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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进人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杨振宁

到了 21 世纪中叶
,

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

一
、

1 4 0 0一 1 6 0 0 年— 中国落后于西方

古代许多重要的发明都起源于中国
,

这是人所共知的
。

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刷术
、

火药
、

指南

针和造纸
。

极力推崇这些重大发明的不是别人
,

正是欧洲近代科学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培根

( rF an ic s

aB co n ,

1 5 6 1一 1 6 2 6 )
,

虽然他并不知道它们是源自中国的
: “

纵观今 日社会
,

许多发明

的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尤其是印刷术
、

火药和磁铁
。

这些都是近代的发明
,

但是来源不

详
。

这三种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和一切事物
。

印刷术使文学改观
,

火药使战争改观
,

磁铁

使航海改观
。

可以说
,

没有一个王朝
,

没有一支宗教派别
,

没有任何伟人 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

大的力量和影响
”
川

。

科学史学家普遍同意
,

公元 1 4 00 年以前
,

科技转让主要是由中国传向欧洲的
。

中国科技直

到 1 4 0 0 年前后 比欧洲科技优秀
,

可见于李约瑟 ( N ee dha m ) 的巨著 2j[ 中对明朝三保太监郑和

( 2 5 7 1 或 1 3 7 5一 1 4 5 3或 1 4 3 5 ) 在 1 4 0 5 至 1 4 3 5 年间 7 次下西洋
,

远及非洲海岸的描述
。

根据中

国史书记载
,

郑和远征航队的一些船只长达 4 40 叹
,

是在南京建造的
。

曾有一些历史学家怀疑
,

当时能不能造这样大的船 (图 1 )
。

但 1 9 6 2 年在南京发掘出的一件 36 叹高
, 1

.

25 叹直径的舵
,

消除了这种怀疑
。

图 1 李约瑟书 中的示意图
。

郑和的大船比图中的船还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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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古代技术如此进步
,

可是
,

到 1 6 0 0 年中国科技却已远逊于欧洲
。

举一个例子
:

17

世纪初
,

明朝政府要由葡萄牙人所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
。

( 图 2)

图 2 1 9 9 3 年 8 月 19 日作者摄于澳门大炮台 (又名三巴炮台 )
。

背景所见的远山是属于珠海的
。

抚今思昔
,

感慨 良多
。

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
,

但是到了 17 世纪初
,

明朝政府为了抵抗清军却要自葡萄牙人占领了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
。

到底中国在 1 4 0 0 至 1 6 0 0 年两个世纪里为什么如此落伍呢 ?

我并不想对这已有许多书籍和文章研究过的间题加以详细分析
。

概括讲来
, 1 4 0 0 年前好

几个世纪
,

文艺复兴在欧洲崛起
,

产生了巨大的文化与知识的进展
。

在 1 4 0 0 至 1 6 0 0 年两百年

间
,

几乎人类各项活动在欧洲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

事实上技术领域的进展

可能相对是最不重要的
。

在艺术
、

建筑和文学方面的进展都有更大的影响
,

它们使欧洲文化迈

入了新的时代
。

但是如果就影响来看
, “
自然哲学

”

的进展恐怕是最重要的
,

因为它为近代科学

的萌芽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

只须列举这两百年间欧洲一些伟大思想家的名字已足够看出这些

进展的气势与其长远的影响
:

达芬奇 ( d
a V i n e i

, 1 4 5 2一 1 5 1 9 )
,

哥白尼 ( C
o p er

n ie u s , 1 4 7 3 一 1 5 4 3 )
,

马丁路德 ( L u t h e r ,

1 4 5 3

一 1 5 4 6 )
,

加尔文 ( C
a lv i n

, 1 5 0 9 一 1 5 6 4 )
,

纳皮尔 ( N a p ie r , 1 5 5 0 一 1 6 1 7 )
,

培根 ( B a e o n ,

1 5 6 1一

1 6 2 6 )
,

伽利略 ( G a li le o , 1 5 6 4 一 1 6 4 2 )
,

开普勒 ( K e p le r ,

1 5 7 1 一 1 6 3 0 )
,

哈维 ( H a r v e y
, 1 5 7 8 一

1 6 5 7 )
,

笛卡儿 ( eD
s e a r t e s ,

1 5 9 6一 1 6 5 0 )
。

相反地在中国
, 1 4 0 0 一 1 6 0 0 年这 200 年是一段知识停滞不前的时期

。

这时期中最著名的

哲学家是王守仁 (即王阳明
, 1 4 7 2一 1 52 8 )

