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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位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成才因素分析*

李祖超 李蔚然 王天娥

［摘 要］ 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的成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获奖者成才的

外部因素主要涉及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名师影响和人生机遇等。获奖者成才的内部因素

主要为志存高远的理想信念、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敢于质疑的科学精神、坚持不懈的顽

强毅力和科技强国的爱国热情。研究还发现，个人成才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自身

努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家庭背景并非成才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父母对孩子受教育的态

度；接受优质教育，获得名师指导，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善抓机遇可改变人

的命运，但机遇与成功总是偏爱有充分准备的人；将个人主攻方向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一

致起来，更容易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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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张存浩院士和程开甲院士共同

荣获 201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

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到现在共有

24位获奖者。这一奖项的设立和颁布，既是

国家对长期乐于奉献、甘于清贫、始终坚守科

研岗位、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杰

出科技工作者的充分肯定和最高奖励，也是

国家为了鼓励更多的有识之士立志为繁荣科

学技术事业多做贡献的重大举措。仔细分析

研究这些获奖者的成才成功因素，不仅可以

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激励更多的有志青年

努力奋斗；而且可以发现优秀人才的成长规

律，找到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为

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

果。本文主要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

成才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着手，分析他们

成才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成才的外部因素

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可以促进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项目“担当实现中国梦重任的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

路径研究”（项目编号：BIA130074）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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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延缓事物的发展。笔者经过对 24 位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传记、回忆录、报

告和新闻报道等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出

促使这些获奖者成才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家

庭背景、教育经历、名师影响和人生机遇等几

个方面。

（一）家庭背景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

的第一所学校。家庭对一个人成长和教育的

影响毋庸置疑。根据相关资料，笔者对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家庭背景情况进行

了大致整理。（见表1）

姓 名

吴文俊

袁隆平

王 选

黄 昆

金怡濂

刘东生

王永志

叶笃正

吴孟超

李振声

闵恩泽

吴征镒

王忠诚

徐光宪

谷超豪

孙家栋

师昌绪

王振义

吴良镛

谢家麟

郑哲敏

王小谟

张存浩

程开甲

家庭背景

父亲：南洋公学毕业，在医学出版社从事英文编译工作。母亲：家境宽裕。

父亲：东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平汉铁路局秘书、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上校秘书、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科长。
母亲：毕业于英国教会学校，能说流利的英语，喜欢哲学，曾任高等小学教师。

父亲：上海南洋公学毕业，毕业后在上海新通贸易公司工作。母亲：毕业于贝满女中教会学校。

父亲：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母亲：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银行职员。

父亲：毕业于南洋公学，后留学美国，天津电话局工程师。母亲：技术工人。

父亲：皇姑屯车站副站长，曾学习英语，家境一般。

父母都是贫苦农民。

父亲：曾任清河道道台，后开办多家实业企业。

父母都是贫苦工人（在马来西亚打工）。

父母都是贫苦农民。

父亲：曾任四川乐山县、成都县征收局局长，后来开棉纱店。
母亲：吴姓大户人家的女儿。

父亲：清代著名植物学家。母亲：出身于书香之家，家堂名“五之堂”。

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后靠摆地摊、卖杂货艰辛度日。

父亲：与人合伙开布店，家境殷实。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

由婶母带大（小时候过继给婶母家），家境富裕。

父亲：毕业于沈阳师范学校，曾任教师、校长。母亲：长在大山的张家闺女。

父亲：清末秀才，以教书为业。母亲：出身于破落的官宦之家。

父亲：安全保险公司协理，兼任金安保险公司监察、宝隆保险公司常务董事。
母亲：出身于富裕人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居委干部。

父亲：大商家的账房先生。母亲：出身于南京缎业著名商号“李祥和”之家。

父亲：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做律师、法律顾问。

父亲：念过几年私塾和小学，后来进城当学徒，进而经商开店，钟表品牌“亨得利”的合伙人。

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冯被害后无依无靠。

父亲：曾留学美国后任天津化工局高级工程师（9岁后由姑父姑母带大）。
姑父：重庆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化学家。姑母：化学博士。

