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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南华院士谈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汉语中的科技语言体系

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中，有几个非科技的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语言

体系、学术自尊和学术骨气。

语言是社会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交流的基础工具。汉语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和独特的魅力，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思维与文化。

目前的科学体系语言和技术体系语言仍然以西方的语言和文化为主导，尚未建立起

汉语中的科技语言体系，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建立这个语言体系的重要性。而事实上，

没有汉语的科技语言体系可能已经带来很多隐性影响，如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在学

习科学和技术的过程中难以体会其精髓和精神，形成的观念和思维容易出现碎片化

特征，进而影响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以及后面的发展等。

在别人的语言体系下开展工作，犹如在别人的土地上种花栽草，成不了自己的花园。

没有自己的科技语言体系，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难有立足之地。因此，把

西方的科技语言体系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汉语中的科技语言体系，

对我们的科技自立自强十分必要。

我们再来说说学术自尊和学术骨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的迅速发展有自己努力的因素，但毋庸讳言，彼时，我们

还主要是跟随者，重要的思想理论一般都是西方学者提出的。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学术自尊和学术骨气。大部分人

都满足于做一些质量还不错的工作，论文发到国际顶尖刊物上就已经算是有雄心

的了。基本上没有人以提出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开创领域为目标，仿佛这些与

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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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学者相较，整体而言，我们的眼界还不如他们，对科学的理解还不如他们。

但当我们要做引领者的时候，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没有准备好，心理上还是希望别人

领导，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自信：伟大的工作不是西方人的专利，我们

同样可以做伟大的工作。

在构建汉语中的科技语言体系、加强学术自尊和学术骨气方面，华罗庚、钱学森等

老一辈科学家堪称楷模。他们用汉语写的数学和力学的文章或著作，能很好地把其

中的科学思想与汉语文化结合起来，读来感到其中的科学内容、思想与我们的文化

毫无隔阂。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学术骨气和学术自尊，在这方面，我们需要

认真向老一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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