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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过去的科学和文化 科学上的国际主义是科学的最特殊的特

征之一。 即使在极其原始的时代，爱好科学的人们就愿意向

别的部落或民族学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可说是从一

开头就具有国际性质。各历史阶段的文化的广泛传播说明这

一文化联系的工具是多么有力。以后当天然的障碍把各种文

明分隔开来的时候或者当宗教或民族仇恨把文明世界分裂成

敌对的阵营的时候，科学家和商人就竞相去打破这些障碍。

现代科学的主流从巴比伦人传到希腊人、又从希腊人传到阿

拉伯人、再从阿拉伯人传到法兰克人。这段历史说明科学家

是多么有力地打破了各种天然障碍。在中国传道的耶稣会教

士们发现，争取宫廷接待他们的最现成的手段是他们带来的

天文学和数学，可是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人们才自觉地充

分实现了科学的国际性。人们认识到，科学发现，不论是思

维性的还是实用性的，都应该由一切能利用它的人加以支配

，而不应作为私人或国家的机密秘而不宣。这种观念标志着

现代科学的兴起。列奥弥尔在本书已经引述的一段话中，出

色地表达了这一点。当时唯一看得到的民族主义是：每一个

宫廷都希望尽量网罗有名的科学家，以为国家增光或供其使

用，不管他们所属国籍如何。德国和俄国的科学是在十八世

纪从法国和荷兰科学移植过来的。交流是十分自由的，而且

在平时和战时都可以同样很便当地进行。 今日的国际科学事

业 在整个十九世纪中，科学上的国际主义继续保持下去，而



且甚至有所发展，可是在本世纪却有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倒退

。科学虽然一方面还保持国际性质，另一方面却由于各国普

遍具有民族排外倾向而蒙受其害，而且科学界的统一性正受

到严重威胁。我在本章中想要说明一下当代科学在这方面的

情况，描述一下科学界的分裂状况以及科学在各国的发展程

度。要充分进行这种描述，需要专门写一本书，而且只有一

个在许多不同国家长期工作过的人才能写得出。作者并无这

种经验，只是一个对欧洲科学中心具有一般经验，而对欧洲

以外的科学中心则一无所知的英国科学家。所以在这里只能

对作者自己看到的别国科学工作情况作一番概括的而且显然

很肤浅的叙述。非欧洲国家的科学工作情况仅系根据出版的

著作以及根据同来访的科学家的谈话推断出来的。这段文章

并不是、而且并不自夸是对于全世界科学工作所存在的问题

、困难及其成就的一篇充分的描述或者估价。 在这些限制条

件范围以内，即令只是为了纠正和补充人们对科学的组织形

式和应用的描述和批评，我们也还是值得论述一下目前世界

各地科学发展情况的。这里所引述的人们对科学的组织形式

和应用的描述和批评几乎全都是取自英国科学界。我们有必

要考察一下这些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不只具有有限的应用

范围，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科学面临的

问题，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整个科学面临的问题。对人们提

出的答案的主要性质，随便怎样怀疑都不过分。英国的科学

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一个工业大国的前进中的科学。科学的历

史表明：它的成长基本上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科学

发展的程度和规模也大体上和商业及工业活动成比例。世界

上的主要工业国也就是科学发达的主要国家。两个对立的经



济和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分裂反映在苏联国内

和国外的科学同社会事业和生产事业之间的十分不同的关系

上。但是除了这个主要区别之外，在科学工作中，还存在着

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比较单纯的历史和传统因

素的民族特征。 语言问题 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是，整个科学

界分裂为若干在外部由于语言障碍而相对隔绝、在内部则可

以相互理解的区域，这个通用语言的问题在科学界的分裂和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起了相当作用。充分的科学国

际主义仅仅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新科学萌芽时代实现

过。当时，虽然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政府相继出现，学术界

仍然保持相当大的统一性。拉丁文成为公认的共同语言，除

了旅行困难之外，没有什么因素能够阻止一个生长在基督教

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去任何宫廷取得重要职位。存在着帕杜亚

大学和波伦亚大学等重要的地方性科学院校。所有欧洲各国

的人都可以以平等条件前往学习访问。哥白尼、维萨留斯、

哈维基本上并不属于各自的国家，而是属于当时以意大利为

中心的世界科学事业，可是就在这个伟大的科学进步时期，

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了。伽利略不是用拉丁文而是用通俗的意

大利文写下他的主要政治著作的。这显然是造成他受审和被

判决的主要原因。史特维纳斯彻底打破旧传统，把荷兰文说

成是科学的理想语言，而笛卡尔则把科学和高雅的法国文学

结合起来。英国人比较保守，牛顿仍然用拉丁文著述，不过

他的作品几乎一发表就立即被译成英文。德国发展科学事业

较晚，在那里人们一开始就强调民族特点。莱布尼兹对于把

科学传进德国的工作以及发展德国语言的运动都大力赞助，

到这时为止，德文仅仅使用于宗教文学。 这样，到科学事业



有了长足进步，而且极其需要有一个共同交流的良好手段的

时候，民族的考虑已经通过取消拉丁文的使用而破坏了这个

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当时，哪怕是用所有的欧洲语言，也

完全不可能把科学加以有效的记载，因为这些语言中的大多

数语言的应用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几乎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

文学。因此，就出现了一些越出国界、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

为中心的科学地区。这些中心形成焦点，其周围聚集着一些

新的科学中心，位置都在较小和较落后的欧洲国家、或者干

脆越出欧洲范围以外。这样世界便被分割为若干科学地区，

在每个科学地区内部通过共同语言进行交流是比较容易的，

而在这些地区之间则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离倾向。不过这种

分离相对来说还是轻微的，因为学科专业化是不受国界限制

的。各学科科学家的国际学会的重要性不下于、有时甚或超

过包含一切学科的国家科学院。不过语言障碍是十分严重的

。科学家必须耗费大量时间使自己精通一些语言，否则他就

必须准备放弃阅读大量原著的机会，即使有译本，也要在以

后才能看到。这个困难已经在不同期间使许多人想到有必要

去创立一种国际科学语言，其可能性将在下一章 中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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