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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实践五十载，创新
培养全过程

——李政道育人实践初析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一、引言

一位在站博士后，刚刚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特别欢欣鼓舞，在博士后公寓中兴致勃勃地

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一名大二女生，在“䇹政基金”

的支持下，已经开始进入实验室参与前沿课题；而她

的导师正计划着课后带同学们参观最新的科艺作品

展……这样的情景真令人愉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有机会获得指导和资助，在学术的道路上迅速前进。

从博士后制度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CUSPEA

项目到䇹政基金、科艺基金,这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

身影——李政道。她和他或许从没见过李政道先

生，但是他们成长成才的一步步，却实实在在地受

益于李政道先生五十多年的育人创新实践项目。

二、全过程育人的先锋实践者

李政道，1926年出生于上海, 1946年获西南联

合大学吴大猷、叶企孙等教授举荐、同意赴美国留

学，1950 年获博士学位，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

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诸多

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1957年他和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

世纪 70年代开始，李政道回国访问讲学，五十年来

为中国人才培养事业献计献策，因时因地倡导设计

落实了多项卓有成效、利在千秋的制度、项目、基金

等，培养了大批高层次创新人才，涵盖了从中学、大

学、研究生、青年学者的各个阶段，堪称全过程育人

的先锋实践者。

图1 1984年，李政道和少年班同学在一起(照片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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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学生阶段：少年班为突破口

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访问，谈话中表达：

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必须重视基础科学；

要较早地培养年轻的基础科学人才，建立一支少而

精的基础科学队伍；交流是发展科学的重要途径①。

1974年5月19日，李政道抵北京。给周恩来总

理写信，即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参观

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这封信后由总理转呈毛

泽东主席。为克服祖国教育的危机，信中建议使用

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建立

一支基础科学队伍；建议从全国选拔一批十几岁的

孩子集中培养，达到能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水平，

然后再出国做一段时间的实践。李政道后来回忆，

“我实际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

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

常规的培养”。②

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第一个

少年班。

而今，少年班制度已经运行四十余年，毕业生

遍布学术、金融、高科技企业等各领域，涌现出很多

创新领军人物，这一传奇式教育模式在创新人才培

养方面，仍然具先锋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2. 本科生阶段：䇹䇹政基金的捐赠人

李政道教授及其亲属为了纪念李先生已故夫

人秦惠䇹女士,于 1998年捐赠私人储蓄建立“秦惠

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简称“䇹政

基金”。在䇹政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苏州大学、兰州大学、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与上

海交通大学六所高校，每年选拔优秀本科学生进行

基础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完成䇹政项目结业的学

生称为“䇹政学者”。按秦惠䇹女士在世时的意愿：

“䇹政学者”中的女性比例不应少于50%。

“䇹政基金”的宗旨是支持大学中优秀有志的

本科生，利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帮助他们创造条

件，进入实验室尽早参与科学研究，与工作在科研

前沿的科学家密切接触，使他们了解科学研究的本

质，培养对科学的感情，激发对科学的内在兴趣，获

得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的训练和经验，并鼓励交叉学

科的研究。

3. 研究生培养：CUSPEA学者的大家长

1979年5月，李政道在北京友谊宾馆讲授统计

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两门课程。授课为期两个

月，每日五小时。全国 33个科研单位、78所高校，

图2 1998年1月23日，“䇹政基金”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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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000余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参加听课。在当

