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拘一格育人才 

李国杰 

55年前（1957年），我从邵阳市四中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邵阳市二中，成为高

27班一名常坐第一排的矮个子学生。当母校110周年校庆之际，回首往事，心中既

有对母校培养教育的感激之情，又有对如何办好中学教育的深刻反思。  

在别人眼里，我现在是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头上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过去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光环。我曾想过，我身上

的学者素质与高中阶段的学习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至少有两种素质是在二中读书时

养成的。一是好学求知精神，二是要真正理解基础知识的学习态度。 

二中历来是邵阳的读书人向往的“学府”。我进二中时还是一个14岁的孩子，但

从初中开始在心中燃烧的求知欲望越发不可收拾。初中时主要看各国的民间故事，

也开始着迷于泰戈尔的“飞鸟集”中似懂非懂的诗句。到了二中，不但像其他同学一

样读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流行小说，而且收罗了巴金、冰心、老舍、张天翼

等作家的所有小说散文，一本接一本的阅读。比如有一学期专门读巴金的小说，不

仅读大家熟知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还包括一般同学不知道的长篇小说“火”

等。当时我国出版的西方名著很少，只能借到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小说。从托尔斯泰、

普希金、屠格涅夫到西蒙诺夫、肖诺霍夫，几乎所有能借到的苏联小说都读了一遍。

我读小说的重点不是关注情节，而是为了提高文学修养。在以后的坎坷生活中我交

了不少文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朋友，可能与这段经历有关。 

当时二中科学馆楼上的图书馆并不大，但课间休息时图书馆的窗口总是围着一

大堆学生在借书。上世纪50年代，我国出版的课外参考书和科普读物极少，但苏联

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的一套丛书“趣味物理学”、“趣味力学”、“趣味代数学”、“趣味几

何学”，“趣味天文学”等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后来报考北大物

理系都是受“趣味物理学”的影响。我也读过解放前出版的“科学概论”，其中关于数

理逻辑的有趣悖论，为20多年后引导我走上研究人工智能的道路埋下了种子。读书

成了我一生最大的嗜好，我要感谢二中培养了我喜欢读书的本性。 

二中的老师水平很高，给我上过课的有伍东白、杨秉礼、黄骏、谢树棠、刘程、



王香耕等老师，其中有些老师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解放初期人才奇缺的时期，

他们能安心在一个小城市的中学当老师，真是难能可贵。黄骏老师虽然没有上过大

学，但数学概念讲得清清楚楚，这为我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高中学习时

我就注意要真正理解各门课程讲授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而不是满足于解题方法。

记得高三时学校举行一次物理竞赛，只有一道题目，既涉及抛物线运动，又涉及电

磁感应，从其他书中不大可能见到这样的题目。基于对基础知识的透彻理解，我以

最高成绩获得第一名，奖励了一只钢笔。1960年我参加高考，物理考了满分100分，

我想如果不将物理课的基础知识谙熟于心，可能难以有这么好的成绩。在二中形成

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我一直带到北京大学和出国留学，使我终生受益。 

青少年时期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1968年北大“复课闹革命”时，研究理

论科学的学者已威信扫地，很少大学生已不敢学习与理论研究有关的专业，我还是

坚持报了理论物理专业。但坦率地讲，我的天赋、家庭背景和中学教育并没有造就

我成为大科学家，文革十年的动乱更使我失去了可能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宝贵青春

年华。近20多年来我能为国家做出一点点成绩，主要是靠时代的机遇和我领导的团

队的顽强拼搏。如果说我个人有什么贡献的话，主要不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而是

为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精力。2005年，美国权威咨询机构

Hudson 研究院给美国国会的重要报告中，例举了三个中国自主创新的代表性成果，

其中两个（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和龙芯CPU芯片）都是由我领导的中科院计算所完成