父亲：曾任私塾先生。母亲：普通人家出身。

表1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家庭背景情况

注：以上资料来源于获奖者的自传、回忆录、报告、传记、采访和新闻报道等。获奖者刘东生、叶笃正、谢家麟、郑哲
敏、王小谟的母亲情况，因材料限制，未能获知。

由统计可见，在 24 位获奖者中，父母至

少有一方为教师、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或企

业主等的有 19 人，占 79.2%。这部分人大多

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受到浓郁的家庭

文化氛围熏陶，喜欢读书，有自己的兴趣爱

好，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如叶笃正的父亲专

门把先生请到家中为孩子授课，虽然生意很

忙，但每天都会亲自督查孩子们的功课［1］；

徐光宪的父亲尤其注重培养他的逻辑思维能

力等［2］。这部分人主要出身于富裕家庭和

中产阶级家庭，优越的家庭条件使部分获奖

者在幼年时期拥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保

障，为他们今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也有 4 位获奖者出身于贫苦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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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或普通工人家庭，占总数的16.7%。这几

位获奖者虽然父母都是贫苦农民或普通工

人，家境的贫寒使得他们的求学之路异常坎

坷。但他们的父母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他们

自己也努力争取上学机会，且非常珍惜来之

不易的良机，在学习过程中勤奋刻苦，自觉认

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受到老师的喜爱和重

视。如李振声幼时家境贫寒，经常挨饿，父亲

又早逝，在哥哥的资助下上到高二后辍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山东农学院招免费生，

激动不已，倍加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学习格

外努力。［3］王忠诚高中时因家里困难被迫辍

学，多亏校长亲自写信给他，才得以返校继续

念书，后来在半工半读情景下仍以优异的成

绩毕业。［4］

由此可见，优越的家庭背景可以为获奖

者的成长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创造良好的

教育环境，这无疑有助于他们的成长成才。

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优越的家庭环境也并

非成才的必备条件。一般而言，当一个人生

存和学习条件得到基本保障之后，家庭富裕

程度的差异对个人成才的影响就不那么明显

了。因此，当获奖者最基本的生存和学习条

件满足之后，家庭背景便不再是制约他们成

才的关键因素，个人的主观努力和勤奋刻苦

往往能起更重要的作用。

（二）教育经历

人的成长和发展主要受遗传、环境、教

育和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其中教育在人的身

心发展和成长成才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成长成

才经历考察发现，他们早期所接受的家庭教

育和中小学教育为日后的成才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通过考察笔者发现，所有获奖者都接

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见，高等教育对于拔

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经过对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笔者整理

出 24 位获奖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大致情况。

（见表2）

首先，24 位获奖者全部接受过高等教

育，其中，12人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占50%；3

人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占 12.5%；9 人为本科

学历，占37.5%。而且，这些获奖者当时上大

学的年代为精英教育的时代，当年能考上本

科者凤毛麟角，可谓百里挑一，不少获奖者本

科时就师从名师接受优质教育，大部分获奖

者后来又攻读了研究生。

其次，获奖者大都具有出国留学的经

历，并且留学国家主要集中在美苏两个超级

大国。在 24 位获奖者中有出国留学经历的

15人，占总数的62.5%。其中8人留美，占留

学人数的 53.3%；4 人留苏，占留学人数的

26.7%；此外，还有2人留英，1人留法。据资

料记载，当时由于国家需要以及受国家政策

的影响，有出国留学经历的获奖者几乎全部

为公费留学，留学国家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主要选择科学技术领先的国家及高水平

大学留学深造。

再次，获奖者大都毕业于国内外名校。

据统计，仅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含西南

联大）就培养了 9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占总数的37.5%。毕业于中央大学（今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南开

大学等名校的获奖者也较多。具有海外留学

经历的获奖者也都无一例外都是从本专业国

外著名高校毕业。可见，名校作为一种外在

的教育环境对于个人的成才具有很重要的促

进作用。一方面，名校具备丰富的实验设备

等教学资源；另一方面，名校拥有雄厚的师资

力量，有大师的指导和优秀同学的帮助。正

是在名校这样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中，使得

这些原本就很优秀的学子，更是如虎添翼。

在这里，他们便于施展才华，坐拥更多成才的

机会。

在这些获奖者中，并非每一位都是名校

毕业。“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年考入的是

重庆的湘辉学院，在中国并不算名校，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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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全国院校调整时并入西南农学院。“中

