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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人格既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也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君子”既是一个伦理范

畴，又是一个实践范畴。对君子的阐释与求索，不仅散落在

典籍里，更凝聚在中国人身体力行的实践中。



新中国成立前后，形成了一次科学家归国潮，钱伟长

1946 年归国，彭桓武 1947 年归国，邓稼先 1950 年归国，钱

学森 1955 年归国，王承书 1956 年归国……在这一批归国科

学家中，有多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是

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开拓者、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

这批科学家出生在动荡的年代，少年时代便树立起救国

救民的人生理想，青年时期大都在西方国家进行学习，学业

完成后绝大多数人获得了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在祖国需

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毅然放弃了舒适的个人生活和可能荣登

最高科学殿堂的机会，回到祖国。他们身上浸润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君子人格在他们身上得以继承发扬。这种人格就

是把个人的发展与群体发展结合在一起，在社会、国家、民

族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

君子喻于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出自《论语·里仁篇》。

喻，意思是通晓，明白。君子懂得的是道义，小人懂得的是

利益。一个人做事如果首先考虑的是“义”，他就是君子，

若首先考虑的是“利”，他就是小人。君子做事，以义为准

则，只问此事当做不当做；小人做事，以利为准则，总是计

较做此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一生获奖无数，

他却淡泊名利，对于各种头衔并不看重。晚年，他把所有奖

金悉数捐出，用以帮助那些早期在核工业研究中健康受到损

害的同志，没有给自己的亲人留下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他



晚年自己买菜，自己学习做饭，始终没有请保姆照料自己的

生活。闲暇时，他喜欢一个人去香山樱桃沟游玩，每次都乘

公共汽车前往，坚决不坐研究所的汽车。他说，“坐小车就

不去了”。

1947 年，彭桓武回国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回答，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义”与“利”，

对彭桓武来说不构成一道选择题，因为“君子义以为上”是

他唯一的答案。

君子坦荡荡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出自《论语·述而篇》，

意思是君子心地平坦宽广，小人却经常局促忧愁。坦荡荡就

是心地光明磊落，没有不可告人的污浊之事，所以心安理得。

君子立志远大，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勇于承

担责任，不屑于在个人小圈子里打转，而要在为国、为民、

为天下的事业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君子一要敢于担当，二要

能够担当。

王承书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她的学

生诸葛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这样一件事：1974 年，大型扩

散机的关键部件之一——动密封通过了单台试验，性能良

好。国防科工委和二机部主要领导来研究院召开会议，商讨

下一步的定型问题。在会上，汇报人夸大了动密封的成绩，

会议讨论呈现出可以定型的氛围。科技人员虽有不同意见，

但没人发言。此时，王承书本着实事求是、对国家负责的态

度，大胆地提出异议。她请求上级再给半年时间，进行扩大



试验再做定论。王承书的意见言之有理，与会者和上级主管

部门表示赞同。后来，经多次扩大试验，证实动密封确实不

具备工业生产条件，王承书用自己的科学精神和担当精神为

国家避免了损失。

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篇》，这句话直译是君

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孔子主张人的智慧不是

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君子博学多识，能力往

往是多方面的，能胜任多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只能做某一方

面的事情，这就是“君子不器”。

我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的一生堪称传奇。他一生学过

十几个专业，科研生涯涉足几十个行业，在多个领域均取得

了重大成就，是一位罕见的通才。钱伟长对国家兴亡有着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曾经说过：“我没有专业，国家需

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

会为导向，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被称为“万能科学家”。他

的一生体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品格和“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态度，是“君子不器”的典型代表。

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篇》，君子以“和”

为准则，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融洽，但不会盲从附和；小人则

相反，虽处处盲从附和，但实际并不讲求真正的和谐贯通。

在孔子看来，在与他人相处时，如果能做到“和而不同”，



那就是君子。君子可以容纳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即使对于与

自己意见相左者，也能与之和谐相处。

《钱学森书信》一书收录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1955 年至

2000 年之间给 1000 多人写的 3331 封信。其中有一封 1986

年 1 月 8 日写给科学普及出版社编辑部的信，信中说到该社

出版的一本《茅以升文集》中，有茅以升在 1961 年写的一篇

文章：《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

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钱学森说：“茅老

当时说的就是我写的那篇东西。”他建议：“《茅以升文集》

第二次印刷时，最好能指明茅老评议的东西是我写的，我应

负文责……我想这种文风也是合乎茅老提倡的科技工作者

道德规范的。”科学的目的本就是追求真理，钱学森和茅以

升在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句话出自《周易》，意思是君子应当如天一般自强努力，

无有止息；君子应当如地一般宽厚仁德，承载万物。这两句

话集中体现了《周易》的精髓，告诉我们自强和包容的品质，

是君子的立身处世之道。张岱年认为这两句话是对中华民族

精神核心内涵的最佳概括。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评价邓稼先说：他

是作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的榜样。这一辈人的精神要概括起

来，就是一句话，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奋斗精神。



1985 年 7 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知道自己将不久

于人世，而当时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这

令他心急如焚。他躲过医护人员，挂着引流瓶，拖着虚弱的

身体，挤上公共汽车，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就在去世前 3

个月，邓稼先忍着剧痛和于敏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有关核武器

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是在邓稼先一边化

疗、一边由夫人许鹿希不停地擦拭满头虚汗的痛苦状况下写

就的。1986 年完稿后，邓稼先让许鹿希立即把建议书交给有

关领导，他只说了一句话：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邓稼先去世前，杨振宁去医院看望他，问：“听说你搞

核武器只得了 10 块钱奖金？”邓稼先说：“不对，我得了

20 块钱，原子弹 10 块钱，氢弹 10 块钱。”许鹿希曾对杨振

宁说，中国研究核武器费用比外国人少很多。杨振宁说，若

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为了中国的核事

业，邓稼先还预支了自己的来生，他曾说过，“如果有来生，

我还选择中国。”

费孝通认为，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

文化建设就是树立国人的文化自省，培养人文精神。文化建

设最终是人格建设。君子人格虽然是儒家所倡导的观念，但

是建立在儒家大同思想的基础上，根植于时代，它又具有与

时俱进的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归国科学家的专业

知识正是建设新中国所急需的。他们回国后充分发挥自己的

专业特长，投身科研实践，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农业发展、



医药卫生、航天、核物理等事业发展献计献策，在重大项目

中担负主要任务，在他们的刻苦钻研和锐意创新下，新中国

科技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他们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把

学问和人格融合在一起，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

统一起来，把自己的梦想融入祖国建设的壮阔奋斗之中。在

他们的科学之路上，闪耀着君子之道的光芒。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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