的。完成这两项艰巨的任务都需要对所选定的事业有百折不饶的毅力，而形成这种

不畏艰难、不怕挫折的性格可能与我高中阶段的特殊经历有关。 

我的三年高中生活是在国家执行极左政策的困难环境下度过的。刚进二中不久，

在邵阳师范教书的父亲就被错划为右派，我一下子成了“黑五类子女”。由于父亲的

工资减半，难以负担一家四口生活和我两兄弟的读书费用（我母亲没有正式工作），

因此我在二中读寄宿几次被通知“停餐”。最让人伤心的一幕发生在高考之前，学校

按每个学生的家庭出身将毕业生分成四类，第一类可录取军事院校和重点本科，第

二类可录取一般本科，第三类只能录取大专，第四类则不予录取。高考之前，每个

人的命运就已经确定。我1960年的高考成绩也许算得上“高考状元”，但是，因为被



划在第三类，只能被尚在筹建中的湖南农业机械化学院录取。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

的做法我国的元朝实行过，没想到700多年后还降临到我的头上。一个国家能否正

常健康地发展，最起码的条件是人人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机会不公平是最大的不

公平，如果由于法规政策造成对部分人的歧视，这个社会一定会埋没人才。现在党

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很多政策都在努力使全国人民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我年轻时受

过多次极不公平的打击，文革中北大毕业时又一次被“扫地出门”。人生的多次重挫

锻炼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后再遇到什么“委

屈”也就是“茶杯里的风波”了。 

我在二中学习的三年正好赶上“大跃进”的年代，现在看来那时做的一些事有点

荒唐。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锤炼了我的吃苦耐劳精神，使我一辈子受益。58年11月

我们这批高二学生赶赴涟源支援大炼钢铁。我们每天割稻打谷十五六小时，深夜回

来两脚是泥，顾不得洗脚倒在地铺上就睡着了。当时有句名言：“洗脚不如洗铺盖，

洗铺盖不如横着盖”，因为横着盖脚露出来就不会弄脏被子了。我们曾到一个当地的

土煤窑挖煤，煤窑没有运煤的升降机，要靠人把70-80斤重的一大筐煤揹上来。坑道

很陡，大概有60度以上，揹煤的人整个身子几乎是横着的，几十米的竖坑道要靠一

只手撑着，一步一步撑上来。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我一个15岁的小孩怎么能干这

么重这么危险的活。超负荷的磨练使我再也不惧怕任何艰苦的工作。我写出这段历

史故事，不是主张现在的高中生也要干当时那样的重活，而是告诉现在年轻学生，

不管是体力上的“劳其筋骨”，还是脑力上的“苦其心志”，这种磨练是需要的。“庭院

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年轻人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应到大风大浪中去

锻炼。   

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墓。承蒙学校领导邀请，我回母校参观座谈两小时，看

到母校环境大为改观，学生数量也大大增加，十分高兴。座谈中谈到学生本人和家

长、社会舆论都很关注高考的升学率，特别是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我听后

深感忧虑。忧虑的不是二中进北大、清华的人数可能比不过长沙的重点中学，甚至

会低于其他县级重点中学，而是以考上重点大学人数为办学方向这根指挥棒可能会

贻害整整一代人。我在北大读了六年，接触过许许多多北大学生，从不认为北大的



学生多么优秀。多年的统计也表明，北大、清华的毕业生除了出国读硕士、博士的

比其他学校多一些外，对国家的贡献未必比其他学校强。办高中的目的并不只是为

重点学校提供生源，更重要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

公民。20年后，建设科技强国、经济强国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高中生身上。如果这

一批人只关心自己鼻子底下这一点事，只关心自己能否进个好学校，找个又轻松又

赚钱的好工作，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成为一流国家就十分堪忧。 

以魏源、蔡锷为代表的宝庆知识分子历来有忧国忧民的传统，年青一代应继承

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唯家庭出身和唯学历出身都是误国误民的政策，违背“人人享

有平等发展机会”这一基本原则。对二中过去的校友，不要以官衔职称论高低成败，

应多宣传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祖国为家乡做出重大贡献的校友，使在校的学生感到“行

行出状元”，“条条道路通罗马”。在结束本文时，让我对清人龚自珍的一首名诗做一

点修改，赠送给母校师生：“九州生气恃人才，齐捧名校究可哀。我劝母校树新风，

不拘一格育人才。” 

 

 

 



个人简历: 

李国杰，1943年5月出生，湖南邵阳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中

国科学院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工作于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89年被聘为研究员。1990至2000年被国家科委选聘为国

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2000-201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

长，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主要从事并行算法、高性能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发表了

150多篇学术论文，合著了4本英文专著，出版了《创新求索录》个人文集。 

主持研制成功曙光1号并行计算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和曙光2000、曙光

3000超级服务器，领导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高性能通用CPU。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    

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被选为九届、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现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信息技术和新兴产业专委会副

主任、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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