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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教师与青年科学家
面对面探讨教育观念

本报记者 李新玲

山西吕梁地区石楼县东风小学教师郝

红梅， 一踏进位于北京科学院南路中科院
计算所的大门， 就禁不住对同伴说：“这回
到北京来，可真是开了眼界！”

郝红梅是来领奖的。她与另外9名石楼
县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获得了中国计算机

学会（CCF）评出的 “吕梁优秀教师奖励计
划”， 到北京观摩学习与交流9天时间。5月
底来到北京后， 他们已连续几天在北大附
中、北达资源中学及北大附小听课、交流。

吕梁优秀教师北京观摩活动是 “吕梁
教育扶贫项目” 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是由
CCF于2001年发起的一项社会公益活动，
目的就是利用学会的智力资源帮助吕梁的

教育发展。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员

袁晓如早早就来到会场 ，他是CCF“吕梁
教育扶贫项目”今年的负责人 ，很想了解
一下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到底需要什

么。
让袁晓如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来自贫

困地区小学的老师并没有过多提及校舍、
校园等硬件方面的差距，谈得更多的是了
解到的先进教育观念、先进的教学方式。

曹兆元是石楼县第一中学的美术教

师， 曾获得山西省首届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一等奖， 他看到北京中小学校园文化活动
非常丰富， 很是感慨：“我们当地还是太重
视分数，到了初三，美术、音乐、体育课都没
有了，学校没有一间艺术专业教室。我这回
到北京来学习的体会就是， 学校要转变观
念，要让学生全面发展。”

石楼县罗村小学梁挨应认为， 自己的
家乡与北京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学校的教学方式。他发现，北京的中小
学上课，老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二
是家长的观念。 北京的学生家长对孩子教
育很重视， 而家乡的农村学生家长习惯把
孩子推给学校。

针对一些老师提出的平时教学中没有

多媒体，在黑板上写板书浪费了不少时间，
不能提高教学效率的问题 。 在座来自北
大、 清华、 中科院的青年科学家并不太同
意这种看法。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孙毓忠
说自己的博士、 硕士中许多来自非常偏远
的地区， 上学时条件不好， 但是现在都发
展得很好， 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也只是教学
的辅助手段， 探索好的教学方式才是最关
键的。

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研究员

也是这种观点， 他曾多次带队到吕梁地区
支教。一次给一所寄宿制小学讲课，当地老
师提前打预防针：“山里的孩子不爱说话，
不爱提问。”可是在这节名为“讲爱的故事”
的课上， 杜子德让每个孩子讲一件发生在
自己身上、能够体现“爱”的小事。一个男孩
站起来讲了妈妈非常爱自己， 每两周回一
次家，妈妈都给自己买特别贵的香蕉吃，自
己没吃完，妈妈也舍不得吃，下次回家香蕉
都变黑了，还放在那里。说到最后，这个平
时不爱说话的孩子自己先哭了。 后来这个
孩子还唱了一首非常激昂的歌， 让老师特
别吃惊。

“老师就是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情感，
挖掘他们的潜力。 这就是好的教学方式。”
杜子德说。

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
教学技能创新大赛将举行
本报讯（实习生朱懋）日前，教育部

副部长郝平与东芝相关负责人佐佐木则

夫签署了 “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
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框架协议书。

据介绍，东芝公司与教育部合作，已
成功举办了2008年、2009年的“东芝杯中
国师范大学师范专业理科大学生教学技

能创新实践大赛” 和更名后的2010年的
“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
技能创新大赛”，全国共有40所师范大学
参赛。

此次大赛的宗旨是培养优秀的理科

教师，为中国科学的自主创新发挥作用。
同时， 框架协议书的签署标志着大赛级
别的全面提升，2011年度的大赛从6月份
开始，将率先在各个参赛学校的数学、物
理、化学三个专业的学生内进行预赛。预
计于2011年10月在华中师范大学进行决
赛。

教育部鼓励独立学院
转民办普通高校
本报讯 （记者李剑平） 6月19日，教

育部与江苏省政府联合举行无锡太湖学

院授牌仪式。经教育部批复同意，江南大
学太湖学院转设为无锡太湖学院， 为江
苏省首家由独立学院成功转制的民办普

通高校。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
波，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出席授牌仪式。

