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的工作

李政道与少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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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30026）

李政道先生对祖国的科教事业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因其诺贝尔奖得主的特殊身份，他得以多

次面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最高层

领导，当面就科教问题建言献策。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的建设、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

SPEA）的举办、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成立等一系列重大科教战略举措，都与他的

建议直接相关。他在1974年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

总理提出的关于参考芭蕾舞演员的选拔和训练方

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少年班创办的重要理论依

据，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科学人才

的选拔与培养。

一、李政道先生的具体建议

“文革”期间，李政道曾两次回国访问，对中国

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情况有了直观了解和

深入思考。当时，大学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对基础

科学人才的培养不重视。1974年5月，李政道偕夫

人第二次回国，在参观完复旦大学后，他对“基础科

学的训练比以前有相当大幅的缩短”①感到忧虑。

在参观上海舞蹈学院后，他从“舞蹈人员的选择和

训练”①中受到启发，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况，

写了一份《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的建

议书，就如何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大学之外，组织一组很少数的、以广大

民众中推选出来的、不脱离群众的、少而精的基础

科学工作队伍，来为人民服务。

……

做基础科学的人员不要多，但必须精。此外还

有两个要点：一、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必须经过一

段相当长时期的有连续性的培养时间。二、基础科

学人员能力发挥效率的最高峰，往往在年纪相当轻

的时候，20至30岁之间。因为有这两个要点，基础

科学人员的训练，是否应该在更年轻的时候，约 13

岁或14岁左右就开始？

……

选择做基础科学工作的少年人员似乎也可以

采取类似（指“舞蹈人员的选择”）的步骤：先请各农

村和各城市的学校，用全民性的方法，推荐出很少

数的、约十三四岁左右的且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当

然做基础科学工作者的条件和舞蹈是不一样。他

们必须有极强的“理解力”。他们也需要有充分的

“斗争性”和较强的“记忆力”。①

建议书对基础科学少年的选拔和培养也提出

了具体方案：

如何从由全民性被推荐的少年中加以选拔，不是

一个简单的问题（像以往的考试制度显然是错误

的），这选择主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初步考虑，

可能需半年之久，与这些少年共同生活，尽量充分了

解他们对各基本条件的能力，也同时指导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的思想和动态，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整个训练时期中，必须和群众有密切关系。

每天应有适当的时间劳动学习，每周末应用较长的

时间劳动学习，而每年中应有更长时间的劳动，使

之不断地向工农兵学习。这样才可彻底打破以往

的“象牙之塔的学者”的错误概念。在基础科学训

练方面的师资、课程和设备必须有极高的水平。对

学员的要求必须严格，动手和脑两条路都得走，尤

其是开始的几年，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每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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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得学，要学得精，根基要打得好。对应用科学

和生产亦得有适当的结合，但必须保存基础科学的

特殊性。①

关于撰写这份建议书的初衷，李政道在2005年

的《少年班的建立与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到：

我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培养基础科研人才的。

我建议，在中国要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

作队伍”。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势，我的建议不得不

先从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入手，又不得不从少年人

才入手。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够较容易地被接受，我

提出是否可以参考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方法，

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

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可以看出，我的建议的

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

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

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①

这份建议书的措辞比较慎重，比如，在培养方案

中多次提及“劳动学习”，可认为是李政道为使建议

更好被接受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劳动学习”是当时

“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只有强调“劳动学习”才符

合当时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见李政道的良苦用心。

写好建议书之后，李政道在5月20日请好友朱

光亚帮忙递呈给周恩来，并请周恩来转呈毛泽东。

5月 24日晚，周恩来会见李政道夫妇，参加会见的

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等人，陪同会见的有

钱学森、吴有训、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近 20人。在

讨论李政道的这一建议时，有人发言反对，不同意

从少年中选拔尖子进行重点培养的思路，强调“我

们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②在座的科学家们没有

明确表态。周恩来在最后发言中提到：“你说的完

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②在这次会后，

李政道又专门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

的补充说明》，系统阐述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

系，希望引起中国领导人对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重

视。5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李政道夫妇时说：“你

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②毛泽东的“裁

决”为这次辩论画下了句号。

虽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但这份建议在当

年却没有得到实施。李政道在 2005 年的回忆中

写道：

国家领导把我的建议交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去实施。从1974年5月我提出建议，到1978年3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建立，花费了四年时间。

