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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2012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法兰西公学院名誉教授塞

尔日·阿罗什在主旨演讲中提及一

个令人尴尬的悖论，那就是我们生

活在一个科学进步令人眼花缭乱的

时代，科学发现和创新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接踵而至。但与此同时，我

们也生活在一个普通大众对科学究

竟是什么，知之甚少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已经敏锐地

察觉到了“科学认知”和“公众认知”

日渐背离是一个危险趋势，许多人

开始怀疑科学、攻击科学，假新闻

泛滥，科学正在受到社交网络上四

处传播的虚假信息的攻击。当科学

家通过精准的测量客观地观察世界，

提醒我们注意到全球变暖以及潜在

的灾难性后果时，这些人却引发了

否定主义或阴谋反应。新冠危机也

显示了反疫苗会非理性地发展下去。

塞尔日·阿罗什说《无用知识

的有用性》当中的一句话和当今现

实世界有着很强的共鸣，“科学家

们无论性别、无论年龄，全部或者

部分地脱离日常生活的激流，世界

的激流，而致力于对美的追求拓展

知识，治愈疾病，减轻人类的苦痛。

而与此同时世界上却有狂热分子在

传播痛苦、丑陋和困难，这难道不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吗？”

他大声疾呼，唯有用科学的方

式讨论科学，帮助更多人理解科学

和科学方法的价值，用理性怀疑去

接近真相。

在阿罗什看来，人类进入到多事

之秋之时，科学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就是反全球化。“其实早在市场化以

及经济全球化之前，科学就已经是全

人类在进行的一项全球性的活动，自

从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

在进行知识和思想的交流。 科学的

全球性使它如此普遍，如此丰富，我

们必须维护科学的全球性，西方科学

家与中国科学家必须保持紧密联系。”

阿罗什说，顶科协应该发挥重

要作用，保证这一重要沟通渠道能

够持续畅通。“科学之所以具有普

遍性，是因为它回应了全人类对知

识不断追求、理解和解释的新方法。

科学必须像艺术、文学、哲学以及

其他创造力的形式一样自由发展。

如果没有学术自由，科学就不能在

大学里真正地繁荣昌盛。”

 科学面临的另外一项重大挑战

是很多决策者过于关注短期应用，

而忽视了基础研究的价值。科学家

很清楚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成长的

土壤，但是基础研究往往比较漫长，        

过度关注于短期应用的价值，恰恰

阻断了未来可能导致颠覆性发现的

途径，所以顶科协必须提出值得研

究的问题，吸引年轻学子对科学的

好奇，让他们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与之相对应的，必须要给予研

究人员充分的信任与时间让他们能

够安心地工作。通过竞争式的、项

目式的资金分配对应用研究来说是

合理的，但对于需要更长时间和更

多信任的基础研究来说却不太合理，

不应该以时间限制来要求研究者一

定要拿出相应的研究成果。更糟糕

的是，我们对科学家的价值往往是

通过他发表论文的引用指数来进行

判断的，这种判断是通过数字来衡

量的，并没有对其内容本身进行定

性的价值判断，这就导致研究人员

必须更专注于向重磅期刊投稿，来

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而实际上，卓

越的研究，其实是远比数字或者 KPI

更为微妙，需要更细致的判断。一

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以所谓

的科学影响力对爱因斯坦的出版记

录进行评价的话，爱因斯坦也远远

不能称为是本世纪最好的物理学家。

为此，阿罗什强烈要求顶科协摒

弃那些不合理的评价体系，让更多科

下图：计算机科学和

数学在诺贝尔奖中

“消失”了近百年，

但对人类产生了巨大

影响。顶科论坛关注

到这个领域，并为此

设立国际科学大奖，

激励更多人投身于

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