。

他的学说
,

我认为没有对中国思想或中国社会产生

什么真正的长远影响
。

比起上面列举的欧洲大思想家对后世的影响
,

王守仁的影响是望尘莫及

的
。

他的部分思想可以被解释为反科学的
。

可是
,

即使是这一部分
,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亦没

有产生多少影响
。

二
、

16 87 年— 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

到 17 世纪初年
,

文艺复兴在欧洲已为近代科学的萌芽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

近代科学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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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一种新活动
、

新精神
、

新方法
,

有人认为是新宗教
。

如果要给它的诞生一个确定的日期
,

我

会选择 1 6 8 7 年
,

即牛顿 ( N e w t o n
,

1 6 4 2一 1 7 2 7 )发表他的((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 P r i n e ip i a ) (以

下简称《数学原理 ))) 的一年
。

《数学原理 》使人类第一次对
“

世界 系统
”
川 (即太阳系 )有了定量

的了解
,

而太阳系的运转是任何一个古文明中一项最神奥的秘密
。

更重要的是这个了解是基于

一种纯理论的思考体系
,

用准确的数学语言
,

既简单又净洁
,

既精密又包罗万象
。

可以说
,

在

1 6 8 7 年诞生了的是一种革命性的新世界观
:

宇宙具有极准确的基本规律
,

而人类可以了解这

些规律 ( 图 3 )
。

必须强调的是
,

虽然在《数学原理 》发表

了 3 0 0 多年后的今天
,

我们可以充分看到它

的深远影响
,

但牛顿自己却不能在出版这本

书时即对其长远意义有着同样的评价
。

当然

他知道 自己完成了一个极漂亮的工作
,

但他

却不可能意识到 自己的工作将会改变人类对

物理和生物世界基本结构的理解
,

会永远地

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

查看牛顿的手稿
,

就会发现其 中掺杂着

许多许多哲学
、

神学
、

炼金术等玄虚的思考
。

牛顿在这么众多纷扰的思考中竟能集中注意

力完成了他的科学工作
,

是一个奇迹
。

20 世

纪有名的经济学家凯 因斯 (J
.

M
.

K cy en
s ,

2 5 5 3一 1 9 4 6 ) 曾经说
: “

自 15 世纪起
,

牛顿便

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个
,

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

、 众
, `

.

了

图 3 牛顿的《数学原理 》手稿的一段
。

请注意牛顿倚重几何推理方法

一位理性论者
,

一位教导人们机械推理法的先驱
。

但是我不同意此看法
。

… …牛顿不是理性时

代的先行者
,

他是最后一个魔术师
,

最后一个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
, 1万年以前我们的远祖开

始创建人类思维文化
,

发展了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

牛顿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位伟人
”
4[]

。

三
、

16 0 0一 19 0 0 年— 中国抗拒引人西方思想

查看《数学原理 》 ,

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
。

《数学原理 》全书的结构

完全是以欧几里得 ( E u icl d
,

约公元前 30 0 年 ) 的 (( 初探 》 ( E le m en t s )为样本的
:

两本书都从定义

( d e f i n i t i o n s )开始
,

然后是公理 ( a x i o m s )
,

牛顿称其为
“

普通的意见
”
(
e o m m o n o p i n io n s

)
,

再是引

理 ( L e m m a )
,

命题 ( p r o p o s it io n s )和证明 ( p
r
oo f s )等等

。

欧几里得对牛顿的《数学原理 》的影响是明显的
,

是人所共知的
。

不是那么为人所共知的是

在 ((数学原理 》发表约 8 0 年前
,

在 1 6 0 7 年
,

利玛窦 (M a t t e o R i e e i
, 1 5 5 2一 1 6 1 0 )和徐光启 ( 1 5 6 2

一 1 6 3 3 )即已将欧几里得的《初探 》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
,

取名为《几何原本 ))( 图 4 )
。

利玛窦是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
,

函欲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教义
。

他于 1 5 8 2年抵澳门
,

15 8 3年到达广东的首府肇庆
。

他几次尝试去北京都没有成功
,

最后于 1 60 1年正月才到达
。

他

的计划是凭藉他的科学知识获得明朝朝廷的注意
,

从而扩大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

徐光启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大臣
,

也是一位大学者
,

1 6 0 4 年进入翰林院
。

在这一年以前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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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受浸洗礼入了天主教
。

