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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达到
世界第二位的时候 !

'()

论文数目也
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虽说数量不等于
质量! 无论如何标志着科学水平的上
升! 而且中国科学界的英语水平也有
了空前的提高" 回想

*+

多年前科技文
献全靠各系统的情报所翻译! 外宾报
告得请早年归国的老先生出来口译 !

抚今追昔! 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三十来年的科学进展 ! 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国际合作与交流 ! 其载
体就是英语 " 事实表明

,

英语水平
和科学研究水平之间

,

有着密切的
相关性

,

往往英语好的业务也比较
好! 这对于一些需要较多语言阐述的
学科尤为明显" 优质的研究成果用英
语发表! 高校的理科教学改用英语授
课 ! 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主流趋势 "

但如果联想到孩子们出国留学的年龄
越来越早! 高级商场的英文招牌和广
告越来越多 ! 人们不禁会问 # 一场
$去中国化% 运动! 是不是正在中国悄
悄掀起&

! ! ! !

中国的科学语言! 会不会步印度
的后尘&

当今世界! 科学界全球英语化的
趋势浩浩荡荡 ! 顺之者昌 ! 逆之者
亡" 君不见曾经力图抵制的欧洲大陆
国家! 一个个相继接受了科学文献的
英语化 ' 而至今未能 (并轨 % 的国
家 ! 比如我们北边的 (老大哥 %! 科
学园林正在逐渐凋谢" 从科学发展看

来! 英语的全球化应当受到欢迎" 百
余年来历次 (世界语% 运动所没有做
成的事! 现在由英语来完成" 英语成
为全球性语言 ! (英国国旗无落日 %

代之以 (英国语言无落日 %! 这是历
史的产物 ! 不容垢贬 ) 也无须妒嫉 *

圣经里说各族人语言各异 + 交流受
阻! 是上帝对人类狂妄得想造 (通天
塔% 的惩罚, 假若果真如此! 现在英
语的全球化倒是这桩旷世奇冤的一种
解脱,

三十多年来的发展! 现在把中国
领到了十字路口# 中国科学界的英语
化应当走到多远& 在科学创新里还有
没有汉语的地位&

可以预料! 在看得见的将来中国
的科学水平将和英语能力共同提高 ,

如果提高的结果是高层的科学都用英
语表达! 那么未来中国的科学精英们
也会像

#-

世纪欧洲贵族用法文一样!

即便在自己国内也将用英文进行交流,

这种预测用不着想象 !因为早有
先例 !那就是印度 , 虽然有印地语作
为母语 !科学交流和优质教育都只用
英语 ,会英语的人在印度只是少数 !

但这是上层社会包括科学界的正式
语言 , 在大多数人并不接触科学的
国家里 ! 不失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
方式 ! 印度之外还有不少亚洲国家
同样采用这种模式 ,那么 !中国科学
语言的发展前景 !会不会就是 (印度
化 % &

汉语被挤出科学! 还是科学融入汉语"

当今的汉语和科学! 似乎陷入
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关系# 为了当前
加快科学发展 ! 最好甩掉汉语

,

全
盘英语化 ' 但是从历史尺度着眼 !

又不该将汉语排除在科学之外,

在科学领域里! 汉语面临两种
前景# 或者是逐渐被挤出科学! 只
是保留在初等教育和低档科普中继
续使用' 或者是将先进科学融入汉
语! 使汉语成为英文之外! 世界科
学交流的第二个平台 , 换句话说 !

就是以汉语为载体! 开辟科学创新
的第二战场,

国际的学术交流也和经济一样!

国家之间并不平等, 发展中国家的
科学界受到水平和条件的限制! 输
出的无非是本地的科学数据和劳动
密集型的低端产品' 而这些原料和
初级产品的 (深加工%! 几乎全都在
发达国家进行! 产生出影响重大的
学术成果,

三十年来! 中国研究成果的水
平显著提升! 少部分研究工作已经
达到或者逼近 (深加工 % 的高度 !