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李振声当年考取的山

东农学院，也只是一般农业院校。这告诉我

们，求学者只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

进取，奋发努力，日后同样可以获得巨大成

功，为社会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实现自己的

宏伟抱负和远大理想。

受篇幅所限，本文未能考察获奖者的基

础教育背景，但是这绝不是说基础教育对他

们的成长成才并不重要；恰恰相反，笔者认

为，基础教育对于人才的成长是至关重要

的。袁隆平、王选等都回忆曾经接受过良好

的基础教育，而且谈到一些对自己成长影响

很大的中小学教师。正如王选所说，中小学

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如果受

到良好的教育，会为大学学习和日后取得成

绩打下扎实的基础。［5］

（三）名师影响

中国有句古话叫“名师出高徒”。数学

大师陈省身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四个正确：

姓名

吴文俊

袁隆平

王 选

黄 昆

金怡濂

刘东生

王永志

叶笃正

吴孟超

李振声

闵恩泽

吴征镒

王忠诚

徐光宪

谷超豪

孙家栋

师昌绪

王振义

吴良镛

谢家麟

郑哲敏

王小谟

张存浩

程开甲

学历

博士

本科

本科

博士

博士

本科

本科

博士

本科

本科

博士

硕士

本科

博士

博士

本科

博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交通大学

西南农学院

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中央大学

清华大学

莫斯科航空学院

西南联合大学

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医学院

山东农学院

中央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医学院

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

西北工学院

震旦大学

中央大学

燕京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北京工业学院

厦门大学

中央大学

浙江大学

硕士

浙江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北京大学

美国密苏里大学

美国匡溪艺术学院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南开大学

美国密西根大学

博士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机研究所

美国芝加哥大学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苏联莫斯科大学

美国圣母大学

震旦大学

美国斯坦福大学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英国爱丁堡大学

留学国家

法国

英国

苏联

苏联

美国

美国

美国

苏联

苏联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表2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高等教育经历

注：以上资料来源于获奖者的自传、回忆录、报告、传记、采访和新闻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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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去到了正

确的地方，找到了正确的老师。［6］通过对 24

位获奖者的传记等资料进行分析，笔者发现，

这 24 位获奖者除袁隆平一人相关资料不详

之外，其余23人无一例外都在回忆时谈到在

他们的求学生涯中有过师从名师的经历。（见

表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对获奖者影响最大

的名师大多是他们早年读大学时候的老师，

或者是读硕士、博士时的导师，或者是一起共

事过的合作导师。当然也有部分获奖者的影

响最大的老师中有中小学阶段的老师。总的

来说，这些对获奖者影响最大的老师大多是

本学科领域的带头人、知名学者或者专家院

士。获奖者大多因为这些名师的指导帮助和

熏陶影响从而进入了他们日后取得重大突破

的研究领域。如爆炸力学专家郑哲敏本来是

学机械的，在“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先生的

影响下，将研究方向转向力学，后来又在“中

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指导和帮助下创立了

中国力学研究所，开创爆炸力学专业，为爆炸

力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7］吴孟超正是因为有“中国外科之父”裘

法祖的指点和建议，才开始进军中国薄弱的

肝脏外科研究，最后成就了他“中国肝胆外科

之父”的美名。［8］

名师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到底有多

大影响？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曾说

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才能获得诺贝尔

奖金，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9］。美

国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也曾在调查报告

中提到，在美国92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之中，有46人曾经在前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的手下当过学生或者做过晚辈合作者。［10］我

