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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国际组织对全球 21 个
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
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
倒数第一，创造力也仅排名倒数第五。

是谁偷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如今，“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到家

用电器、小到服装玩具无所不有，遍布
全球市场，但大都是“贴牌”产品，中国
企业赚到的只是一点点加工费，绝大
部分利润被品牌拥有者——— 外商赚走
了。与此同时存在的另一个很怪的现
象是，在动漫市场上几乎看不到中国
人的作品，却大量充斥着日本和美国
的动漫作品，虽然在政府部门的干预
下，国产儿童动漫节目有所增加，但其
收视率却难以与进口节目相匹敌。

难道中国人天生没有创造力吗？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且不提“火

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这四大发
明，仅以童话故事来讲，中国也有花木
兰、孙悟空、哪吒等脍炙人口的童话人
物。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人
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那么，今天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很多人会说，中国载人航天
飞行的成功等不都是中国“自主研发”
的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主研发”
与“创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创
新是指发明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东
西，而“自主研发”无非是追着国外先
进技术后面去模仿。当然，“自主研发”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其所创造的价值却无法与“创新”
相比。

中国人较西方人缺乏创造力，这
不仅是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结论，也一
向是教育界的热点话题。英国著名学
者李约瑟就曾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国
的科技在唐宋时代就已领先西方，却
在明清时代落后下来。

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是谁偷走
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笔者认为，这个偷窃者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的教育观念，以及在这种教
育观念影响下产生或选择的教育体
制、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

中国人不是没有创造力，只是按
照中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没有
了创造力。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

从一个新的生命伴随着那声初啼
来到人间，孩子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好孩子，什么是好
孩子呢？很简单，听话就是好孩子，听
家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对父母和老师
的训导、教诲和要求只许说是，不准说
不，只能顺从、遵从和信从，不能拒绝、
怀疑和反对，顺就是孝，逆就是忤。如
果有什么不同意见，不管你有没有道
理，没说之前就先已经错了。学校里选
班干部、评好学生，“听老师的话”是最
起码的条件，否则，老师那里绝对通不
过。

也许在家长那里，教育孩子养成
听话的习惯，有着比较复杂的动机，比
如作为自我保护的生存术，出于趋利

避害的现实计较，等等。统治者推广张
扬这种文化传统，则是出于社会安定、
政权稳固的考虑。但是让人始料不及
的是，这种对孩子的“听话、顺从”教
育，却带来了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从
根上扼杀了人的创造力。

这是因为，能够说“不”和敢于说
“不”，不仅是一个人独立、尊严和自信
的体现，更是一种在各种社会活动中
不可缺少的能力。

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主要内
涵，这种精神主张人应当面对现实不
断提出问题，从问题出发，对前人进行
质疑，以探求出能够经受更多怀疑、更
多混乱考验的原则。通俗一点说，就是
要求人们对于任何事情，对于已经决
定了的，或者是常规的、习惯的、多数
人遵奉的东西，都敢于问一声“为什
么”，以促使我们的思想不断地趋向真
理。

无数的事例都告诉我们，在创新
活动中，能否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往
往是一个先决性的问题。可以说，敢于
对权威，对传统理论，对已有的结论、
定论和规范进行质疑，对人们习惯的
事物说“不”，是一切创新、创造活动的
前提。

中国并不缺乏“自主研发”的实力
与人才，缺乏的是“创新”能力，这一点
国家已有充分认识。在“十一五”规划
中“着力增强创新能力”被作为中国 5
年内发展的一个目标，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反复强调要“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 年，中国政府
投入 716 亿元力促自主创新，比 2005
年增加 115 . 26 亿元，增长 19 . 2%。

然而，人的创造力是无法通过激
励机制来促进的，它与人的思维方式
息息相关，而人的思维方式是在其受
教育的过程中即已形成。如果从孩子
一出生就进行“听话”教育，一直到大
学毕业，这时候再提出创新就为时太
晚了。幼儿、小学和中学是思维方式形
成的关键时期，一旦中学毕业再想改
变其思维方式将会极其困难。

西方教育与我们的根本不同在
于：它从小学就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与批判思维。一位美国小学校长这样
说：“在教育中，我们应该重视科学观
而不是技术……经过教育，他们（指学
生——— 笔者注）应对世界保持一种健
康的怀疑态度。他们应该会提出问题，
而不只是接受。”

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
于知识的多寡，更主要地取决于创造
能力、道德健全和人格独立的程度。变
听话顺从教育为说“不”的教育，为培
养怀疑精神的教育，为培养自尊、自立
和自信心的教育，应是我们观念更新
和教育改革的方向。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呼吁：为了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够有尊严地立足
于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教育者，无论是
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加入到一项伟
大的工作中来——— 鼓励和教会孩子说
“不”！