但是整体上并没有摆脱 (发展中国
家% 的模式, 如果说中国的

$%&

达
到世界第二反映了经济实力! 那么
世界第二的

'()

论文数! 决不可以
解释为科学研究也已经高踞国际前
列 ! 中国的科学界还正面临着向
(深加工% 方向转型的重大任务, 和
经济战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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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产品的媒
介是货币! 交换智力产品的媒介就
是语言, 如果我们在用美元扩大国
际贸易的同时! 也在积极推进用人
民币结算! 那么在用英文加强国际
交流的同时! 是不是也应当考虑将
汉语用作交流语言&

打造汉语为载体的国际学术交
流平台 ! 有着相当 广 阔 的空间 ,

国际顶级学报上有不少华人的名
字 ! 以国外单位署名发表文章 !

他 们 完 全 可 以 请 进 来 用 中 文 交
流 , 中国科学的继续发展 ! 是世
界华人用汉语交流的原动力 , 近
年来不少专业都在以不同形式和
规模开展汉语的高层次学术交流
会 ! 收 到 了 良 好 效 果 , 经 验 表
明 ! 用汉语的直接交流特别有利
于学科交叉 ! 有利于新兴方向的
引入! 有利于青年学者视野的开拓,

当前学术刊物 (英高中低 % 的
现状是历史产物 ! 相当长的时期
内不可能根本改变 , 但是可以根
据学科的不同 ! 有选择地打造高
水平的双语刊物 ! 拓展国内外的
影响 , 就像发展产业要有 (孵化
器 % 一样 ! 中文平台可以为一些
新生的科学思想提供 (保护圈 % !

经过检验和培养后再去国际 (闯
荡 %! 免得一些挑战国际主流观点
的新思路胎死腹中 , 此外 ! 当前
(知识爆炸 % 的形势下 ! 介于论文
和教科书之间的国际综述刊物越
办越多 ! 其实我国学术界格外需
要这种高档次的中文综述文章 !

不过这必须是学科带头人亲自动
手! 将国际文献融会贯通以后针对
我国读者撰写出来的学术珍品,

可以想象! 如果我国的科学研
究还能继续发展二十年! 一批有重
大国际影响的成果必将脱颖而出 ,

如果我们同时也能坚持汉语在科学
创新中的地位! 就会呈现出一种崭
新的局面# 一些最初在国内提出的
新观点! 随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热
烈议论' 一些最初用中文发表的新
概念 ! 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广为流
传, 发展的结果! 必然是科学的精
华渗入汉语 ! 使汉语文化获得新
生! 并且产生出国际瞩目的新型文
学和科普作品, 近年来中国语言和
文化的国际影响正在扩大! 但这种
影响不应当限于太极易经和孔孟经
书 ! 它更应当反映现代的中国文
化! 而高科技的高含量正是当代文
化的鲜明特色,

对于一百年后的世界交流语言
,

今天谁也没有本事预测! 可以肯定
的只是信息技术发展将有深刻影响,

(图文字% 的拓展和人工智能对翻译
的贡献! 必将使不同语种之间的交
流愈加容易! 而不见得会有一种语
言 (一统天下%, 我们希望! 百年之
后的国际语言交流中! 华语将会获
得重要的发言权,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要议
题# 汉语被挤出科学! 还是主动把
科学融入汉语&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更不是想给刻苦学习英语的青年们
泼冷水, 恰恰相反! 我们想告诉年
轻人的是# 如果你真想从事科学研
究 ! 那除了学好英文外别无选择 ,

所不同的是希望年轻人能够更上一
层楼! 成为具有双语能力) 拥有东
西方双重文化底蕴的人! 通过科学
去促进华夏振兴! 而不是蹒跚在世
界科学村头! 邯郸学步) 东施效颦,

上面说的都是汉语的优点! 但这
绝不意味着对英语看轻, 事实上中国
今天的科学创新! 必须在更好掌握英
文的前提下进行

,

提高英语水平仍然是
中国科技界的当务之急, 本文主张的
(双语% 要求! 只是针对一定职业的人
群! 其中科学工作者首当其冲, 但是
学外语不能满足于所谓的 (专业英
语%! 而是要深入到生活里去! 直到用
外语做梦! 才能在国际科学交流中游
弋自如,