国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在接

受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

学奖”的即席讲话中对老师们的教诲感激不

尽：“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皆与老师

教育密不可分。”可见，师从名师是影响人成

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名师不仅具有敏

锐的眼光和洞察力，善于发现学术前沿问题；

还慧眼识才，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总的

来说，名师对一个人成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 学术研究上的指导和帮助

一方面，名师大多是本学科领域的带头

人或者知名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上，他们视

野开阔、判断力和鉴赏力极强。马建光教授

认为：“敏锐而深远的科学眼光是大科学家成

就事业的特质。它可以清晰地洞察前沿，准

确地预见未来，科技名师往往重视培养学生

的这种眼光”。［11］另一方面，名师在学术或者

科学研究中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和独特的方

法。在学术研究上可以指导和帮助学生探索

正确有效的研究方法，从而避免走弯路，甚至

可以指导学生走“绿色通道”，顺利搭上“直通

车”。当吴孟超向老师请教时，裘法祖以其远

见卓识建议他进军中国非常薄弱的肝脏外科

研究。吴孟超始终坚持走老师所指的道路，

最后成了“中国肝胆外科之父”。郑哲敏曾回

忆老师钱伟长对他的三大重要影响：一是使

他从此确定了研究力学的道路；二是钱伟长

表3 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影响最大的老师

获奖者

吴文俊

袁隆平

王 选

黄 昆

金怡濂

刘东生

王永志

叶笃正

吴孟超

李振声

闵恩泽

吴征镒

影响最大的老师

陈省身、埃瑞斯曼

汪泽涵、陈明德、丁石孙

吴大猷、莫特、玻恩

钱伟长

杨钟健、侯德封、李四光

钱永耀、钱学森、
V·P米申

涂长望、王淦昌、罗斯贝

裘法祖

冯兆林

时钧

吴韫珍、
张景钺、李继侗

获奖者

王忠诚

徐光宪

谷超豪

孙家栋

师昌绪

王振义

吴良镛

谢家麟

郑哲敏

王小谟

张存浩

程开甲

影响最大的老师

赵以成

C.D贝克曼

苏步青

钱学森

M.柯恩

邝安堃

梁思成、
林徽因、沙里宁

班德、汉森

钱学森、钱伟长

孙树本

萨本栋、傅鹰、
蔡启瑞、时钧

束星北、
王淦昌、M·玻恩

注：以上资料来源于获奖者的自传、回忆录、报告、传
记、采访和新闻报道等。

—— 65



重视数学和物理等基础学科，对他影响很大；

三是钱伟长是当时有名的“进步教授”，积极

参与爱国学生运动，经常跟学生讲对美国社

会的认识，认为美国“虽有很多科学创造，但

都不能为人民所用”。［12］

2. 人格品质的影响和熏陶

爱因斯坦曾指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

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

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

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

认为的那样”。［13］确实如此。在对24位获奖

者的传记等资料进行分析时笔者发现，名师

在教给学生前沿知识和培养其能力的同时，

还通过言传身教对学生的人格品质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而这种人格的影响在学生的成