我国独立学院自1999年起步发展，
到2010年年底共有323所，在校生260万。
根据国家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到
2013年一批独立学院将与“母体”高校分
离，转设为民办普通高校，一部分独立学
院要撤销或合并， 一部分独立学院重新
规范后继续存在。今年，辽宁、黑龙江、山
东、湖北、江苏等省12所独立学院经教育
部批准后与所属公立院校脱离， 转设为
民办普通高校。

杜玉波在讲话中说， 独立学院在推
进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 突破
制约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方面担负着重要责任， 面临着难得
的发展机遇。教育部鼓励、支持独立学院
转型发展，在深化办学模式改革、满足人
民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方面
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

杨振宁：非议背后依然故我
本报记者 张 国文并摄

在有人猜测他已不做研究的时候，6月
18日，89岁的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在南开大
学向同行报告了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

究进展。 他修改了自己多年前一项理论的
不完备之处。

除了回答提问时须用助听器， 这位老
人留给听众的印象是思维之敏捷、 表达之
清晰不亚于青年， 虽然他上一年还大病一
场，进过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杨振宁说， 自己40多年前的研究涉及
了冷原子领域，但当时缺乏实验技术证实，
后来因故中止。近些年来，这方面的实验技
术有了很大进步， 自己多年前的一些工作
得到了证实， 于是又回到了这个领域。目
前，冷原子是物理学的热门领域之一。

2008年，86岁的杨振宁及其合作者发
表了一篇冷原子方面的新论文， 令同行惊
讶于他的学术活力。此后至今，他已陆续发
表了将近10篇论文， 放在年轻学者中也属
“高产”。

他不喜做寿，因为做科学
的人是“没有年纪”的

2011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
日至19日，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
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
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
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

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

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
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
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 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
大师陈省身， 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
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
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
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
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
人成为大学副校长， 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
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
林的话形容， 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
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
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 杨振宁自兰
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 他最初问陈先生该
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
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
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
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
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
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

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
被人看重， 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
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

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
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
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
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
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
林看来已不算小。 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
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
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 也不扩大， 不叫 ‘中
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 本次讨论会
不少大腕到场， 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
“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
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
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
示感谢”。

物理学家、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
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
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
为紧凑， 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
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
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 此语令与会者
不禁莞尔。

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

来是爱情的东西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站着讲完了自己关

于冷原子的新发现。 工作人员担心他站久
了腿会发抖，后悔未能预备一把椅子。更出
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
宁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
即兴发言，与人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最近
几年慢慢想通了”的困惑。人们原本猜测，
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离开。

在做完报告被主持人请下台之前，杨
振宁还主动询问听众有无疑问。会议间歇，
年轻的学生过来请教，他也耐心解答。

“很多人学问很大， 脾气也比较大一
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
林说，杨振宁是位尊重人的忠厚长者，什么
事都可与他辩论。

比杨振宁年轻19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
赵忠贤院士向同行感慨， 每次自己不想多
干，觉得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跟杨先生
谈过以后， 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影响
着自己，还得好好干。

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 美国科学院院
士朱经武形容，杨先生属于“天生有仙骨”。
国外有人称杨振宁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
学家之一，也有人说他在物理上是“建设性
的革命家”，朱经武则以物理理论的“炼丹
专家”来形容他，认为他就像拥有点金术。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
可以理解的。 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
物理学家， 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
爱情的东西。”朱经武说。

朱经武说， 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
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
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 另一种是不停
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
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
意见。

葛墨林说，杨振宁主张学术上的平等，
还体现在， 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
班，他都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
边谈。多年以前，国际会议用餐补助中外有
别，国人补助5元，外宾补助40元，吃饭时往
往隔着一道屏风。 杨先生坚持， 在南开开
会，无论中外，补助相同。

他因有约在先曾谢绝领导人宴请

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院士认为， 近年
来， 一些人对杨振宁有非议， 网上有种声
音，对杨先生的贡献讲得很少，有些甚至是
污蔑。

针对杨振宁的污名包括， 有人批评他
晚年回到中国，拿了高额报酬，故意说些好
话去取悦政府。例如，他赞美中国基础教育
培养的学生比美国更扎实， 批评的声音扑
面而来。

朱邦芬说， 杨先生接受东西方文化熏
陶，他确实是由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绝不
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讨好政府。