是谁偷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刘亚伟

最近，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大街上
的垃圾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有
媒体报道说，短短几天内，就有多位环
卫工人因为在酷暑中打扫垃圾而中暑
身亡。大家在关心环卫工人的工作环境
的同时，纷纷为他们免费提供饮料、设
立歇脚点，表示对他们的关爱，社会志
愿者也主动上街捡拾垃圾，为他们减轻
工作负担，更有人呼吁要维护环境卫
生，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垃圾
问题一直是我国城市环境的痼疾，对于
随便扔弃垃圾很多人习以为常。

最近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是，今年年底我们的经济总量将超过
日本，成为 GDP 的世界第二大国。虽
然在人均 GDP 方面我们才是日本的
十分之一，但总量上的优势已经让我
们的一些同胞沾沾自喜了。经济上高
速持续增长使得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
距越来越小，我们的国民素质特别是
公民素养方面是不是也像我们的经济
一样腾飞呢？

我看还没有。去过日本的人都会
为那里城市清洁干净的街道而叹服，
更对日本人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赞不
绝口。1994 年第 12 届亚运会在广岛

举办，开幕式后，50000 人的广岛广域
公园陆上竞技场在观众离场后，地上
竟然没有一丁点垃圾。当时，西方媒体
惊叹：可怕的日本人。面对这样高素质
的国民，他们的企业和产品也是很难
战胜的。

我问过一位日本外教，你们为什
么这么自觉地维护环境卫生？他说，他
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如果垃圾不扔
到垃圾箱里，家长和老师都会责令捡
起来扔进去。往地上乱扔东西，任何时
候都会受到批评，久而久之，就养成了
习惯。

1988 年我曾作为陪同和一个美
国旅游团同行，一天下午在北京日坛
公园的一个餐厅用晚餐后，上车离开
之前，大家在公园里稍事休息。一个美
国女大学生突然发现公园的喷泉池里
漂满了塑料瓶和废纸等垃圾。这个喷
泉已经不喷水，只有几丝水流从喷管
里流淌出来，池中的水不算太脏，但是
水面上的垃圾几乎占了池子的四分之
一。这位美国大学生边说“太脏了”，边
用双手一捧一捧地往外拾垃圾。她一
趟又一趟地从水池走到一个垃圾箱，
把垃圾放进去。很多中国人站在那里

都感到好奇，好像觉得这个老外吃饱
了撑的没事干了。

她的名字我至今还没忘记，她叫
Caroline 。她明明知道她根本不可能在
上车之前把池子里的垃圾清理完，但
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她还是要那样
做。

大概是 1988 年时，美国第七舰队
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问青岛，部分
军官乘火车来到济南，然后转乘汽车
去曲阜。陪同他们的翻译发现，他们在
汽车上虽然也吃零食，但是包装纸和
果皮都是放在随身带的包里，下车后
再找垃圾箱扔进去，绝不扔在车上或
窗外。

前几年，看到一个报道，山东农业
大学的一位加拿大外教数年如一日在
泰山上捡拾垃圾。多年前还有一个报
道：一个日本旅游团到深圳后，住在一
家宾馆。第二天早上，导游欲带他们出
去游览时，却遭到了拒绝。日本领队告
诉导游：宾馆周围环境太不卫生了，他
们全团要把附近的垃圾捡拾完再出
去。这个旅游团整整围着宾馆打扫了
两个小时卫生后，才随导游去观光。

前几天，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北大

发表演讲时说，她希望大国的崛起，应
该是文明的崛起。实际上，我们的公共
卫生习惯就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最近，
国家有关部门准备花巨资拍摄中国的
国家形象片，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进
步形象。拍此片有必要，但国家的真正
形象是在每一个国民的形象中。如果
说，我们国家民族的形象还有什么负
面东西的话，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同胞
在国内和到国外后不文明的习惯造成
的。当务之急我们更要注重的应该是
提高全体国民的公民素养和文明意
识。这些，完全可以从不乱扔垃圾等日
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

学校教育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如果多数大学生毕业时还在乱扔
垃圾的话，这个教育、这种人才培养体
系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任何现代教育
第一位的目标都应该是培养文明社会
的合格公民，我们在贯彻落实“国家人
才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时，不应忽略
这个问题。

当人们养成不乱扔垃圾并随时清
理垃圾的习惯时，垃圾不是捡不完的。
那时，我们的国家将真正地以文明的
姿态崛起在世界之巅。

垃圾为何总捡不完
□狄保荣

拔剑四顾

这种对孩子的
“听话、顺从”教育，
却带来了一个不可
估量的损失：从根
上扼杀了人的创造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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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养成不
乱扔垃圾并随时清
理垃圾的习惯时，
垃圾不是捡不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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