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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伟长的故事》一书，从钱伟长出生讲起，他是一颗“从七房桥走出的新星”。本书包括“从七房
桥走出的新星”、“从清华到西南联大”、“从多伦多到加州”、“回到祖国去”、“风雨飘摇中的
不屈灵魂”、“在朝阳中绽放”等内容，涵盖了钱伟长的成长经历、弃文从理、忍辱负重、为国争光
等内容。作为老一辈科学家，钱伟长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爱国主义情怀对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有重要的教
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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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承谟 原名林学武，湖北孝感人 文学硕士，高级编辑，曾任京华出版社第六编辑室主任，出版图书
有《名将与名战》《胡雪岩全传》《武则天全传》等。林承谟 湖北孝感人 文学硕士，高级编辑，曾
任京华出版社第六编辑室主任，出版图书有《名将与名战》《胡雪岩全传》《武则天全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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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门第出身的钱伟长，接受着家中长辈的悉心教导，也暗暗滋长着求学的上进心。然而，一场灾难
的降临却使得全家的生活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从此他开始了艰难的求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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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振兴祖国的愿望，他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并在学业上小有成就——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然而
，优厚的待遇留不住他的心，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思念多年未见的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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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他乡漂泊了6年后，他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工作和生活中都有很多
困难考验着他，但他一心为民，时刻忠于祖国，坚持努力钻研，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第一节回国初的艰苦生活88
第二节时刻忠于祖国93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前的黎明95
第四节新中国成立后的丰收期98
第五节一心为民造福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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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风雨飘摇中的不屈灵魂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无数人蒙冤受屈，身处象牙塔的他也未能幸免，被扣上了“右派”教授的帽
子，遭受了非常人可以忍受的折磨。尽管如此，他仍不忘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
第一节招来灾难的真话116
第二节“右派”教授的彷徨与执著119
第三节奋发向上的儿子126
第四节把工作从“地上”转到“地下”130

Page 5



《钱伟长的故事》

第五节乱世中的隐忍134
第六节狭窄房间里的坚持138
第七节困境中遇见真善美143
第八节一两中的“三钱”146
第九节接见国际友人150
第十节对四国的访问152
第十一节研制高能电池156
第六章在朝阳中绽放
历经风霜，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可以安心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了。在教育事业上，他鞠躬
尽瘁，注重培养人才，力主进行教学改革，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科研工作中，他不遗余力，攻克了
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为祖国和人民造福。
第一节鞭炮声中迎新生162
第二节为祖国鞠躬尽瘁166
第三节甘当人梯，提携后学170
第四节三个任务173
第五节六个公开讲座180
第六节“世界上最老的校长”182
第七节教育理想的实践184
第八节主持王宽诚教育基金190
第九节20世纪80年代的又一次绽放194
第十节倡导中文计算机的研究197
第十一节全能的科学家198

Page 6



《钱伟长的故事》

章节摘录

第一节 文科状元也是理科盲尽管钱伟长在学习上十分刻苦用功，但他能够被5所大学同时录取，得益
于当时的考试制度。如果这些学校都考数理化和英语，钱伟长肯定一所大学也考不上，因为他偏科太
厉害了。幸运的是，当时各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都由学校自主命题，而且不分科录取，以总分定高低
。钱伟长虽然数理化和英文差，但他的国文和中国史却十分优秀。当时，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题
目和历史题目都是由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出的，题目非常棘手。国文考试中有一道题目是
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陈寅恪设置的标准答案是“胡适之”，有位考生写的
是“祖冲之”，陈寅恪觉得很不错。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赋》，这位考生更是交上了一篇文采斐
然的赋，陈寅恪给了这位考生满分。这位厉害的考生就是钱伟长。当时，钱伟长的四叔钱穆在北京大
学任副教授，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近百年学术史，同时还在清华大学兼课。陈寅恪把这份
满分的考卷给钱穆看了。钱穆看后，觉得笔迹像是侄子钱伟长的。放榜后，果然就是钱伟长。后来，
那篇让大家惊艳的《梦游清华园赋》被刊登在清华大学周刊上。钱穆觉得这篇赋写得太过张扬，为此
还批评了钱伟长，让他不要那么锋芒毕露。但多才的钱伟长一直没有学会藏拙，以至于在以后的人生
道路上生出许多坎坷与不平。在历史考题中，陈寅恪出了这样一道题目——写出二十四史的全部书名
、作者、卷数和注者。这道题难倒了许多考生，甚至有人交了白卷。钱伟长从小就博览史书，记忆力
也很好，做起来自然得心应手，结果他的历史也考了满分。不过，作为文科高才生的钱伟长却是一个
理科盲。他的数学、物理、化学、英文考得非常差，一共才考了25分。加起来，他的总分是225分，最
终以第7名被清华大学录取。像钱伟长这样以文理悬殊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的早有先例：1929年，钱钟
书进入清华大学，数学成绩是15分；1930年，吴晗被清华大学录取，数学成绩是零分。正是清华大学
的不拘一格，才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颗颗闪耀的明星，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绚丽的一章。与钱钟书、
吴晗不同的是，钱钟书进了外文系，吴晗入了史学系，而钱伟长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物理系。试想，
以那样惊人的文科成绩进入大师云集的清华大学，如果钱伟长没有改学物理，一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
国学大师。但他偏偏选择了物理，迎接他的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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