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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我国青年科学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

我最近参加了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的评审
,

两

三天前刚刚揭晓
。

在评审中
,

我觉得有些青年科学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在各自的专业方

面
,

已经有了较为深入与系统的研究工作
,

在国际上得到了好评和承认
。

对此我们感到非常

喜悦
。

但是
,

我 国的科学基础还比较薄弱
。

最近十几年虽然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

绩
,

然而距离国家发展科学与发展经济的要求
,

距离国际上科学研究的先进水平
,

差距确实

还很大
。

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主要责任
,

已经历史地落到青年科学家的身上
。

青年科学家今

后努力的程度怎样
,

成就如何
,

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

平
。

目前
,

我国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

已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
,

可

是在市场经济的初期 阶段
,

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

比如对教育
,

对科学研究
,

尤其是基础研究
,

对人才培养方面
,

会带来某种冲击
。

在这种形势下
,

治学态度与科研道德的间题就更为重要
。

一般说来
,

科学研究工作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

而 目前有些人往往 只看到 眼前
,

注重实际利

益
。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

举行以治学态度与科研道德为题的报告会
,

对青年人才的培

养有重要的意义
。

说到治学态度和科研道德
,

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
:

研究工作的 目的到底是什么 ? 现在
,

有

些或少部分青年同志
,

往往把出几篇论文
,

提职
、

评奖
,

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

好象自己作

科研工作
,

写出一些论 文
,

就是为了要以后能够提职
,

能够申请奖励
,

个人得到某些益处
。

当

然在座的青年朋友都会知道
,

这样就未免把科学研究有些庸俗化了
。

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
,

就要有这样一个志向和意愿
:

要为科学研究工作贡献我们毕生的精力
,

真正对所从事的研究

领域能有所推动
,

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
。

要一门心思去作学问
,

只问耕耘
,

不问收获
。

收获

是以后的事情
,

是客观上的结果
,

而不是最初的动机
。

有了正确的 目的
,

就该考虑如何选题
。

我认为应该选择 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比较关

键的问题
。

一旦这个间题解决
,

就可能导致该学科或该学科的某些部分向前推进一步
。

要挑

这样的
、

比较关键的
、

比较重大的课题
,

而不是比较容易出论文的问题去作
。

当然说 目标要

大
,

并不是说要好高鹜远
。

具体做的时候
,

要一点一滴去积累
。

任何一个重要的工作
,

都要

靠很多的积累
。

也有些问题在刚开始做的时候
,

可能比较小一些
。

经过积累
,

就有可能成为

比较大的问题
。

有些看起来较小的问题
,

在研究过程中间
,

又发现的新的困难
,

使得这样的

工作增加了意义
。

关于这一问题
,

不能绝对化
。

在研究工作中
,

我们不能迷信书本
。

但是对必要的
,

对我们要从事的研究领域中的最关

键的文献
、

资料
,

要很好地钻研
。

每一个学科
,

甚至每一个领域都有很多中外科学家作了长

期的努力
,

有很多的积累
。

在这中间
,

我们要选择其中最关键的
、

重要的东西来精读
,

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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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其思想实质
。

