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观点

  2015 年第 4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53 期

用热情与梦想，寻找独一无二的自己

—— 郑泉水教授答学生问

学生：您如何看待学习的广度与深度对于学术

研究的影响？您是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的？

郑泉水：我个人的建议，两者都非常重要，但

是需要有一个选择或者说侧重。建立深度是非

常难的，建立广度相对容易。知道很多信息，

就初步建立了广度。信息的重要性是能够了解

自己，我小的时候，很多事情不知道，所以我

只找到了深度，最后不得不寻找一条新路。所

以，要先去了解很多东西。但是，你也要清

楚，这只是了解，并不意味着你就建立了自己

的“独一无二”，而你的价值就取决于“独一

无二”。

所以，首先要花大量时间，建立自己的独

一无二；同时不断地探索、琢磨，这个独一无

二对不对。因为一开始的选择不见得是对的。

我个人认为，做事情不能太功利，真正的功利

就像巴非特说的“我想做这个事情，全身心投

入做这个事情，”成功是一种未知的事情。

学生：关于“一万小时理论”。如果不功利，

只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那么为了这一万个小

时，可能到最后工作都找不到，您怎么看待这

个问题呢？

郑泉水：这是一种选择。比如说做特别想做的

事情，但到最后工作都没找到，这个问题确实

存在。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哲学就是非常重视活

下去，这使得我们缺乏挑战，缺乏冒险，这也

是一种文化。但自己的路还是应该由自己来决

定。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关于哈佛

大学商学院的调研，这个调研跟踪做了几十年，

调研的问题就是：你们进商学院的动机是什么？

其中一千多人动机就是“我以后会变得非常有

钱”，还有一百多人“就是特别想做这件事”；

过了二十年左右，再去统计，有钱的一百多人，

几乎就是那一百多人。这就是说，做一件事情，

如果只是靠功利的目的，很难投入一万个小时，

很难不屈不挠地去做成这件事。所以我是非常

希望同学们能找到真心所爱，真的全力以赴地

去做。我个人的价值取向也是这样的。

学生：找出热情是一个辛苦而又痛苦的过程，

现在很多同学就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没有

具体的措施去帮助同学们挖掘自己的热情。您

认为学习是通过做研究来促进的，我是来自瑞

士学习班的，我一直非常崇尚您的说法，先从

某一个方向突破，然后再开始把其他的带动起

来。但是我发现，以前做一件事情很容易，现

在是越来越难了，不知道您认同不认同？还有，

怎样能有效地请一些老师或者专家，帮助同学

们做研究，并能促进师生间的交流？

郑泉水：因为我也带了很多研究生，我也能感

觉到很多同学有梦想，但是很迷茫，自信心也

慢慢地丧失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很多因素，

其中一个是学习的目的，上大学的目的是父母

让我上的，上清华的目的是光宗耀祖。其实只

是这样一个目的，这个是要特别的小心。

关于做研究，你说的非常到点，研究是越

做越难。但是这里有一个界定——做什么样的

研究。比如说做了一加一、一加二，我做研究

就是为了解决一加一，的确越来越难，这是一

种研究，除非有很大的创新突破，否则很难。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比如爱因斯坦，他抓住

的是什么？是一个新的领域，就看你有没有这

种敏感，去找到，会发现，会预判一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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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您举的例子不是很大部分的例子，清华

现在需要的是培养大部分，不是培养一两个爱

因斯坦。

郑泉水：你要自己去发掘，老师是为你创造一

个成长的环境，帮助你去发现自己，但不能只

依靠老师给你点拨，不能有这种心态。就像卢

瑟夫说过，没有人比你自己知道更知道你最终

想要什么。同学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头上”，

你去思考和提出问题，这样的话，老师的积极

性和介入度都会不一样。

学生：之前的土木学习，您觉得是浪费时间吗？

郑泉水：没有完全浪费时间，至少知道一个工程，

建立了一个概念，没有浪费时间。

学生：热情和团队暂时不能满足的时候，你会

做什么？

郑泉水：我会去尝试，试一万种、试一百种，

找出我最合适的。每个人大体上都知道自己擅

长什么，喜欢什么。比如我这个人兴趣非常广，

喜欢打球、画画、下棋、看小说，我喜欢很多，

但是我不能什么都去做。我也有很多不喜欢的，

比如唱歌，比如当官，这个我是真的不行，我

知道自己的短板，那个短板我就不去做它。一

个人能不能把自己 70%到 90%的精力放在自己

最擅长的地方，并坚持把最擅长的事情做好、

做实、做大，这就是选择的基本原则。

学生：热情和条件，如果你最有热情的地方无

法满足你成功的条件，你会如何选择？

郑泉水：所以没有一样成功是一下就做成的。

例如卢瑟福，他并没有要求学生们都在他的实

验室，他认为这个学生的梦想很好，他会建议

他到其他的实验室，因为那里能提供更好的实

验条件。你一定要做实验，但是你一个实验室

都没有，你怎么做实验。所以，你可以考虑换

一个地方，不见得一定要到清华。为什么一定

要到清华呢？我不是说清华不好，只是清华未

见得就是最适合你成长的地方，这个就是选择。

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如果你是为别人而活，

会大大地影响到你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所以条

件是非常重要的。

（本刊记者刘丹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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