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设置科学史本科计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中国大

学体制长期以来过度的分科化发展，文理兼通、科学与人
文并重的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一直缺乏制度层面的基础和
保障。近年来，促进学科交叉与综合、发展素质教育和通
识教育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日益得到肯定和支持，涌
现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改革举措。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
到，由于多方面原因，这种学科交叉或通识教育大部分仍
然停留在文科或理科院系的内部交叉或贯通，文理交叉的
力度和规模远远不够。

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以及英国
的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都设有关于“科学史”或“科学
史与科学哲学”的本科计划。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科
学史系本科计划被称为“关注历史和科学”项目。其本科课
程使学生有机会将历史、科学史和医学（包括医学伦理、卫
生政策和医学人类学）研究与某一科学领域本身的工作结合
起来。许多要进入医学院或研究科技或卫生政策的学生都对
这个项目感兴趣。选择的这个本科计划的学生先修一些科学
史的基础课和讨论班，然后再转入“科学史”和“科学与社
会”两个不同专业方向做更多样化、专题化的训练和研究。

我国的科学史教育目前比较注重研究生的培养，而不
注重本科层面，是非常严重的学科资源浪费，这既不利于
发挥科学史在塑造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也
不利于吸引优秀的本科生进入本学科深造。清华科学史系
将牢记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主动把自己的事业与清华通识
教育的事业绑定在一起。我们将大力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科
学史类的通识教育课程。

尹传红：学生拿科学史学位可以做什么呢？
吴国盛：对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的回答是：“一切”

（everything）。他们认为，科学史本科计划所接受的训练几
乎不排斥任何未来职业，因为事实证明，科学史专业的本
科毕业生们在医学、法律、新闻、政府、商业、金融和学
术界等诸多领域都很成功。他们之所以越来越获得用人单
位的青睐，正是因为他们较为系统地接受了文理两方面的
综合训练。他们不仅拥有较强的阅读、写作和批判性思维
的能力，而且在进入社会生活之后拥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不仅在某一特殊学科上拥有专业技
能，而且往往能够通过文理综合的独特视角，理解和把握
事件和政策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由上可知，科学史的本科计划对于国外一流大学来
说，已经是一种发展得相当成熟和稳定的专业设置和教学
计划。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哈佛、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成
功办学经验，来推动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

尹传红：按照国内目前通常的本科招生和培养模式，
清华设置科学史本科计划会不会占用高考招生名额和指
标？

吴国盛：可以不占。科学史系在有了足够强大的师资

队伍、建设了比较完备的科学史本科课程体系之后，将试
行本科第二学位的培养模式。

科学史系将充分利用我校强大优质的理工科生源，建
设科学技术史本科生培养体系，既为本校跨文理的通识教
育作贡献，也为科技史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准备优质生源。
由于缺乏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制度，几十年来，中国科技
史学科的生源一直较差，整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大受
影响。我校在国内首创科技史的本科教学和本科生培养，
必将极大提升我国科技史学科的整体人才基础水平，在中
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由于我们只实行本科二学位计划，因此有限的本科生
源将主要直接升入本校或兄弟院校的科技史专业继续攻读
研究生，其余少数学生愿意工作的可以进入科技政策、科
技传播（媒体、博物馆等）等部门从事实际工作。

尹传红：学习科学史有什么意义？我们在学习科学知
识的同时为什么还要了解科学的历史？

吴国盛：在科学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类生活各个
层面的今天，我们不再对我们身边的科学表现出惊奇，我
们已经对科学无动于衷。而恰恰在此时，我们需要回顾科
学的历史，因为读史使人明智，阅读科学的历史将使科学
时代的人们变得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具体说来——

首先，学习科学史可以增加自然科学教学的趣味性，
有助于理科教学。历史故事总是使功课变得有趣。我们在
儿时谁没有听过几个科学家的传奇故事？除了传奇之外，
科学史所能告诉人们的科学思想的逻辑行程和历史行程，
对学习科学理论肯定是有益的。比如，当我们开始学习物
理学时，我们为那些与常识极为格格不入的观念而烦恼，
这时候，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些物理学观念逐步建立的历
史，接受这些观念就变得容易多了。

其次，科学史有助于理解科学的批判性和统一性。当
代科学的专门化、专业化带来了高等教育严重的分科化，
科学理论往往被神圣化、教条化。学生不知道一个理论源
于那些问题，有多少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为什么人们
选择了其中一种并称之为科学理论。几乎没有什么比科学
史更能使人认识到，科学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发展
的、进化着的。此外，自然科学各个分支领域相互联系的
方面，在按学科分块的教科书中肯定得不到体现，而科学
史却能够给出一个综合。