批评者未必知道，杨振宁曾在“文化大
革命”中，当面向周恩来总理直陈“中国政府
的片面的平均主义已经毁了中国的科学”。

“杨先生经常两头不落好。他不像有些
人，拐个弯让你揣摩体会。这是学术大师直
率的性格。”葛墨林说。

葛墨林定期向杨振宁报告南开理论物

理研究室的发展。有次，两人在北京约谈。
恰有某副部级领导去请杨振宁， 有位国家
领导人邀他赴宴。在场的葛墨林以为，自己
要谈的事情没那么紧要， 杨振宁应先见领
导， 谁知杨振宁却谢绝了来自中南海的邀
请，原因是“我已经有约会了”。

忆及此事，葛墨林说，杨先生仅因有约
在先就回绝了领导，又怎会曲意逢迎？

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说，在他最
需要的时候，杨振宁曾“伸出手来”，请他到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那年石
溪分校的名额已满，杨先生为他争取了额外
名额。他说：“杨先生一看到有什么科学前沿
的事情，就想到中国该怎么做。杨先生一方
面热爱祖国，一方面提携我们年轻人。这都
是我们的榜样，够我们学习一辈子。”

他的薪水分文不取

朱邦芬在南开大学讲的一件事情，令
在场的许多学者感到惊讶。 杨振宁在清华
大学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
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他还卖
掉了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 向清
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
分，也捐给了清华。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是杨振宁晚年

仿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创立

的。在杨振宁将精力转向清华之后，陈省身
两次让葛墨林给他带话： 清华高等研究中
心是你的“亲儿子”，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
是你的“干儿子”，两个儿子，你都要管。

据葛墨林回忆，杨振宁“管”得很细。从
1988年开始，南开的理论物理室办过7次讲
习班， 邀请的都是各个方向最有发言权的
科学家。因经费匮乏，要靠杨振宁从香港募
捐讲课费。

1992年， 为了南开主办的一场国际会
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考虑到大陆不
易换开百元大钞，他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
钞票，捆在一个包里带来。南开数学所的第
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杨振宁当时

购自香港，运到天津的，他还派自己的秘书
负责打字。 他甚至考虑到了外宾喝咖啡的

习惯，打算自带咖啡壶。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

包括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 东北师范大
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 都曾受杨
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

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
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葛墨林说，杨振宁做事不愿向人解释。
“杨先生率性而为，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
就是这么个人———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至
于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他主张“杨李之争”留给后人评判
科学史上， 亲密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

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决裂，一直为人关注。
与两位大师均有交往的葛墨林说，关于“杨
李之争”，杨振宁一贯主张，双方把所有资
料都公布出来，留给后人评判。

葛墨林说，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他们
在中国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1990年， 李政道先生在兰州大学发起
一个学术会议， 原定的会议组织者在外无
法及时回国，临时改由葛墨林领衔组织。葛
墨林当时在石溪分校访问， 遂向杨振宁表
示要早回国几日筹备， 杨先生建议他至少
要提前10天， 还帮忙出面向当时的东京大
学校长发出了会议邀请。

1979~1989年，李政道在中国发起“中美
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 （简称CUS鄄
PEA）”，一些中国学者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
这个计划，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些人不回来
谁负责”。有人去问杨振宁的意见，满以为他
会加入反对派，但杨振宁坦率地说：这些人
将来回不回国不能由李政道负责。这件事情
上我不能说话， 因为我就是出国没有回来
的。

他的生活得益于翁帆的照顾

在非学术领域， 外界对于这位物理学
大师最大的非议源于他82岁时与相差54岁
的翁帆结婚。

2011年，他们惊世骇俗的婚姻进入第7
个年头。葛墨林说，原本“说话刻薄”的一些
同行，现在也对翁帆评价很高。而他认为，
杨先生目前的健康身体， 跟翁帆婚后的照
顾绝对分不开。“翁帆绝对是有功劳的。”

杨振宁再婚之前， 葛墨林有次去清华
探望， 发现他穿着睡衣， 脸色腊黄， 发烧
39.3摄氏度。虽然杨先生告诉他，身体如有
问题会打电话求助，但葛墨林还是担心，万
一有危险而电话不在手边怎么办？

