到「諸生

以時習禮其家」，人材的匯聚確可以移風易俗。 

在學校裏，往往見到教授在發展富有原創性的發明，屢次嘗試都不成功，最後

成功時他的喜悅會使學生們覺得興奮，也想自己來一點類似的經驗。有時會看到兩

個教授持不同的意見互相批評對方學說的缺點，學生會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認識

真理的重要性，瞭解創造的趣味。 

我們又可以看到一群年青的學生和教授肆無忌憚的去走前人未走過的路。當一

群有熱情、有能力的人都在做研究的時候，大部份人都會受到感染而跟着去闖。 

除了與當地的學者交往外，我們也可以從閱讀中與古人和遠方的人交心，「吾

私淑諸人也」就是這個意思。學問既然是累積的，我們需要知道它的源流，瞭解偉

大學者的思路和經驗，來幫助自己的進步。 

感情的培養感情的培養感情的培養感情的培養：：：：    
初學時總有困難，即使飽學之士亦然： 

陶淵明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這一點很重要：即使有困難，也要自強不息，讀書能夠欣然忘食是成功的一大步。

對學問的感情能夠專一濃厚自然會有成就。從前屈原、司馬遷、李煜等人的作品都

極富感情，王國維說他們的作品出於赤子之心，以血書成，千載以後，仍然為他們

的作品感動不已。當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時，滿腔熱情的來找尋引力場的最自然架

構。Watson 在他的自傳裏提到他和 Crick 在找尋 DNA 的結構時的瘋狂投入，終於

完成劃時代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愛因斯坦對於引力場所需要的幾何結構、Watson

對所需要的 X-ray折射理論都並非專家，都是憑一股熱情，而摸索成功的。 

現舉屈原的著作來描述他的專誠：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當我們找到喜愛的方向時，絶不輕言放棄。 

屈原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我記得從前為了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時，朝思暮想，有如詞賦所說： 

宋徽宗 

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 

抽思 

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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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感情豐富時，即使開始時不求甚解，經過不斷的浸淫，真理亦會逐漸明朗。

但是感情豐富，必需有師友的激勵。 

師者傳習授業解惑者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找尋找尋找尋找尋學問的方向學問的方向學問的方向學問的方向：：：：    

通過學習，或與師友切磋，或與古人神交，視野才會廣闊，才會放棄自己以前

一些瑣碎的想法，去找尋學問的重要方向。 

晏殊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能夠放棄不重要的研究，而去思考自己的路向，需要有踏實的基礎，有好的文

化修養、氣質，同時不怕別人譏笑。 

涉江 

苟余心其端真兮，雖僻遠之何傷。 

韓愈   答李翊書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

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

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

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

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

為喜，譽之則以為懮，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惧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

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己矣！ 

學習和思考並進學習和思考並進學習和思考並進學習和思考並進：：：：    

找尋自己學問的路向，必需要保持濃厚的好奇心，要不停的發問。中國古代最

有名的發問的文章是： 

屈原天問 

遂古之物，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但是以後中國學者讀聖賢書，不敢質問聖人的言行和天地間的物象了。 

即使做學問的大方向決定後，中間不可能沒有很多疑難的地方，此時有老師「傳

道授業解惑」是很有幫忙的，而更應當的向師友切磋發問： 

善問者如叩鐘，問之大者則大鳴，問之小者則小鳴。 

上面兩個不同的發問，一個是「思考」，一個是「學習」，實在應當並重才能夠

成功。 

論語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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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每個學說需要「求因」、「明變」和「批判」，才能夠將整個學說吸收到自

己思想的系統裏面，再通過發問和思考的過程，向前推進，創造新的學說。 

一個好的學者，需要不斷的觀察大自然的現象，從人類累積得來的經驗中尋找

天同的定律，加以驗證、歸納和演繹，循環不息，才能成就大學問，真和美是整個

過程的最客觀的導師。 

苦學苦學苦學苦學：：：：    

無論是那位大文學家或大科學家，都離不開勤苦學習的階段。 

屈原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柳永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苦學而能持久，並非易事，最忌的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中國小

