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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准备开题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么一件事:平时总是抗议

政府还是业主还有大众，目光短视，搞建设不知道要事先规

划，甚至建筑也不设计就开始挖地盖房子，结果总是人无远

虑必有近忧，事情干得千疮百孔。 可是想起我们的博士生们

（硕士生就不说了，因为我觉得眼下的方向，硕士本科化逐

步实现，硕士已经没有学术性可言了）的学术研究，很有一

批是根本没有什么事先规划的。按着清华博士教育苍白的学

制、课程，跌跌爬爬，不能按时毕业的、论文不怎么样的大

有人在(我就是不能按时毕业的那一类）。至于能否具有真正

的学术素质，天知道。 说来惭愧，在清华读建筑第九年了，

也是在第八年上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都糊涂着，跟着中国惨

白畸形的教育制度一步步快熬到国人眼中的学位顶峰，才发

现自己还在瞎蒙。今天写这篇文章，为的是整理自己，顺便

提醒一下学弟们。 清华的教育号称一流本科二流硕士三流博

士，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追究起来，其实应该说

整个清华的教育制度和方法都是二流，只不过本科要求低，

博士要求高，在教师和学生依靠自己的个人拼搏程度一定的

情况下，显得本科比较牛，博士比较差，如此而已。清华有

能培养个别大师的个别教授，但是没有培养一群大师的可靠

办法。按俗话说，这叫“望天收”。 简而言之，对于一个愿

意投身学术的人来说（我以为做博士的意义主要在此），学

术绝非几年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 要搞学术，必须以一



生长度来规划你的学术历程，越早越好。 规划未必能实现，

但是不规划就只好看rp了.呵呵，靠rp当大师，你觉得难度比

手工制造原子弹如何？ 2 健全知识 早年清华还是综合大学的

时候，就有学者疾呼不能培养半个人的学生。这里说的是人

文素养。有人说学术的境界，有“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

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知道－知道自己知道”这四个阶段

。要我说第四个阶段不可能，正常应该在2、3阶段间循环。

而多数人，显然在第一阶段。中图分类法把所有的知识书籍

分成“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总论、***、法律、军事、经济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

、地理、自然科学总论、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测

绘学、地球物理、气象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

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林业、水产渔业、工业技

术、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综合图书”37个大类

无数小类，问问自己都了解过哪几门？ 人文知识的意思，是

说这是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所应该有的知识。这时还谈不上学

术。清华变成工科院校以后，确实严重的缺乏人文素质教育

。我曾经羡慕国外大学生首先就要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概论，就可以有健全的知识根底。现在想来可笑，全面的素

质教育，显然是要通过一个健全的教育制度来实现的，而不

是一两门课。很多学生进大学发现不喜欢专业，这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的父母和中学老师一般也都弄不清楚那么多专业

