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期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6 1

？ 卷首语 ？

好奇心 、传统文化与创新

周 忠和
＊

（ 中 国科 学 院古 脊推 动 物 与 古 人类研 究所 ，北 京 1 0 0 0 4 4 ）

我曾给中 国科技大学 的新生做过一个 报告
“

我再唐突 ，也最多被大人们 以
一

句
“

童言无忌
”

加 以原

们的好奇心都去哪儿了 ？

”

学生们提 问之踊跃 ，让我谅 。 可是 ，慢慢的 ，家长或老师开始教育我们什么该

既感到意外 ，也倍受鼓舞 。 近年来我也去过别 的
一问

，什么不该 问 ；什么 时候可 以问 ，什么 时候不能问 。

些高校 、 中学做科普报告 ，提 问大多也很踊跃 ，这让最终我们发现 自 己 慢慢变得不爱 问 ，不会 问 了 。 因

我对年轻的
一

代学子们充满 了希望 。 然而 ， 也不得为答案似乎都在课本里 ， 或者说刻在大人们 的脑海

不承认 ，就我个人 的经历来看 ，在国 内很多的 学术场里 ，我们要做 的只 是记住 ， 最好能 够背下并 烂熟于

合 ， 即使报告人内容和演讲都很精彩 ，要么 参加者不胸 。 在这样的应试教育体系 中 ， 我们还被教会 了什

多 ，要么是提问不踊跃 ，而且还常常碰见提问 者寥寥么该学 ，什么不该学 ， 因此即使你对 书本外 的知识表

无几的现象 ，这也让主持人颇有尴尬 ，抛一句
“

我估现出一点兴趣来 ，恐怕也没有足够 的了解 ，从而能够

计大家都完全听懂了 ，所以没有问题了
”

加 以解嘲 。提出真正的 问题来 。 慢慢 的 ，我们的好奇心 只能废

2 0 1 4 年 8 月 ， 《 中 国科学 》地学编委会 召开了一退 ，我们提出 问题的冲动和能力 自 然也随之减弱 。

个别开生面的研讨会 ， 请了 国 内 十多个学者分别专说到当今的教育 和社会 的 问题 ， 我们恐怕 不能

门介绍克莱福特奖地球科学奖获得者的学术成长历不对我们 的 传统文化 做出
一点反思 。 不可 否认 的

程 ，我发现他们几乎都有
一个共 同 的特点 ：好奇心 。

＿

是 ，延续了五千多年 的古老文化中有很多 的精华值

好奇心无疑是人类认知世界 的主要驱动力 。 罗 素认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

为
“

长盛不衰 的好奇心 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 的探索 ，我们 的传统文化中 ，

一直存在着对 等级 、身 份 、 权威

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 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

。 居的过分迷信 ， 而缺少质疑权威和 冒 险的精神 。 长期

里夫人说过
“

很多人都说我很伟大很有毅力什么 的 ，封建专制锻造的 国民性格多偏 向含蓄 、保守 、 沉默寡

其实我就是特别好奇 ，
好奇得上瘾 。

”

爱因 斯坦也说言 。 说多了会
＂

言多必失 ， 祸从 口 出 ， 因 言获罪
”

， 所

过 ，

“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
一个问题更为重要 。

＂

以才有 了
“

沉默是金
”

的道理 。 孔子说过 ，

“

君子欲讷

如果没有强烈 的好奇 心的驱动 ， 很难想象第一于言而敏于行
”

。 古代 的
一些高人传授知识时 ， 常常

个发明电报的人居然不是科学家 ，也不是工程师 ，而故弄玄虚地说一句
“

只可意会 ， 不可言传
”

。 我们的

是
一位已经成名 的美 国画家 。 莫尔斯在一次旅行过古老文化中 ，似乎也特别注重面子 ，

“

人活一张脸 ，树

程中 ，看到别人在用
一块马蹄形的 铁块与电 池表演活一张皮

”

。 我们之所以不敢问 ，很多时候恐怕还是

电磁感应的原理 ，这个经历让莫尔斯十分着迷 ，着迷怕问 错了而 出洋相 ，或者是怕得罪人 ，所 以最好就是

得几个晚上无法人眠 。
4 1 岁 的他决定放弃他 的绘不该问的别问 。 不难看出 ， 以上种种现象和我们今

画事业 ，全身心投人研究信号 的长距离传递 ，
经过几天倡导的科学和创新的精神大多是格格不入的 。

年艰苦学习和努力 ，最终发明 了电报 ，成为一段发明著名作家张宏杰 曾
一

针见血地写到 ：

“

在中 国传

史上的佳话 。统文化中 ，

‘

好奇心 ’

、

‘

探索欲 创造力 新鲜事

好奇心是人之常情 。 那 么 ， 在我们的成 长过程物
’

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 ，它们与另 一些可怕 的词汇

中 ，为什么好奇心逐渐消退 了 呢 ？ 是教育 的失败还紧密相连 ：

‘

不安分 、
‘

破坏 性
’

、

‘

颠 覆
’
”

。 在我 看

是社会环境的影 响 ？ 我们大概都不 陌生 ，小 的时候来 ，与其说是传统文化 ，不如更准确地说是长期 的封

我们都常常会毫无顾忌地 问这个 问那个 ， 即使 问得建专制制度遏制 了 人的 好奇心 、探索欲和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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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 院院士 、美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 现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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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翻 了封建帝制 已 经
一

百多年 的今天 ， 我们没有问题 。 然而 ，它所带来大量 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可 以

理 由还受制于这些
“

传统
”