那时毛主席、周总理已经过世，“四人帮”也已经垮台，

在邓小平和方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事情

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可见当时做事情有多艰难。①

在“文革”后期，中国科大确实想参照李政道的

建议在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一些探索与突

破，却因此遭到了批判。这背后的真相长期以来一

直鲜为人知。

二、依此建议中国科大筹办理科中

学遭受批判

1975年初，邓小平复出，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

作，着手对当时的局面进行全面整顿。中国科学院

（以下简称中科院）遵照邓小平“整顿中国科学院，加

强领导”的指示，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并

要求院属各单位积极汇报工作。③8月15日，时任中

国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副书记武汝扬、副校长钱志

道等人向时任中共中科院核心小组副组长李昌、王

光伟汇报学校现状，讨论学校下一步发展问题。汇

报会上，李昌建议中国科大办一所理科中学，他说：

科学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部分。主席同

李政道，总理同杨振宁，都讲过培养基础科学人员的

问题。理科中学想搞，这是有根据的，直接到科大。

科大办个试验性的中学，学生要从各地认真选择。④

9月26日，邓小平听取时任中共中科院核心小

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副组长李昌和王光伟关于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报告时，指示：

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学生

入学，不要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有错误，我

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

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③

在邓小平指示前后，9月11日、9月26日、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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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中国科学院先后三次召开中国科大发展问题

座谈会，要求中国科大尽快拟定《关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代拟稿》（以下简称代

拟稿）③。武汝扬回校之后立即组织起草小组，于10

月23日完成了代拟稿，以中科院的名义向国务院提

出了办好中国科大的七点请示，其中第六点就是

“关于试办理科中学”：

为适应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参照体育界、文

艺界培养人才的经验，我院拟责成中国科技大学试

办一所理科中学，使学生从中学起按照科学研究工

作的要求，进行自然科学理论的学习和技能训练。

理科中学的学生可从全国范围选拔招收，毕业后经

选择直接送入中国科技大学学习。⑤

然而很快政治风向就发生了变化，从 1975 年

11月开始，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代拟稿被批判，试办理科中学被认为与“教育革命”

的路线相对抗。⑥

试办理科中学是“文革”期间，中科院和中国科

大提出的一份从中学开始加强基础科学人才培养

的方案。从当时讨论的情况和方案的具体内容中，

都可以明确看出其深受李政道建议的影响。这份

方案即李政道所说的“国家领导把我的建议交给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实施”的具体规划。但非常遗憾

的是，这样的方案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行不通

的，短短一个月内就被扑灭在萌芽状态。

三、受其启发中国科大少年班开花

结果

中国科大试办理科中学的设想在当时没有机

会实行，但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人才选拔和培养的

思想却像一颗种子播撒在中科院和中国科大这片

“生长”科学的“土壤”里，一旦条件适宜将会再次破

土而出。两年之后，政治形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

化，这颗种子以另外一种形态生长出来。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之际，人

才成了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快出人才，早出成

果”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愿望。1977年 9月 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在

随后的几个月内，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纷纷给国家科

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中科院和各地科

技领导部门写信，踊跃向国家提建议、献成果、推荐

人才，仅中科院每天就收到人民来信二三百封。⑦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科委主任、中科院

副院长的方毅，是邓小平抓科教工作的主要助手，

他工作作风细致踏实，对信访工作非常重视，常对

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作出批示。邓小平曾说，抓科

学和教育，关键是人。方毅坚决执行邓小平指示，

十分重视选拔人才的问题。⑧在方毅的积极推动

下，中科院将破格选拔人才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快

出人才、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重要措施，中科院

下属单位根据院领导的批示破格录取了一批自荐

求学者。中国科大少年班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应运而生。

1977年 10月至 11月期间，至少有三位聪慧少

年被推荐给中科院并得到方毅等领导的批示。他

们分别是 13 岁的宁铂、14 岁的牧青和 15 岁的沈

宇。在收到方毅等领导的批示后，中国科大积极落

实，于11月19日至12月底“派出学植丰富的教师去

有关省、市，对被推荐的智力超常少年进行调查和

考核”⑨。在这三人中，宁铂因年龄最小，面试时在

围棋、中医诊脉和即席赋诗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

能力，颇具“传奇”色彩，因此在1978年1月6日被国

家科委与中科院联合主办的《信访简报》第九期专

文报道，从此成为媒体笔下的“第一神童”。关于宁

铂的举荐与考察，已为媒体广泛传播而被大众熟

知，本文在此不做赘述。

对三位“神童”考察结束之后，中国科大开始考

虑如何对他们进行妥善安排。在当时，对于破格录

取的年龄较大的青年，一般都是直接安排他们进入

相应的大学本科班或研究生班学习。但对 15岁以

下的少年，中国科大相对更加慎重，为此专门开会

进行研究。1977年 12月 22日，以时任党委书记武

汝扬任组长、党委常委徐文英任副组长的中国科大

招生领导小组召开工作会议，其中一项议题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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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三位少年的安排方案。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认为沈宇基本掌握了