都是什么个东东，到社会上又从事什么行业。这样盲目乱撞

能选对专业么！ 所以说，人生的大多数困难来自于缺乏知识

（天赋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说） 有人能挣钱当老板，让技术人

员给他打工，是因为他擅长赚钱的知识；有人能当官（贪官



暂不计），是因为他有当官的知识。有人说那是靠经验啊！

其实经验，正是科学要把它变成知识的。现代科学是经验科

学，这是我不小心学了一门关于科学哲学的课才知道的。人

类总是把一切归纳为知识存起来，你需要了解的是这些知识

的全体。人生的经验大多数都被归纳了，很多东西你以为是

经验，其实都有专门的学科已经研究过了。虽然有些知识是

秘密的，比如统治人的知识，坑害人的知识。有些经验也很

难被归纳，但是已经归纳了的至少要知道吧。 新生常常迷惘

，其实不必迷惘什么。大多数人还没有资格迷惘，他们只是

无知而已。等你把相关已有知识都了解了，你才有资格对那

些真正困扰人类的至今无法解决的问题产生迷惘，比如生与

死，物质与精神什么的。 规划是一门专门的知识。很多人不

会学习，是因为他们连做人可以学什么、应该学什么、适合

学什么都不知道。管理规划自己就是一项基本的知识。啥都

不知道就直接扑进某一项具体的知识技术里扑腾，那就死定

了。中国的教育问题在这方面的缺陷是致命的。 我是幸运的

，建筑学不但有趣而且好挣钱还对社会很重要，不过可能各

位也没几个知道建筑学专业是干什么的吧？不奇怪，中国有

现代建筑教育也就是1928年以来的事情，城市规划更晚。不

知道这个学科的内容很正常。 水木里有人对各种游戏了如指

掌，有人对各种电脑配件行情如数家珍，有人对化妆品品牌

深入研究，可是有几个人对于人类知识体系有所了解呢？买

东西大家都知道货比三家，可是学知识有几个人知道要货比

三门呢？大家常常抱怨政府领导不懂行还乱来，可是设身处

地想想，自己又知道多少别的专业的知识？要了解社会全面

的知识相当难，何况管理本身还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 要知



道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以及社会各行业的运作概

况，是一件很有趣也很值得去做的事情。 不过对于一名博士

来说，即便有了比较全面的知识，也别得意。这还不叫渊博

，只能叫健全而已。就像人还谈不上健康健壮，先别缺胳臂

少腿，别残废。甚至别身子只有一半（真恶心，半边的人

体...）不过现下残废可是真多....我的导师是个人文功底很厚

的老同志，但是突然有一天跟我们感慨从一次讲演里知道杨

振宁的人文素养特别深厚，令我很是怕怕...搞物理都需要这

样的人文素养，何况我们偏人文的... 简而言之，人文素质不

是给你搞学术用的，是给你成为一个健全的人用的。先为人

，再为学，搞学术需要的更多。 好了，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一

生去做学术的原因。 知识太多了，不得不把一生都规划进去

，还不见得能有成效。 有人说大学只是学一个学习方法，我

说博士读完也就是学一个搞学术的方法而已。 有的同学可能

看过李敖的书，会比较共鸣。李敖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从

小开始博览群书（他们家读书条件好，父亲是北大毕业家里

书很多）高一就展开了对全部中国古书的扫荡，规划了自己

的学术生涯。后来编成《中国名著精华全集》，自己号称中

国读书最多的人，因为他一生自从懂事以后到现在，只有2周

没有在读书（！！！不是人啊！）从他居然在《要把金针度

与人》一书中居然介绍《营造法式》这么专门的建筑古书，

就可见一斑了。各位同学包括我自己，从大学才开始广泛读

书，博士才知道规划自己的学术生涯，比李敖已经至少晚

了10年。想在学术上达到他的成就，就比较难了。 这样看来

，真要跟大师比搞学术，从小就要头脑清楚目的明确的努力

（世家子弟和发达国家青少年此方面严重占优），一辈子干



下来也就是保证个基础功夫不吃亏而已。这个基础上再拼天

赋悟性什么的，还未必有胜算。所以说，搞学术啊，真的不

容易。 顺便也说点高兴的。科学不同于宗教和艺术，它最大

的好处是，科学的知识每个平凡的人都可以学会它（虽然未

必能创造知识）。因为科学证明要求把推理的每一步还原到

自明的公理。每个人只要是精神正常，都可以学会自己想学

的科学知识，只不过有些知识需要太多时间去学而已。科学

是平易近人和点滴积累的，很多驽钝的人都可以很有成就的

创新，何况只是简单的学学用用。大师往往能教出学生大师

来，也是因为科学是可以传授的，而且方便传授的。大部分

人的努力程度之低是轮不到拼天赋的，所以基本上好好干大

家都能有所成就。相比之下，中国的“道可道非常道”讲究

悟对常人来说就很难学习了。 3资料积累 科学是靠点滴积累

起来的，每个人的学术也是点滴搞起来的。如果还没有良好

的资料积累习惯，那就赶快改改吧。 3.1 囤积书。 所有的自

己认真看的书都应该拥有一本。没听说那个大学者家里没有

一大堆书的。有效率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书斋，有价值的书

万万不能指望图书馆（能直接坐拥图书馆的大教授例外），

网上图书馆也一样，见到有用的就要下载，别指望在线，除

非服务器是你家的。把所有需要的书分类排好了上架，放在

自己工作的台面前面，或者把对应的电子文档目录清楚的放

在自己的硬盘上（数字化要说真是方便了全体知识分子啊！

）买不起的或者买不到的就复印或者扫描或者翻拍。 3.2 读书

不是藏书，不动笔不读书。所有的书读过都要划上线，贴上

小条，做批注、笔记和小结。别可惜新书或者舍不得买即时

贴，做学问是要成本的~。手写很不方便，最好是直接敲进电



脑。PDA是个好帮手，可以完全取代记录本.平时吃饭睡觉随

时想到什么都记得记下来，抽时间整理出来就是好东西。这

也是很多大师的经验之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