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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政策终于出现松动，继人事部下发《关于完善职称外语

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后，上海市人事局近日作出回应，圈

定八类人员可以不参加职称外语考试，两类人员可适当放宽

职称外语要求，三类人员可采取考核古汉语和医古文的方式

免考职称外语。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学外语的积极性甚

至超过母语学习。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在大中小学被强调到无

以复加的程度自不待言，如今还流行起所谓“双语教学”。

某中学语文老师用英语在课堂上讲授李白的诗；大学更是鼓

励教师开设双语课以突出教学业绩，为此，各种资助奖励纷

至沓来；在国内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只要有少数外籍学者，

英语就成为通行语言，国内学者不得不费力地、词不达意地

表达自己的意思。投寄学术论文，编辑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

标准，是外文参考文献是否足够。早报评论员某次投稿，一

位编辑认为论文引用的外文参考文献还不够多，评论员强调

，所引用的一本重要的外文书正是由本人翻译成中文并出版

的，编辑回答，可那已是中文了⋯⋯ 中国人为学习外语付出

的努力超乎异常。但太多的人不见得能听、说、写流利的外

语。为什么？因为学习外语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交流的需要，

更不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兴趣，而是由各种政策所规定的考

试带来的压力使然。于是，大学生进校那天就开始准备四六

级考试，早报评论员在高校的教学体会是，一旦等级考试日

期临近，学生在课堂上就心不在焉，英语书(或计算机等级考



试的计算机书)随手放在课桌上。这种外语热更多与不合理的

政策引导有关。比如对合格证书的强调；对双语教学的鼓励

。一个中国老师费力地用外语授课、底下的中国学生费力地

去听这种难以流畅的表达，如此荒唐的教学方式想要达到的

究竟是什么目的？除了能给学校贴上双语教学的金字招牌，

有何实际用途？ 由政策引导的外语热，还造成人力资源造成

的巨大浪费。社会本就有分工，我们为何不能鼓励外语突出

、且有兴趣的人专心做些翻译工作，从而让更多的人从单纯

的语言学习中脱身而出，去从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呢？

日本全体国民的英语素质不敢恭维，但日本的翻译出版事业

却堪称一流，这就保证了日本与西方接轨走的是快速通道。

我们则变相要求人人都把外语当母语来学，于是，职称评审

部门强调翻译著作不是原创，作为学术成果似乎就身份暧昧

，而七拼八凑弄成的专著才具正宗学术身份，当然脚注、尾

注最好要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文参考文献作为点缀，哪怕它

是二手转引的也好。对于这样的专著，有人戏称，读者只有

作者和编辑两个人。但在眼下，只要能评职称，有用就是大

用。陈嘉映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翻译过著名的《存在与时间

》(海德格尔著)，在他的新著《哲学科学常识》中，引用的

大多是中文版的外文著作，这种治学风格令人敬佩。因为他

没有用外文文献来为自己装点门面，但其思想深度却令读者

过目不忘。当然陈嘉映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这样做，因为他

所具有的外语程度以及专业深度都是无可挑剔的。 有些事情

必须与西方文化接轨，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等。但

有些东西恰是确认我们民族身份的标志，比如语言文字。还

记得一位法国作家写的《最后一堂课》吗？只有亡国奴才会



失去使用自己母语的资格。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考证热的

背后，其实还有巨大的利益推动。职称计算机考试同样存在

这一问题。为了一张用途不一的合格证书，各类培训辅导教

材、辅导班乃至学校应运而生，更不用说还有一个专门的考

证机构，这个产业链不知“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它消耗

了诸多财力，更有宝贵的人力资源，却养肥了这个产业链上

的各个环节。 需要强调，我们反对的仅是通过考试来强化外

语和计算机的学习，而绝非说这种工具不重要。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