高中知识，宁铂和牧青的基础则不太牢固。针对这

种实际情况，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参照当时复旦

大学的做法进行函授补习，二是招进学校办预科

班。武汝扬当即同意了第二种方案，原因是预科班

“像理科中学”。*

1977年 12月 30日，武汝扬等人到北京向时任

中科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科大第一副

校长的李昌汇报工作，提出了办预科班的设想。

1978年 1月 16日，中国科大向中科院正式呈交《关

于试办预科班的报告》：

……为了加速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根据

方毅同志“可以破格录取”的指示精神，拟于今年招

收二十名左右智力非凡的青少年，试办预科班，预

科班用半年左右的时间着重补习中学基础课，然后

经过考核进入我校本科学习。在大学本科着重学

习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和外语等基础课，

两三年后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特长分配到有关

专业学习，并参加科研活动，对于成绩特别优秀者

可以提前报考研究生。

预科班招收政治思想好、有志于自然科学研

究、有培养前途、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

青少年，年龄一般不超过十五周岁。⑩

这份报告很快得到李昌的批示。1978 年 1 月

27日，中科院正式发文《同意你校试办预科班》，批

准了中国科大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国科大开始

预科班的招生，通过群众来信来访、招生人员摸底

了解以及各地教育招生部门的推荐等途径在全国

范围内寻找优秀少年，之后派出招生老师到考生所

在地进行笔试和口试考察，最终录取了 21名学生。

这是我国高校自主招生的先行先试。预科班在开

学前夕改称为“少年班”，作为官方名称使用至今。

1978年3月8日，中国科大少年班开学。

第一期少年班为预科班，半年之后少年班学生

分入各专业。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发文同意中

国科大继续招生，要求中国科大自行组织少年班招

生考试及录取工作。中国科大在第二期招生时实

行了统一且严格的选拔标准，在开学时向教育部申

请将少年班学生转为本科性质，现在意义上的少

年班由此成型。

从理科中学到预科班，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人

才从小选拔培养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科院和中国

科大的相关领导，李昌1975年建议中国科大试办理

科中学的想法直接与此有关，而试办理科中学的想

法又直接影响了 1977年底武汝扬作出试办预科班

的决策。由此可以认为，李政道的建议影响和推动

了少年班的创办。

少年班成立之后，李政道非常关心少年班的发

展和少年大学生的成长。1979年4月19日，李政道

(a) (b) (c)

图1 中国科大关于试办预科班的报告(a)、中科院关于同意试办预科班的批文（首页，(b)）和教育部关于少年班招生的通知（首页，(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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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科大讲学，与少年大学生座谈，并为少年大

学生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1983 年 1 月 27

日，少年班创办五周年之际，李政道题词：“人才代

出，创作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1984年5

月 2日，李政道再次来校讲学，与少年大学生座谈，

并称赞：“这（少年班）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少见

的，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1987年 12月 6日，李政

道提前为少年班十周年纪念题词：“代代出新人，英

雄在少年。祝科大少年班十周年纪念。”

少年班的创办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轰动，受到

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与支持，激励了一代青少年尊

重知识、崇尚科学、努力学习。为了办好少年班，中

国科大不断总结经验，开始了一系列教育试验，对

少年大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进行研究，

不断将成功经验推广至普通本科生培养中。少年

班成为中国科大名副其实的教育“试验田”，也是我

国最早的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项目。2008

年 12月，中国科大在少年班创办三十周年之际，将

少年班升格为少年班学院。少年班的办学规模从

小到大，办学方针也从面向早慧少年的特殊教育拓

展为面向优秀青少年的英才教育。少年班学院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有国内外科学院、工程

院院士，也有感动中国的“时代楷模”。历届毕业生

到国内外教育科研机构继续深造的比例达80%，很

多人在国内外著名学府、科研机构中脱颖而出，成

长为国际一流的科学家；也有很多人在信息、金融、

制造等行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经济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政道先生在 47年前提出的以

少年人才为突破口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

类人才”的愿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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