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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一度的“地球系统科学大会”7月 4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海

内外逾千名华人学者汇聚一堂,进行学科交叉、横跨地球各个圈层的学术交流。与一般国

际会议不同,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使用汉语辅以英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 

  地球系统科学大会迄今已举办四届,会议规模一届比一届大。自 2010 年首次举办以

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汪品先教授是以汉语为主要会议

语言的倡导者。 

  “近年来,随着中国科研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中国科学成果在国际舞台上的亮度日益

增强,举办地球系统科学大会是想打造一个以汉语为载体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汪品先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有创造性的思考。这种深层次的思考,

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对于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来说,只有用母语进行交流的时候,才最有

可能带来创新的火花。” 

  毫无疑问,在当今科学界,英语是全球最通用的语言。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科学

进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国际合作与交流,其载体也是英语。但随着经济发展、综合国

力提升,中国科学家如何既跟国际接轨、又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已成为亟待深思的问

题。 

  汪品先认为,和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科学研究也面临着从“外包”向高附加值的“深

加工”和“中国原创”方向转型。和经济战线一样,科学界的这种转型要求在加强“外贸”

的同时,也要扩大“内需”,建成既有国际交流、又能相对独立的“内贸市场”。他认为,

中国科学的迅速发展,是世界华人科学家用汉语交流的原动力,打造以汉语为载体的国际

学术交流平台有着相当广阔的空间。目前,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有不少华人科学家的名

字,完全可以把他们请进来用汉语交流。经验表明,用汉语的直接交流,特别有利于不同学

科的交叉、有利于新兴方向的引入、有利于青年学者视野的开拓。地球系统科学大会的

宗旨就在于跨学科交流,使用母语交流效率更高。 

  放眼历史,世界的“通用语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通用

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科学界的交流语言,也是随着“通用语”而变化的。牛顿的论文

是用拉丁文写的,爱因斯坦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历史上,通用语言都是随着国家兴衰而

变化,科学界同样如此。 

  汉语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种,是超过 14亿人的母语。“在科学局限于欧美的年代里,

绝大多数中国人与科学无缘,汉语与科学很少发生关系。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和普及,随

着世界科学力量布局的变化,为什么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就不能用作科学的载体?”汪品先

说,“语言是文化传承的主角,以汉语作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在科学创新中应当具有潜在的

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