他和利玛窦翻译《几何

原本 》的前一半是他将欧洲科学引进中国的许多工

作中的一项
。

此译文的初版至今仍能见于中国的一

些图书馆
。

我听说梵蒂冈也仍存一本
。

读了徐光启 自己对其译作的描述
,

就会意识到

他是多么清楚地明白欧几里得和中国学者在逻辑思

考方面的基本分异
。

他这样描述欧几里得的思考系

统
: “

似至晦
,

实至 明
;
似至繁

,

实至简
;
似至难

,

实至
·

易
。 ”

他认为欧几里得的理论是
“

欲前后更置之不可

得
” ,

就是说在演绎推论中
,

各个步骤有一定的逻辑

顺序
。

徐光启是一位重要的明朝高官
。

他担任过多种

任务
:

政治
、

经济
、

国防
、

农业
、

天文
、

测量
、

治水等等
。

他一直强调数学在这些领域中的重要性和 《几何原

本 》在数学中的重要性
。

他感到惋惜的是利玛窦和他

未能完成全书的翻译
: “

绩成大业
,

未知何日? 未知何

时 ? 书以侯焉
。 ”

这一等就等了 2 50 年
,

直到 1 8 5 7 年
,

李善兰 图 4 《天学初函 》第 4卷
,

第 1 9 4 9 页
.

( 2 5 2 1一 1 5 5 2 ) 和伟烈亚力 ( A
.

W y l ie
, 1 5 1 5一 1 5 5 7 )才译出《几何原本 》中剩下的篇章

。

在这 2 5 0

一

年中
,

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了
,

工业革命开始了
,

欧洲殖民扩张政策亦到达了其顶峰
。

人类的历

史正加速演变
,

给世界所有民族带来了多种不同的命运
。

这些年间中国依然停滞不前
。

那些阻碍中国萌生近代科学的多种原因仍然存在
:

缺乏独立

的中产阶层
,

学 问就只是人文哲学的观念
,

教育制度里缺医
“

自然哲学
”
这一项

,

束缚人们思想

的科举制度
,

以及缺少准确的逻辑推论的传统
,

凡此种种都没有因为耶稣会传教士引入了少许

西方思想而有所改变
。

传教士东来之时
,

正是中土为满洲人征服的时代
。

满洲人建立了清朝政府以后
,

许多中国

学者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不合作态度
。

康熙 ( 1 6 62 一 1 7 2 2 年在位 ) 是清朝早年的一位

皇帝
,

是一个非常精明聪敏的人
。

他对付当时夷夏之辩所采取的政策是务求将清廷纳入中国古

代伟大的文化传统中
。

此一政策虽颇为成功
,

但汉族之反抗情绪仍然存在
。

在这样一个充满种

族对抗 /妥协的社会中
,

传教士们极力推行其基本政策— 将中国官员变成天主教徒
。

可是天

主教对汉文化来说
,

比满洲文化更要
“

夷
”

一些
。

所以传教士的活动之引起反抗是不可避免的
。 `

杨光先 ( 1 5 9 7一 1 6 6 9) 是一个典型的
、

强烈反对传教士和他们引进的所有科学知识的例

子
。

他写过以下一段有名的文字
: “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
,

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 ”

今天
,

我们会认为杨光先的见地既狭窄
,

又愚昧
。

但是有清一代
,

他都有无数的景仰者
。

譬

如在 1 8 4 6 年
,

差不多是他死后 200 年
,

钱绮 5j[ 说杨光先是
: “

正人心息邪说
,

孟子之后一人而

已
” 。

另一阻碍西方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原因
,

是刘钝 5j[ 和 iS vi ln s] 所强调的
:

传教士们没有将开

普勒和牛顿的工作全部带入中国
,

以致他们介绍的天文学里有前后不相容之处
,

引导出了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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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乱
。