孩讀書往往小學時就盡力，到大學時已經力竭了。 

為學另一件忌怕的是基本修養不久，而好議論別人長短來掩飾自己的弱點。 

從失敗中找從失敗中找從失敗中找從失敗中找出路出路出路出路：：：：    

在苦學和思考之後，可能發覺以前所走的方向完全錯誤，或是所要做的問題已

經給他人完成。在這個時候，如何自處，就如同出征、或打敗仗或遇伏，都是一個

考驗我們的修養的時候。 

司馬遷評管仲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恒公實怒

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諸侯由是歸齊。 

從失敗的經驗中找到成功的路子，是做研究的不二法門。因為嘗試各種途徑

時，往往失敗的多，成功的時候少，但是我們做研究時走過的路很少是浪費的，有

時做的研究給人搶先做去，可以從對方的文章中得到啟發，做一篇更有意義的文章，

或者可以看出這些研究不值得去做。取捨的問題，不單是關乎經驗，亦關乎學者的

氣質。 

學問與氣質的培養學問與氣質的培養學問與氣質的培養學問與氣質的培養：：：：    

關於氣質，我們先看： 

曹丕  《典論 論文》 

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

兄，不能以移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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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做大學問必需要天才才能成功。其實並不盡然： 

《琴苑要錄》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未能得也。

成連曰：吾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齎糧從之，至

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悲，延

頸四望，但聞海水汨沒，山林窅冥，群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

情。」乃授琴作歌。 

從這裏可以看出氣質亦可以培養，在吸收多元的文化後，在高雅的環境影響

下，氣質可能會有突變。就如在長期的思考後，我們可能有突然而來的靈感一樣。 

氣質的培養最好是從小就開始。司馬遷的文章氣吞江河，就是因為他父親從小

就讓他「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又送他到齊魯之地學古文

並跟董仲舒唸書，所以太史公的早熟是有原因的。 

學者面臨大問題時，往往有自信心的考驗，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浩然

之氣」，如果學者有這種浩然之氣，又博賢群書，就昂昂然無所懼怕了。 

志向操守與為學的關係志向操守與為學的關係志向操守與為學的關係志向操守與為學的關係：：：：    

在一個學者成長的階段裏，假如操守不良，或志向不純，學業就很容易枯萎。 

離騷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曹丕 

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 

有些學者早熟而工作很好，但得不到賞識而自怨自艾，終至不能繼續。 

一個很著名的例子是漢朝的賈誼： 

王勃 

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豈乏明時。 

蘇軾評語 

王者之佐，……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

則安知終不傷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鳴呼！賈生志大而

量少，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有人學識不足，而妄求上位；有人才學過人，竟妄自菲薄，或自傷不遇，這都

是其文化修養未逮，胸襟不闊之故。 

以天為師：可以明天理，通造化。 

以人為師：可以致良知，知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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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風格與個人的修養文章的風格與個人的修養文章的風格與個人的修養文章的風格與個人的修養：：：：    

我們的修養往往從問題的取捨、方向的堅持、行文遣字、計算簡繁中表現出來。

在科學和數學的研究中就有這個現象。 

楊振寧先生就曾指出偉大的科學家如 Dirac 和 Heisenberg 文章的風格不同。在

數論上，Siegel 和 Weil都有偉大的創作，但是風格迥異，這大概與他們出身和經歷

有關，即使在找尋真理時，我們的修養會影響到我們吸收和瞭解真理的能力。 

除了地域外，時間的變化也很明顯的影響我們的風格。我們都知道一時代有一

時代的文學，科學亦然，例如二十世紀中枼的數學講究抽象和嚴格，現在已經不講

這一套了。 

讀書的風氣、研究的態度，會在科研的文章表現出來，也可以看到民族的潛力。

這一點可和音樂比較，從音樂中可以看國家的盛衰。 

左傳  《季札觀周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深，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已泱泱乎，大風也哉，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培養氣質的重要，有志做大學問的學者更要注重培養氣

質，人的志向，師友和社會文化的影響都需要重視。當一個學者操守不正，只求名

利，只求權柄時，辭氣自然衰微，難見到偉大的結構了。 

最後，僅以數語相贈： 

行乎名利之途，入乎公卿之門，雖榮受賞，吾不謀也。 

得乎造物之貞，樂乎自然之趣，雖窮有道，文其興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