在英语全球化的当今世界! 说汉
语的人并不享有优势! 因为汉语和印
欧语系的差别实在太大, 我们要比人
家至少用加倍的力气去学习语言! 即
便学成以后撰写文章! 还常常被要求
(请英语作母语的人修改文字%, 但是
从三十年来出国留学生的业绩看! 我
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完全具有掌握双

语的能力, 外国人会的我们也会! 外
国人不会的我们还会! 这样才能立足
国外, 我们在语言上吃的亏! 应当用
母语文化的优势去弥补! 因为这正是
他们的不足 ,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文
化交流的全球化 ! (双语 % 和 (多
语 % 的需求日益加强 , 有人认为 !

左右两个大脑半球各所分工 ! 既会
方块字) 又会拼音字可以发挥两个半
球的作用, 据说会双语的人反应更加
灵敏! 老年痴呆症也会推迟, 甚至有
人说 # (只会一种语言 ! 是

!#

世纪
的文盲%,

对于中国人来说 ! 本国文字的
传承具有特殊意义 ! 因为这涉及汉
字文化圈的前途 , 用汉字写字 ) 用
筷子吃饭 ! 是几百年前日本 ) 越南 )

朝鲜等东亚国家和中国形成的共同
传统 ! 可以看成东亚文化圈的标志 ,

她代表着当今世界上两大文明系统
之一 !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东
方文化 %, 东西方文化差异不但在我
国热议了至少百余年 ! 也是长期以
来东西方学者的共同话题 , 从莱布
尼茨对 (二进制 % 与阴阳八卦的比
较 ! 到日本教授写的 -寿司科学和
汉堡包科学 .! 都是对东西方思维的
探讨 ,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思维在新
历史条件下的潜力 , 中国人着重整
体性思维 ! 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个
体和观察事物 ' 西方人擅长个体性
思维 ! 从个体上把握整体 ! 对某一
个体作精密的逻辑分析 , 在现代科
学建立的早期 ! 从个体分析入手才
是发展的正确途径 ' 到现在进入科
学集成 + 系统研究的新阶段 ! 会不
会为偏重整体思考的东方文化 ! 正
在提供一显身手的新时机 &

讨论中国科学家的母语! 一个绕
不开的问题是方块字, 方块汉字的前
途 ! 是我国知识界争论的百年话题 ,

(五四% 运动后推行白话文+ 拟定注音
字母! 进一步的主张就是废除方块字+

实行拼音化, 从历史角度看! 世界上
的象形文字+ 表意文字均已消亡! 只
剩下汉语一支独苗 ' 从科学角度看 !

国际上的主要成果! 无不采用拼音文
字表达, 因此可不可以说# 方块汉字
必然淘汰! 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

对于汉语字的批评! 首先来自其
复杂难学! 历史上只为少数人所掌握!

因此鲁迅先生把汉字比作 (中国劳苦
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 (汉字不灭!

中国必亡,% 然而
."

年来的实践表明#

通过汉字简化和义务教育! 汉字完全
可以为大众所掌握! 本身并不是造成
文盲的主要原因' 相反! 中国方言之
间的差距不亚于一些欧洲语种的区别!

方块汉字正是跨越方言阻隔的桥梁 !

是几千年民族统一发展的产物! 也是
维系民族统一的纽带,

时至今日! 废除方块字的主张不
再活跃! 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方块字不

适用于科学表达! 不如拼音文字那样
逻辑分明! 因此汉字可以用来传承文
化+ 而不适用于发展科学, 其实这里
混淆了科学发展的传统背景和语言载
体本身的特色, 国人撰写的学术论文!

无论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 往往有着
论证不严+ 逻辑不清的毛病! 这里既
有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学发展的
遗传病! 也有在近代封闭条件下形成
而至今不能自觉的恶习惯, 文字无辜!

这些毛病不该记在文字头上,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为各种文字
的前途提供了重新排队的机会, 对于
二进制的计算机编码! 一个汉字只相
当于两个拼音字母, 汉字承载的信息
量远大于拼音文字! 同一个文本! 汉
字的篇幅最短! 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速
度也最快, 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 汉
字的数字发音是最简单的, 同时! 汉
字具有直观的优势! 发展到书法艺术
还可以提供感情的表达, 尤为重要的
是汉字信息熵最高! 有限数量的方块
字经过搭配! 可以构成无限多的新词'

而依靠拼音字母的英文! 需要不断制
造新的单词才能表达不断出现的新概

念 , 因此 ! 汉字常用的只有几千字 !

