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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理學博士徐冠華教授講辭

今天，香港中文大學向我們頒授榮譽博士學位，深感榮幸和自豪，我謹代表各位獲授
人，向香港中文大學同仁表達衷心地感謝。藉此機會，也向沈祖堯校長表示衷心地祝賀，祝
他在擔負中文大學校長這一重任中取得成功。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四十七年，雖然和國內許多著名大學相比，還是一所年輕的大學，但
取得的成就已經深受國內外教育界、科技界矚目。香港中文大學培育人才、開拓科研的寶貴
經驗，是香港和內地共同的財富。香港和內地不僅在經濟發展方面有互補性，在教育、科技
方面也是如此，特別是香港在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發展經驗，對內地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今天的中國，培育人才的意義更為突出、更為深遠。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口問題始
終是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同時，龐大的人口也是一筆無可比擬的財富。
上蒼給了人類巨大的恩惠，給了歐美廣闊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沙漠之下給了中東豐富的石
油天然氣，上蒼給了中國什麼？我認為最大的恩惠就是13億人口，這是任何財富無法比擬
的、最為珍貴的財富。如何把人口負擔轉變為人口資源？關鍵在於提高人口素質和人的創造
力。當前，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已達5,160萬人，研發人員達229萬人，分別居世界第一位
和第二位；我國大學在校生總量已達2,000萬人，在校研究生總量近百萬人。中國龐大的科
技人力資源，是任何國家無可比擬的、我國獨具的建設富強國家的最大優勢。因此，培養大
批具有現代科技素養和進取精神的創新人才，把人口負擔轉化為人力資源，使中國成為真正
意義上的人力資源強國，是中國現代化的希望之路。

世界科學史告訴我們，任何偉大的科學發現都是源於偉大的文化。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
的誕生，關鍵在於先進的人文社會科學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蘊。要發揮人力資源的潛力，就
必須大力發揮人們的創造能力，大力倡導科學精神，建設創新文化。我相信，香港和內地在
科學精神、創新文化的交流將有利於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的潛力，有利於發揮中西方文化融合
的潛力。我根據自己的親身感受，就我國應當提倡哪些科學精神談幾點看法。

一是要大力倡導勇於創新，敢為人先的精神。創新是科學研究最本質的涵義。任何科學
上的發現和發明，不僅是一個認知過程，更是一個「飛躍」、「突變」的過程。只有敢於打
破陳規、標新立異，才能獲得不為旁人所知的真知灼見。相反的，因循守舊、墨守成規都與
創新無緣，更不可能達到理想的科學境界。特別是對於落後國家來說，如果沒有科學上的創
新與突破，就難免步人後塵和受制於人。在這一方面，我們既要反對非理性的民族狂熱，更
應摒棄低迷沉淪的民族自卑。五四時期的先人們都曾「別求新聲於異邦」，今天的中國人更
應有足夠的自信心來迎接挑戰。實際上，科學研究所固有的非確定性以及當代科學前沿的新
趨勢，都決定了我們完全不必妄自菲薄，而是應當破除迷信，大膽探索，在具有一定基礎和
優勢的領域率先實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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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大力倡導追求真理，寬容失敗的精神。科技事業的真諦在於追求真理。今天的科
學春天，是布魯諾、居里夫人、愛因斯坦等無數科學家始終如一、執著追求、無私奉獻迎來
的。不斷開放的環境，不斷更新的知識，要求我們必須永遠保持一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
社會文化氛圍。一個平等參與、公平競爭的環境，對於我們國家的科技發展來說極為重要。
無論是科技管理者還是科研人員，無論是大科學家還是剛剛步入科學殿堂的年青人，在討論
科學問題上應當是完全平等的。當前，更應當強調給中青年科學家更多表達意見的機會，逐
步營造一個平等競爭、推陳出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環境。同時我們還要看到，科學研究
是一項風險性很大的事業，不可能只有成功沒有失敗。即使是那些所謂的失敗者，也為建構
科學大廈做出了同樣難能可貴的貢獻。更多的寬容，必將孕育和催生出更多的創新成就。

三是要大力倡導鼓勵競爭，崇尚合作的精神。在科學發展中，競爭與合作是矛盾的統
一體。沒有競爭，科學發展就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原動力；同樣的，沒有合作，科學發展又會
走入機械和僵化的末路。唯有形成競爭中的合作與合作中的競爭，才能保持強大的生機與活
力。但在傳統觀念的深刻影響下，我國的科學發展既比較缺乏有序的、完全的競爭，又比較
缺乏暢通的、協調的合作。一方面，受中庸思想的驅動，不願意冒險，也不願意承受失敗，
缺乏挑戰權威的勇氣；另一方面，個人至上、小團體主義和部門利益時有滋長，造成研究機
構、研究項目、研究人員之間的分散、重複和相互封閉。這種局面不僅與科學精神相悖，而
且也為當今社會潮流所不容。

四是要大力倡導熱愛科學，淡泊名利的精神。重提熱愛科學的價值觀，並不是鼓勵人
們呆在科學的象牙塔裏，不問世事，而是希望每一個邁入科學事業的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
技人員的身份要求自己，不忘對科學真、善、美的追求。因為只有把科學內化為我們精神的
一部分，才能有產生科學思想的熱情和靈感。我們要鼓勵科技人員要有成就感，但要避免單
純追求名利；我們鼓勵和支持有管理才能的科學家擔任領導幹部，但要避免「學而優則仕」
的傾向。如果過於追逐名利，特別是對地位和利益的追求超過了對科學的追求，科學也就失
去了本來的意義和價值。中國封建社會沿襲的官本位思想對科學精神建設的負面影響不可低
估。它不僅是對科學內在價值和魅力的破壞，而且導致了急於求成、急功近利、短期行為等
消極傾向。這是我們必須注意改進的。

女士們，先生們，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文化的繁榮與起伏深刻影響著科技的發展，其中
一些重大發現和發明深刻地影響了人類文明的進程，許多成就至今還令我們感慨和讚歎。正
因為如此，我們有理由有充分的信心，我們能夠廣泛吸收各國的文化精髓，大力提倡科學精
神，再造中國創新文化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