才成功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居环

境科学”创始人吴良镛谈到老师梁思成时曾

深有感触地说：“梁先生对我影响最深的，是

他对事业和国家的热爱，对专业的执着，对学

生的诚恳”。［14］正是在老师的影响和熏陶下，

吴良镛慢慢确定了自己毕生的理想和追求：

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

能诗意般、画意般栖息在大地上。［15］

（四）人生机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说的是社会机

遇对成功的重要性。“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

常有”，讲的也是机遇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作

用。古代如此，当今亦然。物换星移，时代变

迁，人生机遇依然是个人成才的重要的外部

条件。

吴文俊当年本不是陈省身的学生，由于

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他在同班同学赵梦养

的安排下认识了对他数学事业影响最大的陈

省身先生。他说：“陈先生把我吸收为中央研

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相当于陈先

生的一名研究生，在陈先生的指导下，我走上

了学术研究的道路。”［16］正是因为有了这么

一个机遇，吴文俊成了陈省身先生的学生，走

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吴文俊后来曾深有感

触地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一直是我的

引路人，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先生的

培养。与先生的结识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是

先生使我开始接触到当时方兴未艾的拓扑

学。”［17］李振声幼年家境贫寒，高二时被迫辍

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街上看到了山东农学

院的招生启事，还免费提供吃住，于是抱着试

一试的想法报考，结果顺利得中。［18］正是因

为这个大学的招生启事，使得李振声有了上

大学的机会，也就使得他以后可以在中国科

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他个人的人生历程得以

改写。王忠诚出生于贫寒家庭，举全家之力

供他上学，就在差半年即高中毕业时，因家里

确实困难不得不退学，回家乡当了一名小学

教师。一年后，他突然接到校长亲笔来信：

“回来吧，学校已决定破例让你免费就读。希

望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将来成为国家

栋梁之材。”真是喜从天降，王忠诚激动得热

泪盈眶，第二天就返回北平汇文中学。半年

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因家境困难，他选

择了食宿有靠的北平医学院就读。

机遇对于一个人的成才也是重要的方

面。但是，机遇只会青睐于有准备的人。应

该正确和理性地对待机遇，既不要遇到天赐

良机白白坐失，也不要守株待兔，盲目等待机

遇从天而降。关键要做到以下三点。

1. 准确地抓住机遇

机遇可以促进人的成才和成功。但并不

是机遇单个因素促使个人的成功。个人成功

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能否慧眼识良机，善于

捕捉并及时抓住机遇。机遇的出现往往有很

大的偶然性，并无规律性，也很难预见，往往

稍纵即逝。要平常就有所准备，创造某些条

件，待机遇一旦出现就能准确抓住；否则，再

好的机遇也会错失。

2. 充分地利用机遇

在抓住机遇之后，千万不要轻易放弃这

来之不易的机会。面对喜降之良机，要倍加

珍惜，积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一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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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的资源将机遇的价值最大化，因势利

导，使之成为成功的有利因素。

3. 适时地创造机遇

居里夫人说得好：“弱者等待时机，强者

创造时机”。一个人的成功与成才有偶然机

会，但偶然机遇被发现、被抓住却又绝非偶

然。机遇不常有，机遇随时有。不能宅在深

闺苦等伯乐，最后只能是“养在深山人未识”，

亦或“老死宫中无人知”。在某些特殊时期，

要主动出击，善于创造机遇，巧抓机遇。

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成才的内部因素

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发

展的依据。经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笔

者总结归纳出 24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成才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志

存高远的理想信念、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敢

于质疑的科学精神、坚持不懈的顽强毅力和

科技强国的爱国热情。

（一）志存高远的理想信念

大量事实证明，在事业上取得伟大成

就，对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都是在青少年

时期就立下鸿鹄之志，并为之坚持不懈、努力

奋斗的人。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上小学

时，校长为了鼓励学生成才，给同学们讲了许

多大人物的故事，使少年程开甲第一次懂得

了成才的含义，于是立志也要成为一个大人

物。程开甲上中学时，在图书馆看了大量著

名科学家的传记，被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

国的精神深深感动，于是萌发了长大也要当

科学家的理想。［19］正因为程开甲从小就立志

要当科学家，所以在求学生涯中他一直努力

学习、刻苦钻研，以科学家的素质严于律己，

最后终于实现远大理想，在核武器方面取得

了重大突破，成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并

且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可见，从小树立崇高的志向也是个人成

才的关键因素之一。远大的志向就像人生前

进的航船，会在人迷惘时指明前进的方向和

奋斗的目标，会在人消沉时提供前进的动力

和精神的支柱。但是个人的成才绝不仅仅在

于确立一个崇高的志向，一方面，必须有坚定

而执着的理想信念做支撑，这是实现远大志

向的强大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还必须刻苦努

力，矢志不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不论理想志向多么远

大崇高，都要通过实践一点一滴做起。

（二）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

经过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笔者发现，24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都有一个显著

的共同特征，即学习勤奋刻苦。这24位获奖

者，无论是出身富裕还是家境贫寒，无论是天

资聪颖还是天赋一般，都既不骄傲自满、安于

现状，也从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始终

如一地保持勤奋刻苦的态度对待学术和科

研，最后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重大的突破。

孙家栋在苏联留学期间，每天白天除了上课

以外，晚上基本上都在做练习，巩固当天学习

的知识，预习明天的功课，直到第二天凌晨一

两点钟。［20］由于他勤奋刻苦，最后以全优的

成绩获得了“斯大林奖章”。金怡濂在苏联留

学期间，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尽管每天回到宿舍已经精疲力竭，但是他仍

然坚持学习到深夜。他在苏联呆了一年半的

时间，连著名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没

有听说过。［21］

可见，在学习过程中勤奋刻苦的学习态

度最为重要。爱迪生说过，天才是百分之一

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百分之

九十九的汗水便是来自个人勤奋刻苦的学习

态度。大量事实表明，一个取得巨大成功的

人一定是个勤奋刻苦的人。因此，端正学习

态度，养成勤奋刻苦的学习习惯是个人成才

的重要保障。

（三）敢于质疑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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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强调，学贵有疑。疑是思之