时的科研条件下，能听到世界级科学家的授课，是

十分难得的。李政道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备课六小

时，上午上课，下午讨论，中午还和部分听课的同学

老师一起交流讨论。在此过程中，李政道发现，当

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只在国内举

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③，一部分学生的基础非

常好，如果能到当时世界先进的实验室、研究机构

进修深造，他相信会得到很大提升。奈何当时改革

开放刚刚开始，送他们出国留学的物质条件受限，

托福等语言考试也未在中国落地，只能开辟一条新

的道路。

时任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在讨论中提出，能否

在听课的研究生中选拔几位由李政道带到美国去

读研究生。李政道试着采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

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题目，对研究生院的少数研

究生进行了笔试和面试，为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五

名研究生，这些学生于 1979年秋赴美就读，他们学

习期间的费用，由哥伦比亚大学提供资助。同年12

月底，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考试。物理试题仍采用

哥伦比亚大学的题目，英文试题由中国教授命题。

他们的考试成绩非常好，该校又录取了三名。李先

生同时向纽约市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校作了

推荐，他们也从中录取了十名，同样提供资助。

1980年2月1日，李政道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工作，向

53所美国高水平的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

了二百多封内容相同的信。从那时起，CUSPEA

（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

cation），即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正

式全面地开始了。

十年时间，近千名中国学生通过此项目赴北美

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因为CUSPEA的制度和美

国入学制度完全不同，而且规模又不小，因此，在美

国的工作量惊人。李政道亲力亲为，投入了大量精

力在此项目上，成为CUSPEA学者口中亲切的“大

家长”。四十年倏忽而过，现在很多CUSPEA学者

已经成长为业界翘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创新，活

跃在创新前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中流

砥柱。

图4 1985年，李政道专程到洛杉矶参加CUSPEA代表团总结活动，

并在加州理工学院为代表团举行告别招待会，从右至左分别为：

吴塘（中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赵凯华（北大物理系原主任）、

张雪萝（中科院外事处）、王兆永（复旦大学物理系原主任）、

戈登伯格（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沈克琦（北大原副校长）、

李兆平（学生）、李政道、龚昌德（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等

图5 1990年5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正式成立，

李政道在成立大会上讲话

图3 历年䇹政学者交流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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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博士后阶段：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

议人④

从1978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981年国

内开始实施学位制度,1983年国内已有研究生获得

博士学位，此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也陆续

回国工作，如何妥善安排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

长为中国极需要的高科技人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983年和 1984年 5月李政道教授先后致信国

家领导人，建议借鉴国外培养年轻高级人才的经验，

在国内某些学术水平较高、科研条件较好的高等院

校和研究机构设立“科研流动站”。李政道提出，应

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将流动的优点

化成博士后制度整体的一部分，并就博士后制度的

基本实施模式，包括目的、组织、经费以及解决户

口、工资、编制、人事管理、住房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对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实施起

到了关键作用，1985年7月，国务院批准试办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从津贴、户口、住房几方面，解决博士后

的后顾之忧，使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成为筑巢引凤，加

速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的年轻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

5. 青年及广大基础研究人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项目的重要推手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 89名学部委员

致信党中央、国务院，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

学基金；1985年 7月 3日和 12日，李政道两次致信

邓小平，建议在中国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5

年7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要就设立科学

基金问题接见李政道。李政道先生再次面陈这项

基金的重要性，并设想勾画了未来国家科学基金机

构的蓝图。他说：从吸引国外优秀华人科学家回国

的角度看，要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对国内的科

学人才，要鼓励他们做创新性的工作，也要有基金

的支持。为此，李政道先生建议尽快建立国家科学

基金机构，并提出：基金应该完全用在自然科学的

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基金会必须要有

浓厚的学术意识，必须有独立性，不能隶属于现有

的任何国家行政机构。委员会成员应对基础科学、

应用基础科学有个人经验和全面了解。重视和加

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想法,方

针不能老改变，要稳定下来。

小平同志和其他在场的中央领导都明确表示，

赞成成立这样的科学基金委员会。1986年 2月 14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李政道担任名

誉顾问。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在经费比较拮据的情况

下，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的方针不动摇，基础研

究整体水平有了长足发展，很多资助项目均获得了

高水平的成果，像人类基因组、纳米材料、全球变

化、网络通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在国际同行中具有

重要影响的成果。同时，全社会对基础研究重要性

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培养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学

