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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学院院长保继光老师是学生心中一个传奇。他经历颇丰，从师大、

北大、加拿大的求学生涯到如今教书育人多年的执教生涯，再到传百姓心声的人

大代表，他走过一条路，却经历无数，此次本报记者有幸采访了他。整场访谈，

回顾他的人生历程，保老师只强调了五个字，“年轻时我们不懂”。 

问及为什么会走上这条数学之路，教学之路，他踌躇思量，发现竟是懵懵懂

懂撞开的，在什么都不懂只向往着军营的青少年时代，被众多良师益友一手推向

了自己的人生轨道。初中时被指引向了跨区的北京八中，高中时被“诱拐”到北

师数学系，大学时被保送留在了本校。博士生的报考总算自己参与了一件，但还

是被众多父兄般的前辈推到了北大，推出了国门。保老师认为：是“不懂”导致

了“被动”，是“听话”才有了今日的自己。家人对他的成长之路也觉得不可思

议。他说“时至今日，我妹妹还常常大惑不解，从小性格内向的我怎么可能成为

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讲话呢？” 

当我们问到这么多年，学校有什么变化，又有什么没有变时，老师露出复杂

的微笑，说如今做了多年学生工作，社会工作，见识了各种人各种事。再回首，

发现校园中楼房高了，食堂里饭菜贵了，学生间信息多了；数学楼的 101 没有变，

宿舍的狭小没有变，年轻人的“不懂”没有变。他们当年总说“初恋时我们不懂

爱情”，实际上反映了年轻者虽无畏而青春飞扬，却无知又懵懂茫然的状态。新

的时代有新的特点，不错，海量的信息和打开的国门给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成长

平台，年轻的优势不能否定，但年轻时由于经验不足、阅历不够造成的劣势同样

不能忽视。 

智慧不是由庞杂的信息拼贴而成，而是由年龄酝酿，由丰富的阅历积淀而成，

由撞过的南墙、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头、得到的收获调和。很多同学反映刚进

入大学很茫然，在经历十多年儿童培养模式后骤然放在一个需要自己选择的空间

里，自由的得来太过突然、太过任性，竟不知所措放任自流了。保继光老师认为

还是因为年轻，阅历太少，只看到眼前方寸之地，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

是什么，不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保老师说，年轻人好鹜高，好求远，好贪杂。人生不可只看眼前，没有目标，

但也不可太过贪心，想的太高太美，只顾着仰望星空，而忘了脚踏实地。现在的



学生，有想法，没基础，有目标，怕困难。一味打着发展综合能力的旗帜荒废了

主业，却不懂得唯有做好专业，同时全面发展，才能称为综合能力好。遇到不同

意见一味觉得自己不遇伯乐，世人皆醉我独醒，碰上难得一个意见相投的，便急

急忙忙引为知己，哪管他正误与否。若只顾着旁逸斜出的枝桠，忘了主干，又谈

什么呢？年轻人爱幻想可以，畏难却要不得，当年我们读书时遇到难题一定要克

服，讲一个“我们面前无困难”，现在学生遇到难题想法设法逃避，就是一个“困

难面前无我们”。而这些，并不一定全是学生的问题，而是在这个青年阶段必经

的茫然，需要由前人引导走出的困境，获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大学的最大功效，或许不是提供知识，而是提供老

师。梅先生有言，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此言得之。沟通和

交流很重要，与前辈老师的沟通交流更重要，因为“你们走过的路他们都走过，

你们的困境他们都面临过，你们的矛盾他们都挣扎过，区别无外乎走的更远、见

得更广而已、经验更丰而已。”的确，他们才是你的良师益友，多交流多沟通，

或许你能解脱桎梏，重新为自己打开一扇窗，发现另一片天空。 

走进师大，走近大师，金玉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