始，学之端。在科学研究中，不迷信权威，敢

于质疑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只有敢

于质疑才能有新发现、新突破。王选曾说：

“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我们应该尊重权威并虚

心向权威学习，但是绝不能迷信权威而要有

挑战权威的决心和信心”。［22］“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在长期的亲身实践中得出结论：水

稻杂交有优势。但是他的观点与传统的经典

遗传学认为的水稻杂交无优势的观点相悖，

并且美国知名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的著作

以及哈佛大学的教科书中都指出水稻杂交无

优势。因此，当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的研究

课题时，遭到了一些权威学者的反对和嘲

笑。［23］袁隆平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他大

胆质疑，勇敢挑战，依然坚持将“水稻杂交优

势利用”作为科研目标，一心一意扎进了“水

稻杂交有优势”的研究中，最后终于研制成功

高产杂交水稻，在世人面前证明了自己的观

点，修改了遗传学权威理论，为全世界做出了

巨大贡献。刘东生在黄土的成因问题上，也

大胆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风成”和“水成”观

点的“新风成说”［24］，经过大量研究得出结

论，最后终于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认同。

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不迷信著名学者

和权威学说，敢于质疑，大胆质疑，是科学研

究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条件。

（四）坚持不懈的顽强毅力

大量事实表明，2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在整个人生奋斗历程中都拥有一种

坚持不懈的顽强毅力。正是这种坚持不懈、

锲而不舍的可贵品质使得他们在面对一次又

一次困难和阻碍时能够始终坚守初衷、不弃

不离，直至最后取得重大成果。王振义为了

找到使癌细胞“改邪归正”的诱导分化的药

物，带领自己的学生在实验室整整奋战了两

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尝试了无数种方法，

测试了无数种药品，付出了巨大心血，但结果

却是一无所获。面对毫无进展的实验，学生

们都变得焦躁起来，只有王振义内心仍然坚

定无比，不断地告诫自己的学生，科学研究最

忌讳的就是浮躁，清贫与寂寞常常是科学家

最好的朋友。要想搞好科研，做好学问，就必

须心存坚定执着的信念，就必须具有一种坚

持不懈的顽强毅力。［25］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长达八年的不懈探索，王振义带领学生终

于将“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急性早幼粒细

胞的结论确定下来了。袁隆平在“文革”中由

于多年试验没有出什么成果，多次受到打压

和迫害，使得试验用的非常珍贵的杂交幼苗

几度被毁。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恶劣的环境条

件，袁隆平没有放弃，也没有气馁，依然坚持

不懈地实践着自己认为正确并且有意义的事

情，最后终于取得重大突破，研制出高产杂交

水稻，为全世界吃饭问题和和平事业做出了

巨大贡献。著名发明家爱迪生曾指出：“伟大

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坚强的意志，不管

环境变幻到什么地步，他的初衷与希望仍不

会有丝毫的改变，而终于克服困难，达到预期

的目的。”

可见，坚持不懈的顽强毅力是个人成才

必不可少的特质。世上没有一个人干事业是

轻易成功的，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

拥有不惧困难、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顽强毅

力和精神，才有可能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

（五）科技强国的爱国热情

24 位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主要出生

在1916年到1938年之间，这一时期国家面临

内忧外患：对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对

外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在这样的年

代里，面对国破家亡的境地，加上当时受学习

外国先进技术热潮的影响，各位获奖者内心

强烈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纷纷立志学习

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国家的强大做贡

献。气象学家叶笃正当年就是带着对战火纷

飞、生灵涂炭的祖国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带

着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将来学成报效祖国的

坚定信念，踏上了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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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路。此外，更多的获奖者在国外取得学

