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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双语教学在国内的兴起，是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标志。但凡事有利必有弊，双语
教学固然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了放眼看世界的机遇，但在这种开放式教育的同时，西方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必然随之蜂拥而入。我们对于社会科学双语教学教材的引入特别警觉，也

特别留神。而对自然科学双语教材的引入，往往不经意。殊不知自然科学的理论、观点同样会

影响到意识形态，特别是会影响到年轻一代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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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院校教育，育人为本，这是教育界人人皆知的

理念。但在具体实践中，是否真的深入人心、扎根

头脑、落实为行动，是很值得怀疑的。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所谓教书育人，首先就是要坚持教学的思

想性。而坚持教学的思想性，并不是社会科学教学

的专利，更不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专利，而是包括

社会科学教学、政治理论教学在内的所有教学工作

的神圣职责，自然科学当然也不例外。

举例来说，双语教学在国内的兴起，是高等教

育走向世界的标志。但凡事有利必有弊，双语教学

固然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了放眼看世界的机遇，但

在这种开放式教育的同时，西方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必然随之蜂拥而入。一些领导干部和教

学主管部门，对于社会科学双语教学教材的引入特

别警觉，也特别留神。因为对一些敏感的社会科学

概念、观点，只要凭借基本的政治辨识力，谁都比

较容易看懂。而对自然科学双语教材的引入，他们

往往不经意，一则想当然地认为，自然科学并不涉

及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二则也是受到不同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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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局限。殊不知自然科学的理论、观点同样会影

响到意识形态，特别是会影响到年轻一代的世界

观。

二、《力学世界》反映的世界观

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选取了一部在全

国应用很广的物理学领域的双语教学教材。这部教

材由美国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出版。
教材名称为 《力学世界》，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热

力学的。既然讲热力学，就要讲到热力学第二定

律，同时也要讲到克劳修斯关于第二定律的推论

———热寂说。教材是这样介绍的：“严格地讲，熵

增加原理只能应用于总能量守恒的系统，宇宙本身

就是这样的系统，所以宇宙看来会走向一个热平衡

的状态，达到后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对于未来的

这种令人愉快的乐观观点被称之为宇宙的热

死。”［１］接着，教材对热寂说不但未做任何批评，

反而用了大量的篇幅，对其大加诗化赞美。

应该如何看待热寂说？热寂说把一个限制条件

下的实验结果从有限推向无限、从封闭推向开放，

是物理学家在１９世纪的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推论，
一经问世，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尖锐批

判。恩格斯指出：“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无论以

什么形式提出来，都不外乎是说，能消失了，即使

不是在量上，也是在质上消失了。熵不可能通过自

然的途径消灭，但可以创造出来。……宇宙中存在

的运动或能的量不是永远一样的；因此，能必定是

创造出来的，因而是可以创造的，因而是可以消灭

的。荒唐！”［２］而且，２０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发展，
如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和目前已被普遍认可的

大爆炸宇宙理论，都对它做出了否证性回答。

正因如此，在目前中国大陆首先出版的相关教

材中，编写者在谈到热寂说时，大多进行了辩证唯

物论的分析和批判。但遗憾的是，在这部 《力学

世界》的汉译本译者前言中，推介者对这类明显

错误的观点竟然只字未提，而是轻描淡写地指出，

对于教材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读者自可辨析。

《力学世界》如此，其他教材呢？熟悉科学史

的人都知道，生物学、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等在

其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中，都曾发生过鱼龙混杂的

情况，国外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因为并不担负普及唯

物辩证法的责任，因而凭借个人喜好讴歌诸如热寂

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等

错误理论是毫不奇怪的。但国内在引进这些教材

时，如果不加分析甄别，加之自然科学教师自身如

果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那么在讲解这部

分内容时，对我们的青年学子会产生什么样的消极

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三、主要建议

针对 《力学世界》一类自然科学双语教学课

程的开设，我们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当今时代，人类物理装备的能量释放、杀伤精度和