而英语的词汇量早已超过
/"

万! 在应
对新概念大量涌现的科学发展中并无
优势, 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 汉语是
世界上最大的语种! 是超过

0/

亿人用
的母语! 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不过

/

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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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该用作科学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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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文化能够
保持几千年而不衰 ! 其中必有原因 ,

值得参考的是犹太族! 三千年历史有
两千年流离失散! 却始终坚守着犹太
教和希伯来文! 正是在外界压力下形
成了犹太人对知识和智慧的重视! 才
能以一千多万的人口! 赢得了世界四
分之一的诺贝尔奖, 华夏文化同样具
有尊重知识和智慧的传统! 是不是也
在深处蕴藏着科学创新的基因! 从而
也有问鼎世界科学顶峰的前景&

当我们为英语全球化唱赞歌的时
候! 也不免产生一种担心# 担心英语
(独大%! 会不会妨碍创新思维,

科学是世界性的 ! 真理只有一
条' 但是走向真理的道路不应该只有
一条 ! 垄断不利于创新 , 对于中国
来说 ! 如何在全球交流的背景下 !

保持研究群体的独立性和研究方式
的多样性 ! 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
挑战 , 理想状态是既跟国际结合 !

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 春秋战国时
的中国 ! 或者现代的西欧 ! 都是既
相互交往+ 又各有特色, 孔子在鲁国
吃不开可以周游列国! 芬兰在西欧可
以发挥自己的专长! 在学术上都是成
功的例子,

现在我国有不少单位 ! 从外国
文献里找到题目立项 !使用外国仪器
进行分析 ! 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
文在国外发表 !获得

'()

的高分以后
再度申请立项 , 这种循环看起来也
是科学的进步 ! 但实际上是外国科
学机构的一项 (外包 %业务 , 和经济
一样 ! 发展中国家除了原料输出还
可以接受承包 !其中包括脑力劳动 !

比如印度那样 , 美中不足就是缺乏
创新 !尤其是深层次的创新思维 , 外
包不要求创新 ,

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发展的
关键在于创造性思考, 科学思考有两
类! 一类具有重复性! 可以是在空间
和时间上的重复! 也可以是主体和受
体的重复! 这是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
中最常见的类型! 采用何种语言并不
重要' 而另一类是创造性思考! 和艺
术创作十分相似! 在这里文化+ 语种
的差别就特别突出,

科学家不论做研究还是过生活 !

运用的是同一个脑子+ 经历的是同一

番生涯! 两者不可分割, 科学家不同
于门岗! 很难划清上下班的钟点! 也
不会将科学思考限制在办公室里, 阿
基米德的浮力原理! 是在澡盆里发现
的 ' 欧阳修作文构思 ! 是在 (马上 +

枕上+ 厕上%! 并不在书桌上, 智慧的
灵感犹如闪光! 可以稍纵即逝, 据说
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大楼的楼梯口都摆
有纸笔! 让研究人员可以随时记下突
发的思想,

具有突破性的科学思考 ! 和文
艺思考之间在创造性上并没有界限 ,

这种思考要求联想 + 类比 ! 决不以
本学科为限 , 西方科学家喜欢用一
幅漫画或者一则幻想来表达自己的
思想 ! 喜欢把自己的发现和神话挂
钩 , 奥地利的休斯用希腊女神命名
已经消失的古大洋 ! 叫做 (特底斯
洋 %' 英国德洛夫洛克把地球系统比
作希腊的大地女神 ! 提出了 (盖娅 %

学说 , 欧洲学者能够从传统文化里
汲取营养 ! 为科学创新做出了贡献 !

难道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创造性科
学思考就没有用处 &

语言是有深度的! 越早学的语言
扎根越深, (少小离家% 的人! 默念
数字时用的还是家乡话' 学习多种语
言的人 ! 学得越晚的语种忘得越快 ,

科学语言归根结底来自生活+ 来自文
化! 而母语就是本国文化的载体, 联
合国规定

!