2010年9月，杨振宁突发高烧，陷入半
昏迷状态，说的话人们都听不懂，进了重症
监护室。葛墨林说，杨先生住院时，翁帆的
照料有目共睹。

近些年里，杨振宁已多次入院。葛墨林
说，翁帆对杨先生照顾很细，杨先生冬天出
门前，翁帆一定为他系上围巾。逛公园，走
十几分钟路，翁帆就坚持要歇一歇，找一块
石头，扫得很干净。

据朱邦芬透露，杨振宁、翁帆夫妇的共
同话题很多。参观美术展后，他们会分别找
出最喜欢的作品，再看与对方是否一致。这
是二人之间的小游戏。

杨振宁并非不知一些人对于他这段婚

姻的看法。他甚至曾与翁帆联名撰文，回应
一位香港女作家的批评。 在写给翁帆的诗
里，他称她是“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这一次，在南开大学，出现在人们面前
的杨振宁夫妇手挽着手。 这是他近年出席
公开活动常见的情景。 在校方为他举办的
生日晚宴上，他表示，自己虽然上了年纪，
但精神上仍然保持年轻， 也许这是自己对
翁帆有吸引力的地方。早在订婚之初，他就
对朋友这样讲过。

令葛墨林感到遗憾的是， 外界跟杨先
生没有接触的人， 总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
他，猜测他。而杨先生依然故我。

20世纪80年代， 杨振宁在香港出版了
一本文集，收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的一些谈话，有些地方对“文革”某一方面
的事物持赞成态度， 而他事后也发现了当
时的不足。 预先看到文稿的葛墨林劝他删
掉这些内容，不要引起误会。杨振宁却执意
全部发表。他说，自己就是要全都拿出去，
让人家可以了解杨振宁真正的心路历程。

本报天津6月20日电

新东方进军
青少年高端培训领域
本报讯（记者李洁言）日前，新东方

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迈格森国际教育中

心， 致力于为4～17岁的青少年提供以美
国常青藤教育理念为核心的一站式出国

培训课程。 这也标志着新东方开始正式
进入青少年教育培训领域。

新东方集团董事长兼CEO俞敏洪
表示，在高考进入高录取时代的今天，如
何帮助孩子在学好知识的同时， 对孩子
进行良好的品格教育和能力培养， 避免
因为教育的缺失造成的高分低能和价值

取向扭曲等现象， 真正让孩子获得比金
钱更有价值的“成功的品格”是家长、老
师和整个社会最重要的责任。 因此致力
于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优异学业成
绩和全球公民素养的青少英才是迈格森

国际教育最重要的使命。
正是基于这一理想， 迈格森国际教

育将塑造孩子成功品格这一常青藤教育

理念作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引入。 在迈格
森，不只是教授孩子英语知识，更多的是
提供一种全方位的英文学习体验， 侧重
孩子品格教育和能力培养。

据了解， 此次开业的迈格森国际教
育万通学习中心将是迈格森在北京的第

一家中心，年内还将在北京增开3～5家学
习中心，并同期扩展至全国多个城市。

中科院成立“青年创新促进会”

本报讯（记者雷宇）近日，中国科学院
宣布成立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中科院340名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成为首
批会员。

“青年促进会”旨在全面提升中科院35
岁以下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 领
导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 培养具有较高思
想品德、善于把握科技前沿、能够带领团队

进行自主创新的新一代学术技术带头人。
据介绍， 会员入会后每年将获10万元

专项经费资助，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研活
动、培训与个人补贴等方面。

“青年智则国智，青年强则国强，青年人
才决定未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
中科院将把握青年人才成长规律，了解青年
人才发展需求，不拘一格选用青年人才。

中科大“校友餐桌”：“大牛”校友与同学食堂论道
本报讯 （记者王磊） “回家了， 算是

‘家宴’。 来， 咱们边吃边聊！” 面对有些
拘谨的师弟师妹们， 李世鹏博士亲切地招
呼着。

近日， 刚刚参加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生论文答辩的微软亚洲研

究院副院长李世鹏博士 ， 又马不停蹄地
来到该校西区正阳楼学生餐厅 ， 和等候
在这里的学生见面 ， 吃学生餐 ， 聊家常
话。

李世鹏博士是应邀做客 “校友餐桌”
的第九位嘉宾。 据中国科大校友总会副会
长朱东杰介绍， 学校推出 “校友餐桌” 这
个新的交流平台， 邀请各个领域中的杰出
校友利用回校交流的机会， 在学生食堂和
同学们一起用餐 ， 以丰富学生的社会经
验， 扩充其人际网络， 增加对各个行业的
了解， 帮助其规划与发展职业。