直到 1 9 世纪中期
,

当李善兰和艾约瑟 ( J
o s e p h E d k i n s , 1 5 2 3一 1 9 0 5 )翻译了一本 1 9 世

纪的教科书
,

取名为《重学 》以后
,

牛顿的力学才首次被引进中国
。

传教士们在 17 世纪为中国打开的知识窗 口没有留下真正长远的影响
。

它没有使近代科学

在中国
“

本土化 ,’ ( 用撒布若 ( S ab ar )教授的名词 )
。

它只在这个古老而骄傲的
,

长久以来自以为

是世界中心的民族中
,

引导出了一个理论
,

叫做
“

西学中源
” ,

就是说西方的学 问原来是自古中

国传去的
。

在康熙的支持和怂恿下
,

这个理论直到 19 世纪中叶曾广泛地被中国数学家和天文

学家们接受与支持
。

表 l( 刘钝制 s)[ 〕列举了支持西学中源说的一些例子
。

看到梅文鼎 ( 1 6 3 3一 1 72 1) 和戴震 ( 1 7 2 4一 1 7 7 7) 等极端聪 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

学中源说
,

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
,

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

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
。

农 1 中学西源理论举例 (节录自本文参考文献「5 ]所列刘钝的第三篇文章 )

领领域域 西 学学 中 源源 提 倡 者者

天天文文 水晶球宇宙模型型 《楚辞
·

天间 》 : “
圆则九重

””
王夫之之

行行行星运动动
“
天道左旋 ,’ /

“
盈缩迟疾

””
王夫之 /王锡阐阐

诸诸诸暇异天天 部 萌
“
宣夜说

””
阮 元元

太太太阳高卑卑 《考灵喂 》 “

地有回游
””

阮 元元

地地地圆圆 《黄帝内经
·

素间 》“ 地之为下 "/ 曾子子 梅文鼎 /阮 元元

地地地动动 张衡地动仪仪 阮 元元

蒙蒙蒙气差差 要岌
“
地有游气

””
阮 元元

寒寒寒暖五带带 《周醉 》“ 七衡六间
””

梅文鼎鼎

浑浑浑盖通宪仪
、

简平仪仪 盖天古法法 梅文鼎鼎

数数学学 数学理论论 《易经 》》 玄 烨烨

代代代数学学 东来法 /天元术 /四元术术 玄 烨 /梅压成 /戴 展
、

阮 元元

几几几何学学 《周辞 》 /勾股术术 黄宗羲 /梅文鼎鼎

三三三角学学 《周辞 》“ 用矩之道
””

玄 烨 /梅文鼎鼎

幕幕幕级数数 祖冲之
“
缀术

””
阮 元元

微微微积分分 招差垛积积 诸可宝宝

四
、

1 8 4 0一 1 9 0 0年— 引人现代科学举步维艰

1 8 4。 年是中国人不会忘记的年头
。

这一年
,

英国用炮艇强迫中国割地赔款
,

并开放商港以

便利其贩卖鸦片的勾当
,

从而开始了这个古老而骄傲的民族被剥削凌辱的时代
。

也正是这些痛

苦的年月最后迫使这个民族认识到过去的社会秩序不能继续下去
,

必须自西方引进新的思想
,

新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和新的教育哲学
。

这些年月间
,

似乎每一次大灾难都会导致清廷尝试少许

现代化的措施
,

然而
,

通常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

然后总是因为短期内不见成效而被放弃
。

例

如川 自 1 8 7 2 年起每年皆送了 30 名男孩去美国康乃狄格州的哈特佛 ( H ar t for d) 镇上小学和中

学
。

可是在 1 8 7 6 年
,

这项措施遭到了抨击
,

终使全体学生在 1 8 8 1 年被召回国
。

列强的凌辱所产生的精神创伤使中华民族有了复杂的自卑感
:

东方人是否天生不适宜于

做现代科学工作呢 ? 在 19 世纪末当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用来佐证白种人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时
,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曾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
。

这不只发生在中国
,

在 日本
,

长冈半

太郎 ( 1 8 6 5一 1 95 0)
,

后来成为第一个在国际上出名的 日本物理学家
,

也早在 1 8 8 3 年进入东京

大学之前便曾考虑过这个问题
。

他经过仔细的研究
,

认识到 中国古哲学家如庄子 (约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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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9一 2 8 6年 )的深入的识见以后
,