对数学来说
,

首先要读懂
,

即搞清楚其逻辑推理
,

但是读懂只是一个很初步

的阶段
,

在此基础上
,

还要进一步将其中的实质
、

思想提炼出来
,

然后针对我们的研究课题
,

从这种本质的地方下手
,

提出一些与人家不 同的思想
,

不同的根本性的方法
,

而不是在枝节

问题上作某些修改
。

另外
,

一个好的研究工作
,

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
。

要取得很好的成果
,

在某些阶段要克

服很大的困难
,

而且往往已经觉得无路可走 了
。

在这个时候
,

你要坚持
,

不能退却
。

往往 比

较重要的工作
,

总会经历几个这样的阶段
。

只有不懈地坚持下去
,

才有可能绝处逢生
。

这样

的研究工作的创新意义就比较大
,

研究成果往往就比较重要
。

在研究工作中
,

要有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
。

某些科研工作
,

甚至 已经发表的一些论文
,

过

了一段时间
,

会发现错误
,

有些是本质性的错误
,

有些是小的错误
。

而错误往往不是发生在

很难的地方
,

而是发生在作者认为
“
显而易见

”
而得出的结论中

。

对数学来说
,

推理要非常

严谨
,

中间不能有半点含糊
。

读文献
、

资料
、

应该精读
,

要动手演算
,

自己推导
。

一个很有

效的办法就是在讨论班上作报告
。

因为作报告
,

你的准备过程就会认真得多
。

在报告时
,

其

他学者可能会提出问题
,

你当时就要进行解答
。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

同时对学术交

流
,

活跃学术气氛
,

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

在科研道德和治学态度上
,

比较突出的表现
,

是在撰写论文和学术评价两个方面
。

撰写

论文首先要明确
,

这篇论文是你自己一个人作的
,

还是几位学者合作的
。

我们要注意
,

凡是

对这项研究工作
,

对所写的研究论文有实质贡献的人
,

都应该算在作者行列中
。

也只有这样

的人
,

才能在作者中列名
。

既不能少
,

也不能多
。

不能少的道理大家比较容易清楚
,

既然另

外一位同志对这个研究工作
,

对这篇论文有实质性的贡献
,

当然应该把他包括在作者里面
。

另

外
,

就是论文的作者也不能多
。

对你的研究工作没有根本性的贡献的人
,

不应该放在合作者

里面
。

最近我看到一些很不好的例子
,

明明是某人的文章
,

却另外再列 了两
、

三个人的名字
。

还

有的年轻人
,

为了提职
,

居然将自己的文稿写成为与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合作的稿子
。

事实上
,

这些国外学者并没有与他合作
,

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稿子
。

这种严重的学风问题当然是个别的
,

不过应该引起科学界的重视
,

认真对待
。

撰写论文时
,

往往开始有一段引言来说明这项研究工作的背景
,

其中会提到以往的重要

工作
。

撰写时
,

应采取科学的
、

实事求是的态度
。

现在有两种倾向
,

一种是不尊重别人的工

作
。

实际上
,

该项研究工作的某些思想
、

框架或方法
、

步骤是按照以往的工作或文献来的
,

然

而论文中却没有说明
,

好象这些全是作者独创的
。

另一种则是将关于这项课题以往的一些次

要的工作或文献
,

也予以提出
,

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
。

在参考文献中罗列了许多与本文没有

什么关系的论文
。

在摘引与论述时
,

不是本着科学与实事求是的态度
,

而是按照个人的亲疏
、

好恶
。

在撰写具体内容时
,

也应该是这样
。

如果有些思想
、

方法
、

技巧
、

计算等
,

是受到某篇

文献的启发
,

就应该在有关的地方指出并引证该文献
。

如果这些方面是从与其他学者 (非作

者 ) 的讨论与谈话中得到的益处
,

也同样应予注明
。

学术评价对于发展学术
、

培养人才
、

形成良好的学风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

要恰如其分

地进行学术评价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

论文要及时地发表
,

但是评价要慎重
、

客观
,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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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 当的滞后
。

不应该由自己评价
,

要看国内外同行的反应
、

评述
、

引用等情况
。

口头上的

赞扬与信件中的内容
,

往往是出于礼貌或鼓励
,

没有经过字斟句酌
,

因而不足为凭
。

比较重

要的是国内外学者在公开发表的论文
、

著作中的引用
、

摘录与评述
。

这些引用或评述者的水

平
,

论著与期刊的质量
,

摘引的份量与次数
,

评价用语的程度等等
,

可以反映出研究工作的

质量
,

其中国际上的引述更为重要
。

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地看待摘引次数
,

例如提供了某种研

究方法或工具的论文就会被引用得多些
。

此外
,

不同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同行学者的数量可以

有很大差异
,

这样也会造成摘引次数的很大差别
。

学术评价是重要而严肃的事情
,

主要应由同行学者作出判断
,

其他方面不宜介入
。

近年

来
,

对一些研究成果常常较轻易地就说
“
国际先进水平

” 、 “

国际领先
” ,

用词越来越高
。

这是

很不好的现象
。

对于一篇论文
,

就不大适宜提 国际水平
。

这种提法应该是指有重大创新的系

统的研究工作
,

常包含了一系列的论文
,

它们在学术思想
、

方法等方面有重要创见和突破
,

对

于该学科或领域有相当的推动作用
,

因而是在国际上达到先进水平的成果
。

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
,

我国的期刊在国际上影响还相当小
。

在这种情况下
,

国内的一些青年学者为了使 自己的成果得到国际上承认与发挥较大影响
,

将

优秀论文投送到国际上的著名期刊
,

这是适当的
。

另一方面
,

我们又要逐步提高我国主要学

术期刊的质量
,

使其在国际上发挥较大的影响
。

为此
,

各领域的学者
,

尤其是知名的专家
,

也

要将一部分优秀的论文投送到 《中国科学 》
、

《科学通报 》
、

《中国科学基金 》 以及国内一些主

要学报上
,

争取在下世纪初期
,

使这些期刊成为国际上的重要刊物
。

以上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提出来供青年学者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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