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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特 约 记 者  崔 璨
————奥物金牌得主费超采访侧记

“我带着它们练习实验，做题目，和它
们挺‘熟’的了。”——费超调侃的“它
们”，是他右手两个手指上打的石膏。伤情
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也没有影响他的
发挥——就是这个印地华裔男孩，带着他绑
了石膏的右手，代表美国国家队，在刚刚结
束的第45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赢得了
金牌。

本届“奥物”共有85个国家代表队参
加，约400名学生参加比赛。一场比赛总共有
十小时的赛程，五小时比理论，五小时比实
验，而今年的理论考又是几十年中最难的一
次。高手如林，能在高中结束前一年获得金
牌，对于费超而言，虽有些意料之外，但又
在情理之中。

家庭、爱好和定力是成功基石
费超的父亲是个物理学家，在北大物理

系毕业后，通过李政道教授的中美联合招考
物理研究生项目来到美国，并获得哈佛大学
物理博士学位。物理学家的父亲并没有急于
让孩子一开始就上手物理，而是给了孩子自
由选择的机会。“起初他还没有那么喜欢物
理”，费爸爸提起当年给费超看各个学科的
书籍时，这样回忆道：“一开始他看的物理
都比较浅显，也没有太高的数学要求。后来
他看得越来越深入，也就慢慢被物理的复杂
和严谨吸引住了。”费超喜欢充满挑战的事

物，并乐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翻越这些“大
山”。“是父母让我接触到物理，但是如果
不是因为我自己喜欢，也不会走到现在。”
或许正源于他自主的热情，这种翻越的过
程，在他的描述里显得轻松惬意，像一场充
满风景的远足。他的进步也超出了物理学家
费爸爸的想象。

然而，任何一种爱好，想要长足的进
步，想要转化成专业和特长，都需要面对冗
长和艰难的训练，需要决心和定力。除了家
庭背景和个人兴趣，费超的金牌也包含不少
坚持与努力。“我的学习挺好的，所以在这
个过程里，我一直相信自己能再向上跃。”
费超把自己坚持的动力归因于信念，也归于
那些亦是队友亦是对手的朋友们：“进全国
前二十的队友们都想进前五，我也一样想试
试。”费超去年也进入了国家集训队，这对
他而言不只是一次荣誉，也是他打开视野的
一次机会。集训队中那些优秀的伙伴们，给
了他最大程度的激励：“和他们在一起，能
学到很多东西。今年想再进国家集训队，也
是想再会会老朋友，也认识新朋友。” 

谈到学习的定力，费超认为这也是一
种自觉，需要一些自我控制的能力。“像
facebook，隔几个小时去看看就好，没必要
每分钟在边上盯着。”对于在线沟通，费超
有比同龄人成熟得多的认识，“如果一直聊
天或是浏览，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会
用这几个小时做些别的事。”所以即便面临
高三和竞赛，费超仍可以保证每天十点半前
睡觉，有效率的工作是他的法宝。

可爱的冠军费超

有趣进取的人 
和BIG BANG 里的那些物理天才不一样，

费超可不是个古怪的孩子。按照母亲的话说，
费超极其懂事，“这是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
无论去到什么地方，费超总是及时地向父母
汇报他的情况，分享他的见闻。就连提及自
己最喜欢的电子游戏，例举了一系列好处之
后，费超还不忘说：“而且还能和弟弟一块儿
玩儿。”在学校每到自习课，总有一圈同学围
着费超问问题，他也一直是来者不拒。费超之
所以受同学们的欢迎，恐怕不仅因为他是个智
多星，也和他的开朗、善良、乐于助人不无关
系。

即将升入12年级的费超还是一个有趣的
人。这里说的“有趣”并不是指那些善于谈
笑的技能，而是指有广泛的涉猎，总能让人觉
得生动可亲。谈起参加的活动，费超站起身
子，“就比如说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衣服
是他参加Keyclub，为糖尿病患者志愿服务时
穿的T恤，“我们每学期至少要做40小时的社

区服务。”除此之外，他也在校报做编辑，
主要负责网上的内容。在学校里还参加了不
少俱乐部，同时担任领导工作。费超经常跑
步，打篮球、踢足球和扔飞盘是他的挚爱。
这次手指受伤，也是在和弟弟忘情玩飞盘时
一不小心造成的。在美国物理集训队里，运
动“事业”也没耽误，在比赛期间，不仅飞
盘爱好得以延续，费超和他的朋友们还参加
了“小世界杯”足球赛。与人交往的谦和友
善，生活的情趣与充实，这或是比个人特长
的成功之外，更为基础的幸福来源。在成绩
达成的同时，保有有趣进取的人格，使费超
成为既成功又可爱的冠军。

思考在前的教育理念
费超的成功与家庭的教育理念密不可

分，对于很多家庭而言，教育孩子是个亦步
亦趋的过程，而费超的父母让我们体会到一

种“思考在前”的教育意识。
从印地儿童馆到中国科技馆，一家四口

常去博物馆参观。除了带孩子了解更多的
知识和文化，建立密切的亲子关系，费超
的父母还利用博物馆的平台，密切观察孩
子的个性和好奇所在，以知晓孩子真实的兴
趣，这比许多家庭多做了一步。“一定要教
中文！”费超的母亲在这一点上非常坚持：
“我们不讲大的文化传承。从每个人来说，
很多华裔孩子大了之后。都有身份认同的问
题，学中文可以让他喜爱自己的文化。”费
超小的时候，他的爷爷就教他汉字，开发智
力；父母总给他讲传统故事，也陪费超一起
看中文电视剧。“许多道理都融在这些故事
和电视剧里了，我们不用再多说，他都明

白。”至于身份认同，也没有给费超带来太多
困扰，“对于孩子来说，身为中国人是一件
特别自豪的事，在他看来中国人都是很聪明
的。” 费超自己也说，要是说华裔有什么特别
的，那就是华裔孩子们在学习上往往表现得更
出色些——此次进入奥林匹克物理国家集训营
的二十人中，有十二名来自华裔家庭，正是一
例佐证。费超获得金牌，也是极好的证明。

左图：十岁的小费超在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
中图：费超和2014年美国奥物队其他获奖队员
右图：今年奥物比赛期间，打着石膏和各国选手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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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超（右一）与爸爸妈妈和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