月
!0

日为国际母语日! 就
是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曼德拉说过#

(你用一个人懂得的语言与他交谈! 你
的话进入他的大脑, 你用一个人的母
语与他交谈! 你的话深入他的内心,%

创新思维发自内心, 科学创新的深层
次思考需要文化滋养! 而母语文化就
是最近的源泉! 最有可能带来创新的
火花,

如果放眼历史长河! 也许答案并
非如此 # 因 为 世 界 的 (通 用 语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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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是在演变的 , 各个
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 (通用语% 作为
国际交流工具! 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
通用语' 法文在

!+

世纪早期之前! 曾
经是世界的 (通用语 %' 而英文的全
球化! 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建立全球优
势后的产物, 其实直到清朝早期的数
百年间! 汉字也曾是东亚文化圈的通
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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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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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 不以通用语发表的
成果! 就会被淹没! 虽然也有可能被
后人所追认, 达1芬奇不仅是艺术家!

也是科学家和发明家! 但他用意大利
文左手反写! 数百年后才被解读, 有
人认为 ! 现代科学创始人不是牛顿 !

是达1芬奇 , 只因他不会拉丁文 ! 不
会数学! 也没上过大学而被忽视, 理
论物理学家埃托雷1马约拉纳在微中
子质量上作了先驱研究! 并提出马约
拉纳方程式 , 但是他

#-*!

年文章是
用意大利文写的 ! 直到

#-..

年才被
美国物理学报介绍和评价 ! 才使得
(马约拉纳质量 %+ (马约拉纳中子 %

等名词开始流行, 但毕竟意大利和英

国同处欧洲+ 意大利文和英文同属印
欧语系! 相比之下中文和英文的差距
大得多! 以至中国历史上的科技贡献
要等到

!+

世纪由英国人李约瑟来
(发现%, 近代中国科学家用中文发表
的成果中! 也不乏先于国外的真知灼
见! 由于长期封闭和文字阻隔! 至今
仍然湮没在故纸堆中,

英文全球地位的奠定! 是长期历
史发展的结果, 先有

#-

世纪像达尔文
那样科学奠基人的出现! 后有二次大
战后美国科学在全球的压倒优势, 直
到

#-:+

年代! 相当一部分国际学报还
是英+ 法+ 德语兼收! 至少载有多个
语种的摘要! 与今天的清一色英语迥
然不同,

!+

世纪末以前! 德国要求受
其奖励的洪堡学者先学德语! 后来也
只能放弃! 因为德国科学家自己就用
英语, 法国也许是抵制英语为时最久
的国家! 但是现在也允许学生用英语
答辩毕业论文,

总之! 通用语言的交替有着政治
经济的背景 ! 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
也就占有语言的优势 , 纵观历史 !

语言文字也是有寿命的 ! 通用语言
的主导格局也在变化 ! 只是变化缓
慢 ! 其交替的时间需要以世纪计算 ,

当前英语的国际化 ! 同样有其政治
经济的背景 , 如果今后世界格局发
生变化! 你能保证英语的统治地位永
远不会动摇吗&

通用语言的历史演变

科学创新与母语思考

方块文字前途之争

双语教育和东方文化

开辟创新的第二战场
!

新年伊始! 学术界内部的一场讨论! 迅速引发了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的百家争鸣"""

在 #高大上$ 的科技界! 英语独大! 汉语的地位却日渐式微% 长此以往! 中国会不会步上印

度的后尘! 方块文字被排挤在科学之外
!

这场讨论的发起者是中科院院士&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 很多发生

在高等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现象! 让他感到忧心% 比如! 国内学者最新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发表'

大学理工科教学日益青睐英语((

有意思的是! 随着 )汉语在科学界或受排挤$ 的议题横空出世! 来自学界的争议挺大!

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 各路专家纷纷摆事实& 讲道理! 虽观点各异! 但学界有一心声却是共

通的* 不管科学研究的工具语言是英还是汉! 但面向大众的科普! 推进汉语是必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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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 !中科院院士" 同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