打击距离正在逼近极限，大国之间，尤其是核大国

之间的大规模物理毁灭的可能性日益减小，但另一

方面，以琳琅满目的物理装备为后盾，围绕意识形

态较量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准备和实施，

却在不动声色地全面展开，且日趋激烈，必将左右

大国命运的未来。而意识形态是无时不在、无孔不

入的。进入２１世纪后，中亚、北非一系列国家发
生的所谓 “颜色革命”，正说明现代国家之间竞争

和较量的重心已然发生转移，颠覆模式已然发生改

变。美国国防部前部长科恩说：“运用武力从来都

不可能赢得人们真心的支持，那神奇的电影魔力和

多媒体技术远比军队更能深入人心。”［３］在意识形

态的较量中，教育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正如美国

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已经成为那种寻

求高等教育的人的圣地。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

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

化帝国主义。”［４］因此，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广泛军

事应用，不但没有削弱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反

而使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第二，要用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科学技术。科

学技术既是生产力，也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坚持的也是这种态度。一方

面，他们坚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十分关注科学技

术的发展，对待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新发现、新

成果，总是由衷地感到喜悦；但是另一方面，对于

一些自然科学家自恃有了点滴建树，就采取还原主

义态度，以偏概全地曲解社会，乃至形而上学地预

言世界的未来，他们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

判。如对待牛顿、莱布尼兹、康德、克劳修斯、马

赫、杜林、迪昂 （杜衡）等，都是这样。反观当

今时代，我们欠缺的正是这种态度。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们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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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震荡的不正常状态。改革开放前，我们学习苏

联，只把科学技术看做意识形态，一会儿批西医，

一会儿批中医，一会儿批心理学，一会儿批相对

论，胡乱放炮。“文革”结束后，我们在肯定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的同时，也将自然科学及其各种推论

都摆上了神坛，奉为圭臬，除了顶礼膜拜，就没能

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

很值得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进行深刻反

省。

第三、要在教书育人上形成合力。自然科学教

学对人的世界观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如果在政治

理论课的主阵地教学中，教师大讲唯物辩证法，而

自然科学教师并没有相应跟进配合，而是在讲授课

程内容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兜售形而上学的东西。

那么在教学中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其结果是

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两面人。加之我们实行的是

应试教育，青年学生按课程的不同要求形成了答题

习惯，日后反映在工作上，他们也会把政治与业务

分得很清，政治是政治，他们懂得高调表态，业务

是业务，他们认为与政治无关，从而必然导致有口

无心、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些人表面信马列，背后信鬼神；表面上满口群众

路线，内心只信权和钱；正面表态频率高，实际行

为另一套。当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自

然科学教师在教学时，也要注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前沿科学技术的介绍，注

意分析和批判。一句话，教书育人是一项全方位的

工作，必须形成合力。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决不

能只是介绍国外的学术成果以及由此成果引发的各

种观点，而将这些观点对错与否的辨析责任向学生

一推了事。

第四、要全面理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四

个同等重要”的深刻内涵。２００１年，江泽民提出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

“四个同等重要”。这里讲的认识世界，主要是指

的科学技术的认识论功能，当然也包括对人的世界

观、方法论的影响，而改造世界主要着眼的是科学

技术的手段、工具性力量。然而，对于江泽民的这

一重要论断，不少人都做了比较偏狭的理解，即仅

仅从工具和手段的角度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

同等重要性。殊不知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

学，都首先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属于意识形态

的范畴。讲同等重要，不光是作为工具手段同等重

要，而且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同等重要。过去校园

里流传的顺口溜：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怕”，其潜台词就是，今后生活在谁的天下都无所

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在逐渐走向

世界，倡导国内外联合培养学生，注意加强国际学

术交流。但我们的有关部门是如何管理这类活动的

呢？他们制定了种种规定，如对文科学生出国深造

严加限定，数量少之又少；如对国外社会科学专家

来华讲学严加审查，唯恐一个概念、一句话不对我

们的胃口。这些做法的潜意识就是，理工科人才出

国没问题，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国外自然科学专

家来华讲学也没有问题，因为内容不会涉及政治。

其实这都是先入之见。因为我们所说的政治，首先

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而对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产生直接影响的，不光是社会科学，

也有自然科学。所谓理工人才出国不关心政治，绝

不意味着不受政治影响，更不意味着他们天生就政

治立场坚定；所谓自然科学讲座不涉及政治，也只

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绝不意味着它不影响我们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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