“不设定议题， 也没有框框， 学生有
什么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问。 每次活动大
约1～2个小时， 期间哪怕学生只记住了一
两句话， 都有可能对自己的一辈子有帮
助。” 朱东杰说。

李世鹏博士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

长、 首席研究员及多媒体计算组主任研究
员 ， 今年刚当选为 IEEE Fellow （美国电
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 曾创造了中
国科大校史上至今无人打破的纪录———两

次获得中国科大最高奖郭沫若奖学金。 在
学生心目中， 他是典型的 “大牛”。

当天参加餐桌交流的一位女生表示：
“在微博上仰望师兄好久了， 没想到居然
有机会见到真人！ 心情超级激动！”

带着膜拜心情参加 “校友餐桌” 的同
学们纷纷发问： “微软亚洲研究院如何在
员工兴趣与公司发展之间保持平衡 ？ ”
“您是学硬件的， 微软主要做软件， 您如
何适应微软的工作岗位？” “招进来的女
员工， 你比较喜欢哪种类型的？” “您对
大学生创业怎么看？” ……

李世鹏博士认真地倾听着， 并结合自
身学习、 工作经历和体验， 给同学们一一
释疑解惑。

他说， 在研究院， 永远没有绝对的自
由， 做任何东西都得多少靠点儿谱， 与研
究院长期的或短期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同
时， 在公司大框架下， 任何一个领域都有
无穷无尽的课题可以去做， 要靠你自己去

发现 。 所以说第一你肯定要做有用的东
西， 第二要有能力在那么多可做的东西里
选择做哪个。

“我博士毕业时， 老师跟我说， 你不
要以为有专业了， 你实际上只是学会了怎
么样做研究， 而你的研究则刚刚开始。 这
句话我记一辈子。” 李世鹏说。

不少同学都知道李世鹏博士的新浪微

博 ， 很好奇地问他每天花多长时间上微
博。 李世鹏笑着说： “纯粹是碎片时间。”
他表示， 微博是一个很好的获取信息和与
人沟通的方式， 但一定要有度， 做事的时
候要放下， 不能全天耗在上面。 “虽然总
是在更新， 但都是利用碎片时间完成的，
完全是一种调节。”

据悉， “校友餐桌 ” 是根据该校bbs
上学生提议而打造的一个具有中国科大特

色的交流平台。 活动不定期举行， 每次活
动前都会在bbs上提前预告， 接受学生自
由报名。 今年4月推出后已经邀请到腾讯
公司副总裁、 首席科学家孙国政， 美国密
歇根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冰， 国家千人计划
教授赵政国等10名杰出校友和同学们共同
进餐。

6月18日，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及夫人翁帆在南开大学为其举行的89周岁生日宴会上。 当日， 30位院士在南开出席了
“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 杨振宁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工作。

港科大前校长：
大学榜排在后面无所谓
本报天津6月20日电 （记者张国 ）

香港科技大学前任校长、 美国科学院院
士、 休斯顿大学教授朱经武日前在南开
大学出席 “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 ” 期
间 ， 表明了自己对于大学排行榜的态
度。

最近， 英国一家高等教育调查公司
公布了2011年亚洲大学排行榜， 根据英
国这份排名， 内地上榜高校包括北京大
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上海交
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同济大学、 西
安交通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等。
不过， 朱经武的态度是： “排名是没有
什么意思的 ， 排在前面的话应该欣赏
它， 排在后面的话无所谓。”

在这份排行榜中， 香港科技大学首
次登顶榜首。 日本东京大学等名校名次
不佳， 前5位中有3所香港高校。 朱经武
曾在香港科大担任校长8年， 他对该校
这次排在香港大学之前， 也表示感到意
外。 他说， 按照此前的排名， 香港科技
大学在香港往往排在港大之后， 这一次
竟然排在前面， 很多人推测这跟香港科
大高等研究所的设立很有关系。 香港科
大高等研究所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 他
们虽属短期访问， 但是出去后变成了天
然的 “亲善大使”， 给该校增加了不少
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