家，缓解了科技界人才断层的局面。⑤

6. 国际学者与国内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中
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与“海外青年学者归国

访问计划”

1986年夏，李政道在瑞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

问，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光召院士正好也在

那里访问。怎样让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中

国基础科学研究尽快赶上去，也是他们心中急切思

考的问题。李政道和周光召设想，是否可以通过国

际合作，在世界实验室⑥的帮助下，在国内组建一个

图6 1986年10月17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高能物理和

同步辐射分中心成立。前排左起为李政道和叶铭汉

（时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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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构，来促进中国科学界与世界科学界的交

流，加快最新信息的获得，建立相应的鼓励机制，促

进基础科学研究的恢复乃至快速发展。经过慎重

讨论，他们两人达成共识。于是，在周光召的鼓励

下，李政道提出建议，在中国也成立一个民间学术

机构，来承担这一任务。它由中国科学院和世界实

验室合作建立，任务是在中国创造一个具有世界水

平的、较宽松的、不受行政和学术流派干涉的、面向

科学新发展的研究环境，资助国内科学家进行前沿

性的基础研究，促进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之间

的联系和交流，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有世界

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一机构的名称就叫作“中国高

等科学技术中心”。

1986 年 10 月，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正式成

立，这是一个中外合作的民间学术组织，挂靠在中

国科学院，一直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30年

余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本着建立时所确定的

方针，举办各种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实施海外青

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提供计算机服务，发展协联

成员，聘请分中心研究成员，在沟通信息、加强交

流、资助研究、建立宽松的学术环境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显示了强大的活力。

许多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从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

心不断举行的高水平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上得到

最新科研信息，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在一系列国内

学术研讨会上，展示和交流了众多科研成果，推动

了有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很多科研人员作为中国高

等科学技术中心的研究成员和协联成员，得到可以

自主掌握使用的研究经费和资助，大大地改善了工

作条件和生活条件⑦。

为了使青年学者，特别是研究生在参加国际学

术研讨会中能受益，李政道还特别设计设立了两至

三天的“会前预备班”，请国内学者在即将举行的国

际学术研讨会前，讲授有关的基础知识，以帮助青

年学者尽快进入有关领域。这样做，使学术会议的

效果更为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李政道提出了实施“海外青年

学者归国访问计划”的倡议，邀请中国在海外学有

成就的青年学者回国，进行几个星期的学术访问，

请他们将国外最新的科技发展和他们本人的成就

介绍给国内学者，直接帮助国内研究生和博士后以

及有关学者，了解国际前沿研究工作的情况，与会

者对他们都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都能很好地介

绍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对国内有很大的帮助。

2021 年 6 月，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重新启

动，将为增进国际学术交流和推进国内学术合作与

交流做出更加杰出的贡献。

7. 高能物理专业人才:中美高能物理合作

1979 年 1 月，为推动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

展，促进中美科学技术交流，李政道和潘诺夫斯基

组织了第一次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邓小平同志接见

了美方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同期，邓小平访美，方

毅和美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署两国在高能物理领

域的合作协议，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正式开

始。这也是当时在中美高科技合作中最早的项目。

中美高能物理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委员会每年

轮流在中国和美国召开；中方在美国费米国家实验

室设立办事处，处理合作项目执行中的问题，采购

有关器材设备，管理中方赴美人员等。

1979年夏，李政道设立访问学者项目，中国派

遣近50位学者（后来称为李政道学者）赴美训练，后

来这些学者们成为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BEPC)的骨干。1979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中美