的羁绊 。用在火星项 目 之外 ， 这将 产 生数倍 于原 始花 费 的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无疑有其积极 的意收益 。

”

义 ，但 同时也扼杀 了 人们对 自 然规 律探索 的兴趣 。也许有人会说 ， 不强调好奇心驱使 ， 只 要有足够
“

两耳不闻窗外事 ，

一

心 只读圣贤书
＂

成了 中 国古代的资金投人和研究人员 的 努力 ， 我们也
一样能够推

知识分子 的 座右铭 。 这些古代读 书 人 的成才道 路动科学的进步 。 中 国 的科技人员 发表论文的数量 已

上 ，似乎从来就不会和
“

自 然科学
”

搭上瓜葛 ， 又有谁位居世界前列 ， 论文的引 用也不断提升 ，专利数也相

会去关心 、好奇 ？ 弄不好就会落得个
“

玩物丧志
“

的当可观 。 勿庸置疑 ，这些指标本身确实是很 了不起

嘲弄
。
明清的科举考试更是越发狭隘 。 因 此 ， 顾炎的成就 。 然而 ， 我们发表的成果中 ，有多少真正是最

武说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 杜威说过
“

中 国
一

向多理最原创的呢 ？ 我们提 出 了 哪些基本 的科学 问题呢 ？

会人事 ，西洋一 向 多理会 自 然
”

。 这样 的评价或许有看看每天的科技新 闻 中 ， 各式各样的 技术创新和发

些偏颇 ，但也不全无道理 。 既便是在 我们 当今的 社明 中 ， 又有多少是 出 自 我们 的 国家 ？ 遗憾 的是 ，没有

会 中 ，

“

合情重于合理
”

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人做过这方 面的统计 。 在我看来 ， 好奇心驱动的科

中 国 的传统社会 中 ， 还有一 点不得不提的恐怕学研究才能真正发现并堤出科学的 问题来 ；惟有好奇

就是功利主义的思维定式 。 我们恐怕对这样的教导心的驱动才能鼓励人们去做出别 出 心裁的技术发明 。

一点也不陌生 ： 玩这些东西能 当饭吃 吗 ？ 这关我们或许会有人认为 ， 过分强调好奇心驱动 的科学

什么事 ？ 少管闲事 ， 明哲保身 ，事不关 己 ， 高高挂起 ，研究 ，会影 响到实现国家需求的 目 标 。 诚然 ， 国 家需

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 。求和 大的项 目 引导确实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式

很显然 ，对任何事情 （包括科学 ） 的好奇心不
一

之
一

，尤其今天 的社 会 ， 即 使像美 国这样 的科技强

定是与 生俱有的 ，但是 ， 如果你生活 的 现实 中 ，好奇国 ，在制定科技政策的过程中 ，也常常被批评过于功

心并不受到鼓 励 ， 自 然就会下降 。
与之相 伴的 是知利 。 自 由探索也不能完全取代重大科学问题或需求

识面会很狭窄 ， 创造力就会下降 。 反过来 ， 没有一定引导的科学研究和创新 。 然而 ，在 当今 中 国 ，我们也

的知识积累 ，好奇心也会削弱 ，从而也直接影响到学不得不承认 ， 我 们 的科研 （包括教育 ）评价体系 依然

科的交叉 。 我接触的有强烈好奇心的 人往往知识面过于功利 。

“

国家需求
＂

常常被滥用 。 科学与技术的

都比较宽 。 事实上 ， 与 国外发达国家的同行相 比 ， 我区别常常被忽视 ，这背后其实都是功利主义思想在

们很多学者 （包括博士生 ） 专业 的水准并不差 ，往往作祟 。
由于各种各样 的原 因 ，在 国 内 从事纯粹基础

相差 的是知识 的广度和对待功利的态度 。研究的学者经常如芒刺在身 ，缺少做基础研究的底

1 8 8 3 年 ，美国物理学家亨利 ？ 罗 兰在美国科学气 ， 为 了从不同渠道获得足够的科研经费 ，经常不得

促进会年会上发表的 、 被誉为是美 国科学的 独立宣不违心地 、牵强附会地拔高其研究的应用价值 ，大谈

言 的演讲中说到
“

因为 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 的事实 ，自 己 的研究如何符合 国家的需求 。

而没有寻根问底 ， 中 国人已 经远远落后于世界 的进好奇心驱 使的 研究理应 得到 社会 更广泛 的共

步
”

。 不可谓不一针见血 。识 ，恐怕 不仅仅是针对基础研究而言 。 惟有如此 ，我

1 9 7 0 年 ，赞比亚修女玛丽 ？ 尤肯 达写信质 问美们才能做 出
一

大批与我们的投人相匹配的 原创性 的

国宇航局 （ ＮＡＳＡ
） 马歇尔太空飞行 中心科学副总监成果和技术发 明 。 更进一步讲 ， 要建设创新型 的 国

恩斯特 ？ 史都林格 ：

“

目 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孩子吃家 ，我们的社会必须营造更加宽松 自 由 的氛 围 ，在强

不上饭 ，你们怎么 能为 远在火星 的 项 目 花费数十亿调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引 导的 同 时 ，让更多 的人 能

美元 ？

”

史都林格的 回 信很长 ，也充满耐心 和深情 ，被够安心从事 自 己 喜爱的工作 ，有条件做更多 、 更大胆

ＮＡＳＡ 以
“

为 什么要探索宇宙
”

为标题发表 。 信中写的 自 由探索 。 惟有如此 ，全民创新 的气象才能形成 ，

到 ：

“

通往火星的航行并不能直接提供食物解决饥荒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有望早 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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