位，完成学业后，不惜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和

良好的工作环境，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地

回到祖国的怀抱，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实

现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梦想。物理化学家

张存浩当时毅然放弃自己即将取得的博士学

位回到祖国工作。黄昆当年也是怀着振兴中

华、报效祖国的殷切心情，放弃了在个人科学

生涯中获取重大成就的宝贵机会和国外优越

的生活条件，满腔热情地回到自己深爱的祖

国。材料学专家师昌绪当年被美国司法部明

令禁止回国，但是他不屈不挠，坚持为回国而

奔走呼号，最后终于得以回国。临走前恩师

柯恩教授对他说：“你想回国如果因为职务

低、挣钱少的话我可以帮忙。”师昌绪谢绝说：

“都不是。在美国我无关紧要，但我的祖国需

要我，我是中国人，中国人需要我。”［26］这些

曾留学海外的获奖者都是在祖国最需要的时

候，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待

遇，回到祖国的怀抱，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爱

国是任何一个公民都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一

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

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

值奉献于社会。”［27］

三、结论

大量的事实和实例表明，一个人能成才

绝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内外因共

同作用的结果。从以上对 24 位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成才因素的概要分析，可以

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个人成才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

果，但自身努力是最重要的因素

张存浩认为，“一个人能否成才，主要取

决于自己的努力，但我们要努力创造成才条

件”。［28］这句话充分说明个人成才是内外因

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个人努力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是

事物发展的依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

用。一方面，当个人在某些外部因素中占优

势时，不能骄傲自满，因为个人外部条件再

好，如果不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到最后也不

会取得多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当个人在外

部条件不具备优势时，也无须怨天尤人，自暴

自弃。因为就算个人的外部条件弱一点，但

只要一直坚持努力奋斗，总有一天也能在某

一领域取得相应的成就。

（二）家庭背景并非成才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在于父母对孩子受教育的态度

24 位获奖者尽管大部分来自知识分子

家庭，但出身各不相同，有的来自书香世家，

有的来自破落的官宦之家，有的来自富裕的

企业主家庭，还有的来自贫苦农民家庭和普

通工人家庭。这些获奖者的父母有一个共同

点，即都认为知识是有价值的，只有接受良好

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成人成才，因此

把孩子的教育看得很重。即使有的获奖者幼

年时期家庭贫困，但父母都千方百计地让他

们接受更多的教育，使得他们从小就树立起

远大的理想。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家庭

因素对一个人在科研上的影响并不十分明

显，出生在书香世家的人，自幼受到良好教

育，基础扎实，视野开阔，从事科研有先天优

势；出生在贫寒家庭的人，勤奋好学，踏实肯

干，吃苦耐劳，这也是从事科研的有利条件。

家庭的作用对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性

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孩子的引导和对孩子受教

育的重视上。

（三）接受优质教育，获得名师指导，对

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

拔尖创新人才不可能自然天成，其成长

离不开良好的环境。中国秉承精英教育模

式，学而优者能进入高一级学校接受优质教

育。优质教育有多重含义。首先，能拥有更

优的学习资源，可以让学生使用先进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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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进入科研的前沿领域。其次，能与优秀

者为伍共同奋斗，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同侪压力最能营造出你追我赶的竞争氛

围，不甘落后者必然会在这种氛围中取得长

足进步。再次，能亲近优秀教师及学者，能获

得名师指导。大师的传道解惑，高人的指点

迷津，这些尤为重要，此所谓“近水楼台先得

月”。学术研究错综复杂，难免有时会碰壁或

者遭遇瓶颈，这时若有名师指点，就可能摆脱

泥沼，柳暗花明。大师之所以为大师，是因为

他们在某一科技领域驾轻就熟，对该学科了

如指掌，能准确预测未来趋势，并且乐为伯

乐，注重培养新人，以提携后学为己任，以发

现“千里马”为荣。

（四）善抓机遇可改变人的命运，但机遇

与成功总是偏爱有充分准备的人

季羡林先生根据他 70 多年的学术生涯

和体会总结出以下公式：天资＋勤奋＋机遇

＝成功。袁隆平曾开诚布公地说：我成功的

“秘诀”是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

遇”。［29］

古人常常有“怀才不遇”之说，就是说个

人极具天赋和才华，但是却没有好的机遇，遇

不到伯乐，得不到赏识和重用，从而无法施展

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当今的社会也同样如

此。机遇作为外部因素对个人的成才具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人人都渴望得之，但并非人人