高能物理共计召开了38次合作会议，是改革开放后

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科学合作项目。

8. 大科学工程人才培养: 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世界八大高能加

速器中心之一，被聂荣臻盛赞为我国科学家继原子

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之后又一巨大成就。

加速器建设耗费巨大，中国确定加速器建设方

向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81年初，经过中美科

学家共同讨论论证，提出了建造 2×2.2 GeV正负电

子对撞机的方案，并初步得到了认可。1981 年 12

94



“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的工作

月，李政道再次向国家提出兴建22亿电子伏特正负

电子对撞机方案的建议，邓小平用连续三个再不犹

豫了，表达了建设的决心。李政道力主整个加速器

和探测器都在中国建造,认为买国外加速器根本提

高不了国内高能物理的科研实力。1984年 10月 7

日,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仪式

前,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对他在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工程论证中付出的艰巨劳动表示感谢⑧。1988

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1992年利用它精确

测量到的τ轻子质量新数值，被认为是当年国际粒

子物理实验中最重要的成果⑨。

除此之外，李政道先生还捐献了毕生收藏、手

稿、文献及旧居别墅给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李政

道图书馆，成为兼具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科技

馆、艺术馆功能的文化场馆，传播科学精神、弘扬赤

子情怀、培育创新人才的重要科普基地。

在李政道先生的倡议下，一个目标直指世界顶

尖的研究所（后被称为李政道研究所）也顺利筹建，

研究所将吸引最顶尖的科学家，形成自由探索的学

术氛围，帮助青年学者迅速成长，探讨类似玻尔研

究所高端研究新机构的中国化实践探索，历练一批

属于我国自己的顶级科学家，推动物理学及其交叉

学科研究的重大发展。

三、科艺交叉育人的践行者

1. 初创探索期：科艺交叉育人实践者

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访问，在北京就多次

询问吴作人、肖淑芳、李可染等艺术家的近况，后

来，在北京饭店会见吴作人和肖淑芳夫妇⑩，自此开

始了与祖国艺术家的友好往来。1987年开始，李政

道尝试科学与艺术融合创新实践，在CCAST举办

国际科学研讨会的同时，开展科学与艺术的交流创

作活动，邀请李可染、吴冠中、吴作人、黄胄、常沙

娜、华君武、袁运甫、刘巨德、鲁晓波等艺术家共同

参与，探讨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前后十余年，李政

道和艺术家们通过研讨会、科艺讲座、围绕科学主

题的创作，积淀了一批科艺佳作，集结出版大型画

册《科学与艺术》，在科学界和艺术界引起了强烈

反响，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20余家著名媒体报道

并高度评价，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技图

书奖等荣誉。

2. 稳定发展阶段：设立科艺基金永久基

金项目

李政道在2013年捐资建立“上海交通大学李政

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以下简称“科艺基金”），

他对基金成立后的工作方向有清晰明确的思考，将

基金成立后的宗旨定为三点：一是研究和讨论科学

（包括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工程和医学科学）的新

成果和疑问；二是用艺术表达各科学的基本思想、

发展、演变和最新成果；三是用艺术标识各科学对

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科艺基金依托于李政道图书馆，结合海内外高

校创新育人的经验和自身特色，每年都围绕一个科

学主题，策划举办科学专题研讨会及国际性的艺术

作品大奖赛，推动科学与艺术融合及创新，培养科

艺双修的创新型人才，同时带给公众美妙的科学遐

想和艺术享受。科艺基金立足高校，广泛开展科艺

融合创新实践并孕育出了系列成果，为促进学科融

合、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了新思路。

科艺基金自2014年起已成功举办了7届活动，策

划筹办展览、讲座、研讨会、作品大奖赛、主题画创作、

工作坊、科普教育系列活动等200余场，服务师生和

社会大众近20万人次，有共计90余所单位900余人

次参与科艺创作。2017年，与上海科技馆合作举办科

艺相通展览，至今已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巡展20余场。图7 李政道图书馆内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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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交叉育人不断深入，首创“上海交通大学