才得出东方人同样有能力研究现代科学的结论
。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
,

中国语言是科学思想发展的主要障碍
。

这种理论曾被推至极端
,

以

致有人曾建议中国语言必须被废除
。

自此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极度绝望的心理状态
。

五
、

19 0 0 一 1 , 5 0年— 急速引进现代科学

标志中国真正开始引进现代科学的有下列三项事件
:

·

18 9 8年
,

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的前身 )的成立
;

·

1 90 5 年
,

科举制度的废止
;
及

·

1 8 9 6 年到 1 8 9 8 年间开始川派遣学生东渡 日本留学
。

到 1 9 0 7 年
,

大约 已有 1 万名中国学生在 日本留学
。

几年后
,

留学浪潮蔓延至美国和欧洲
。

这些早期的留学生在出国前没有机会接触现代科学
。

到了外国以后
,

绝大多数没有攻读较高的

学位
。

但是
,

就是这批学生才真正地开展了引进近代科学的工作
:

他们回国后
,

很多做了教师
。

而这些教师的学生们就有机会在出国前接触到一些近代科学知识
。

到这些学生们去外国留学

时
,

他们便有能力学习前沿的科学
,

取得硕士与博士的学位
。

首批的中国物理学博士大多是在美国取得学位的
。

见表 2s[ 〕。

(a ) . 早 4 位中国实验物理学博士和取得学位的学校

(b ) . 早 3 位中国理论物理学博士和取得学位的学校

李复几 ( 1 8 8 5一 ?

李绍邦 ( 1 8 8魂一 ?

胡刚复 ( 1 5 9 2一 1 9 6 6 )

颇任光 ( 1 8 8 8一 1 9 6 8 )

1 9 0 7 年

1 9 14 年

1 9 18 年

1 9 1 8 年

德国波恩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哈佛大学

芝加哥大学

( b ) 王守竞 ( 1 9 0 4一 1 9 8 4 )

周培源 ( 1 9 0 2一 1 9 9 3 )

吴大歇 ( 1 9 0 7一 )

1 9 27

1 9 28

1 9 3 3

哥伦比亚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

密芝根大学

资
年年年

上面讲到
,

引进近代科学在中国是一个争辩了几百年才达到的决心
。

可是在下了决心以

后
,

进度却是惊人地快速
。

最早三位中国理论物理学博士可见于表 2 ( b )
。

他们都是我父亲杨武

之 ( 1 8 9 6一 1 9 7 3 年 )的同代人
。

他们这一代在取得学位后都回国担任教职
。

其中周培源和吴大

献两位先生是我在昆明上大学和上研究院时 ( 1 9 3 8一 1 9 4 4 年 )的老师
。

那几年我在昆明学到

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
。

譬如说
:

我那时念的场论比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

深
,

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
。

可见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
,

令

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 !

六
、

1 , 5 0一 2 0 0 0年— 中国开始加人国际科技竞赛

上面讲到
,

这个世纪的头 50 年
,

近代科学的精神与内容都急速地渗入中国
,

在中国社会产

生了巨大的和历史性的影响
。

但是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
,

我们仍不能说近代科学在中国已经
“

本

土化
”
了 (用撤布若教授的观念 )

。

渗入的程度不够
,

可见于下列各因素
:

·

涉及科学的人数仍然不多
;

·

涉及科学的层面仍然不多 ;

`

缺乏工业基础支持研究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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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

连年的战祸
:

军阀混战
,

抗 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等等
,

不能为研究工作提供一个稳定的社

会
、

政治和经济环境
。

随着 1 9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

这些因素都被一扫而清
。

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里

( 1 94 9一 1 9 6 6 年 )
,

中国的土地上有了惊人的发展
。

现代科学终于在中国
“

本土化
”
了

:

数以百

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训练出来了
,

复杂的研究与发展架构被建设起来了
,

巨大的科技成果

完成了
。

见表 3
。

农 3 中国与其他强国盆要科技成就的时间比较

第第一次制成成 年 份份

美美美国国 前苏联联 英国国 法国国 日本本 中国国

反反应堆堆 1 9 4 222 19 4 666 1 9 4 777 1 9 4888 19 7000 1 9 5 666

原原子弹弹 1 94 555 19 4 999 1 9 5 222 1 9 6000 19 5 777 1 9 6 444

氢氢弹弹 1 9 5 222 19 5 333 1 9 5 777 1 9 6888 1 9 5 999 1 9 6 777

卫卫星星 1 9 5 888 19 5 777 1 9 4 111 1 9 6 555 19 5 444 1 9 7 000

喷喷气机机 1 94 222 19 4 555 1 9 5 888 1 94 666 1 9 6 000 1 9 5 888

MMM Z 飞机机 1 9 5 777 1 9 5 777 1 9 4 999 19 5 99999 1 9 6 555

试试制计算机机 1 94 666 1 9 5 333 1 9 5 2222222 1 9 5 888

计计算机 (商品 ))) 1 95 111 1 9 5 888 1 9 5 3333333 1 9 6 666

半半导体原件件 1 95 222 1 9 5 666 1 9 5 7777777 1 9 6 000

集集成电路路 1 95 888 1 9 6 888888888 1 9 6 999

20 世纪也 目睹了中国人对 自己的重新认识
。

上面说过
,

这世纪初
,

中国人对自己追求近代

科学的能力有过怀疑
。

但是今天中国人 已相信近代科学并不只是 白种人才能做的
。

这种信念

的起因有很多因素
,

表 3 所列的种种成就当然是其一
,

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
:

日本利用科技发

展惊人地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
;
东方人在各种科技领域中获得了许多灿烂的成就 ;在欧美院校

里中国学生杰出的表现
;
这些都为这一影响深远的自我重新估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七
、

2 1 世纪

概括说来
,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 1 6 0 0 一 1 9 0 0 年三个世纪里

,

儒家保守思想所产生的文化

和知识方面的惯性抗拒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引进
。

其中最后的 60 年里
,

先是英国
,

继而其他欧洲

列强
,

然后 日本和美国都先后以现代武器欺凌落后的中国人
。

割地赔款之外
,

更留下了灵魂深

处的心理创伤
。

只到最后忍无可忍的关头
,

中国才在 1 9 0 0 年真正开始 引进西方近代科学
。

此

后的进步却是惊人地神速
,

所以在 20 世纪的后半部
,

可以说近代科学 已在中国
“

本土化
”
了

。

那么下一个世纪又会怎样呢 ?

要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

可是历史长流却必然有长远的因素
。

下面列举的

中国社会特征我相信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
:

(甲)人 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青年
。

只讲一下我个人的经验
:

我在中国念小

学
、

中学和大学时
,

都曾有许多十分聪明的同学
。

如果能获得适当的机会
,

相信他们里面很多位

都会在科技领域中崭露头角
。

( 乙 )儒家文化注重忠诚
,

注重家庭人伦关系
,

注重个人勤奋和忍耐
,

重视子女教育
。

这些文

化特征曾经
,

而且将继续
,

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
。

(与此相反
,

西方文化
,

尤其

是当代美国文化
,

不幸太不看重纪律
,

影响了青年教育
,

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
。

)

(丙 )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吸取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
。

但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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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在今天 已完全消失了
。

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

( 丁 ) 自 9 7 18 年起
,

中国经济猛进
,

每年都有超过 9%的增长
。

一些经济学家阁相信中国将

在 2 0 1 0 年左右变成世界上国民生产总值最大的国家
。

即使这个推测过于乐观
,

中国也必会在

那时成为世界工业强 国之一
。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将会有政治问题
:

领导更替的危机
,

意识形态的危机
,

贫富不均的危机
,

外交危机等等
。

不错
,

无可避免很多这类问题都会发生
。

但是试看一下 20 世纪的中国
:

两次大

革命
、

军阀混战
、

日本入侵
、

朝鲜战争
、

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等等
,

都是大危机
。

可是这些危机没

有一个阻止了中国在这个世纪科技上的卓越飞跃
。

为什么 ? 因为做科学工作其实 l0[ 〕并不困难
。

必要的条件只是上面所讲的四项
,

可以概括为才干
、

纪律
、

决心与经济支援
。

中国在这个世纪已

经具备了前三项条件
,

到了下一个世纪将四者俱备
。

所以我的结论是
,

到了 21 世纪中叶
,

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

沈良译 自杨振宁教授 1 9 9 3 年 4 月 27 日在香港大学演讲的讲稿
。

原载自《明报周刊 》1 9 9 3 年 1 0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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