能如愿以偿。机遇既难碰难遇，又难以抓住，

它具有偶然性，稍纵即逝。只有当个人平时

注重点滴积累，做好充足的前期准备，才能在

机遇来临时发现机遇，并及时抓住它。机遇

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而成功更是偏爱准备

充分的能人。因此，对个人成才而言，既要做

好充分的准备等待机遇，又要寻找恰当的时

机创造机遇。

（五）将个人主攻方向与国家和人民的

需要一致起来，更容易取得重大突破

袁隆平说：“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但科学

家是有祖国的，科学家的心中必须装着祖国

和人民。”［30］他还说：“‘发展杂交水稻，造福

世界人民’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今后我

还要更加努力，让中国的农业科技能为世界

和平、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31］程开甲说：

“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

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正因为这样的信

念，我才能将精力全部用于我从事的科学研

究和事业上。”［32］两位获奖者的话阐释了个

人兴趣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只

有两者结合，才能促进个人的成才成功。24

位获奖者用毕生的实际行动诠释和践行了爱

民之情与报国之志。的确如此，个人价值的

实现离不开个人的奋斗，而社会价值的实现

更是离不开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与支持。因

此，要实现自身价值就必须顺应国家和人民

需要的大趋势，得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

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一致起来，

个人才能在科学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做出

巨大贡献。

————————

参考文献：
［1］王舒. 风云人生——叶笃正传［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8. 5.

［2］［3］［4］［7］［18］［21］［26］王丽萍等. 科学人生：共和国60

年科技发展历程［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81、

246、156、149—154、246—247、189、93.

［5］［27］王选. 知识在于创新——我和北大方正的故事［J］.

今日科苑，2002，（9）.

［6］王 选. 科 研 成 功 应 具 备 的 要 素［N］. 光 明 日 报 ，

2005-07-07.

［8］张鹏. 吴孟超画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2.

［9］蔡聪裕，陈宝国.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统计分析

及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启示［J］. 中国高教研究，2012，（5）.

［10］哈里特·朱克曼. 科学界的精英［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140.

［11］马建光. 论“两弹一星”科技精英群体师承效应［J］. 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1）.

［12］李舒亚，王洋. 郑哲敏：爆炸力学家的家国情怀［J］. 人

民画报，2012，（4）.

［13］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39.

［14］黄涛.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成功的外部因素［J］.

发明与创新，2012，（5）.

［15］张 蕾. 吴 良 镛 的 追 求 与 情 怀［N］. 光 明 日 报 ，

—— 70



2006-02-06.

［16］胡作玄，石赫. 吴文俊之路［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2. 31—33.

［17］马晓岚. 吴文俊：先生是我的引路人［N］. 科学时报，

2004-12-06.

［19］熊杏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M］. 长沙：国防

科学大学出版社，2003. 12—17.

［20］王建蒙. 星系我心——著名航天工程技术专家孙家栋

［M］. 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09. 17—23.

［22］董贵成. 王选谈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J］. 自然辩

证法研究，2010，（10）.

［23］姜莹. 解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J］. 科学中国人，

2008，（3）.

［24］白晶. 就恋这把黄土——刘东生传［M］. 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2008. 69—72.

［25］陈挥. 走近王振义［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129—133.

［28］俞思变. 走近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化学

激光奠基人张存浩［N］. 人民日报，2014-01-11.

［29］袁隆平. 我成功的“秘诀”［N］. 光明日报，2011-10-31.

［30］袁隆平. 弘扬科学道德 塑造健康人格［N］. 人民日报，

2006-09-27.

［31］袁隆平. 让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N］. 光明日报，

2003-08-15.

［32］程开甲. 创新是科学的生命之源［J］. 神剑，2004，（1）.

Analyzing on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Success to 24 Winners
of the State Supre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Li Zuchao，Li Weiran & Wang Tian'e

Abstract：Analyzing on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those winners who win the State Supreme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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