李政道科学与艺术工作坊”。至今，邀请科学与艺术

领域顶尖专家学者大师，为学员进行“一对一”“面

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辅导，四期共培育

学员百余名，学员专业背景多样，涵盖艺术、设计和

理学工学等专业。工作坊课程设计以理论和实践

为经纬，引导学员深入理解前沿科学主题，侧重设计

思想的互动交流，课程目标直接指向科艺作品的实

际创作，帮助学员提升技艺、开阔思路、增强学科间

了解、借鉴学习多学科研究方法，创作出更加契合

科学主题、更具创意的作品。同时，李政道图书馆

面向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系、建筑系、风景园林系等

院系开展科艺嵌入式课程，构建科艺交叉育人体系，

不断完善提升科艺交叉育人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四、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引领创新

育人范式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诸多成就，获得

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多种最高奖项荣誉，广为所

知；而作为一名教育家，李政道的人才培养的成果

丰硕，影响深刻，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CUSPEA学者英才辈出，众多顶尖学者，在学界享

有盛誉；“䇹政学者”远超千人，当年的“䇹政学者”

有些已经成长为今天的“䇹政导师”，而本科生参与

科研也日渐成为潮流所向；科艺基金，搭建了自然

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交叉创新的桥梁，科学家和艺

术家的交流碰撞，摆脱专业的桎梏，激发出创意之

作；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然成为各高校、研

究机构考核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

这样的影响和成效，和李政道先生育人实践的

范式效应密切相关。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

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的，属于科

学哲学概念。本文中借用范式的含义主要是指，李

政道五十年来倡导躬行的育人实践，实际上形成了

一种体系、框架，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为其他和后来

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

李政道先生倡导设计的各种育人项目，在一开

始，常常是以解决某个问题为目的的，但是因为其

流程规范、程序合理、成效显著，就被纷纷仿效，远

超最初的规模，获得远远超过预想的效果。

例如CUSPEA,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

项目，实施两年后，口碑非常好。受李政道的启发，

多林教授于1981年发起了中美化学研究生计划，丁

肇中教授于 1982年发起了实验物理研究生培养计

划，陈省身教授于1982年倡议并组织实施了赴美数

学研究生项目，等等。其中美籍分子生物学家、美

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Ray Wu)受启发，仿效发起

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amin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Program，简称 CUSBEA 项目)，

在中国选拔优秀学生赴美国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

生物学。该项目自1981年开始至1989年结束,先后

派出了 422名学生赴美攻读生物学科博士学位，为

中国培养了一批生命科学的杰出人才。

“䇹政基金”也有这样的示范带动效应。不同

于其他奖学金，“䇹政基金”不是奖励学习成绩和既

有成果，而是在基金实施过程中提供条件和机会，

促进本科生参与科研。“䇹政基金”的实施，让原来

只停留在上课考试的本科生，能够实地参与一线调

研实验，在研究中学习，在研究中筛选出有志于擅

长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让学生在最有活力和选

择主动权的时候，充分参与和了解学术之路的真实
图8 2018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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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的工作

情况。李政道先生多次强调：基础研究要抓住正确

的方向，要在研究中间来培养人才。更为重要的

是，要在他们年轻时，在他们富有创造力的时候，在

他们愿意献身基础科学研究的时候，进行认真的培

养。现在本科生参与科研愈发常见，不少学校以

“䇹政基金”为范本来设计落实本科生科研促进项

目，更多的学生受益其中。

五、结语

五十年来，李政道的育人事业不断扩展深化，

从全程育人的先锋实践者，科艺交叉育人的践行推

动者，到创新育人范式的引领者，李政道先生始终

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深刻而持续地引领推动科学人

才培养的发展进步。

本文的研究还有很多未尽之处，例如李政道先

生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强调基础科学

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出战略

的前瞻性，2020年强基计划开始在全国施行；李政

道先生对于面对面教学的重视，一对一师徒式培养

的强调，及科艺融通、增强人文艺术通识教育等理

念，极具研究价值，对今天的创新人才培养有着重

大的启示和参考。Ⅱ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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