第三，科学史有助于理解科学的社会角色和人文意
义。今天，科学对人类的命运影响如此之大，而我们对
科学的本质也许还缺乏认识；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实用
化，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起点，也
处在科学发展的转折点上，未来的科学指向何方，回顾
科学的历史也许能使我们有所省悟。正在成长着的一代
年轻人，将主宰着未来的社会发展，如果一开始他们通
过熟悉科学的历史而全面的理解科学，那么科学就能更
好地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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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学科在促进大学通识教育方面具有天
然的优势，并在通识教育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事实上，科学史学科的诞生本身就有着强烈地弥
合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学术动机和
学 理 机 制 。 科 学 史 学 科 之 父 乔 治·萨 顿
（1884-1956）强调，日益分离和隔绝的科学学科
与人文学科将造成人类文化的分裂，为了防止这
种分裂，必须在它们之间架设桥梁，而科学史就是
这样的桥梁学科。

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如今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史
学科重镇和学术中心。它之所以成为学科重镇和
学术中心，一是因为有萨顿这位科学史学科之父
的长期耕耘，二则是因为有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赖
恩·柯南特（1893-1979）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位
哈佛校长力倡通识教育，领导编写了“自由社会中
的通识教育”（俗称红皮书）这部现代通识教育的
经典文献；也正是这位哈佛校长，力主科学史课程
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并且亲自策划了三门
科学史课程，其中一门课由 I.伯纳德·科恩教、一
门由埃德温·克劳福德·肯布尔和杰拉耳德·霍尔
顿合教，另一门由柯南特和托马斯·库恩以及 L.
纳什合教。

这三门课造就了三位日后国际科学史界的著
名科学史家：库恩、科恩和霍尔顿。他们都是科学
史界最高奖萨顿奖章获得者。科恩在哈佛开设的

“科学革命”课程非常受人欢迎，后来纳入哈佛的
核心课程之中。这个课程至今仍然是哈佛的科学
史王牌课程之一。另外三位科学史王牌课程是：
拉瓦锡革命、达尔文革命、爱因斯坦革命。四大

“革命”成了哈佛科学史系贡献给哈佛本科通识教
育的四份厚礼。

美国最早的科学史系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系
的建立也与通识教育有关。导致威斯康星建立科
学史系的，更多的不是科学史学科的职业化，而是
30 年代公立大学关于公民教育问题的大讨论。
当时的大学课程委员会建议为大学生开设三门交
叉学科的课程，以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综合能
力，其中二年级开设的是“科学的历史与科学的意
义”。由于这门课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文理
学院就决定创办一个科学史系来负责这门公共必
修课的开设。

哈佛与威斯康星这两个科学史重镇的例子表
明，推崇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本来就是科技史学
科发展的一大动机。

清 华 大 学 缘 何 创 办 科 学 史 系 ？

在科学学科与人文
学科之间架设桥梁

日前，包括 《人民日报》 官方微博在内的多个媒体披露
了一位“中国最忙碌的虚假广告表演艺术家”。

据不完全统计，这位用过刘洪斌、刘洪滨等名字的老
太，在西藏卫视、青海卫视以苗医传人示人，大谈治疗咳嗽
的秘诀；在甘肃卫视，则变成了“著名中医养生保健专家和
高级营养师”；此外，在吉林卫视谈睡眠，在东北多个电视台
自称是八十高龄的蒙医后人，不遗余力兜售“蒙药心脑方”。

名字随意更改，身份随时变换，内容信口开河，可见老太
太的心理素质是相当好，更可见某些监管人员是何等悠然自得。

公众舆论普遍认为，作为一个信息传播平台，如果不能
恪守最基本的客观公正立场，那么平台本身就该承担责任。

事实上，这位老太太推荐的各种“神药”，无一不涉及
虚假宣传。例如蒙药心脑方、唐通 5.0 从未通过药品审批，
这些广告本身也没有经过审批。

中老年人对于电视台的信任，超过了许多机构。不相信
科学，没有能力相信科学，这是许多中老年电视观众面临的
普遍困境。在此困境下，食药监局、电视台这些公立机构，
本应成为虚假广告的过滤器。但现在的情况是，过滤器和安
全阀已经失效。尽管这个老太太只是一个提线木偶，但她却
成了销售的关键，成了药商、电视台获取利益的关键，也成
了坑害民众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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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 5 时 45 分，四川阿
坝州茂县叠溪镇突发山体垮塌灾
害，经专家现场踏勘初步分析，
这是一次降雨诱发的高位远程崩
滑碎屑流灾害，垮塌山体为当地
新磨村新村组富贵山山体，塌方
量约为 800 万立方米。截至 25 日
14时，灾害已造成62户被埋、93
人失联。

长期、多因素交叉形成灾害
山体滑坡是指山体斜坡上某

一部分岩土，沿着一定的软弱结
构面 （带） 产生剪切位移而整体
地向斜坡下方移动的作用和现
象，俗称“走山”，是常见地质
灾害之一。

四川省地质灾害应急专家裴
向军称，目前已证实，滑坡所处
的叠溪镇松坪沟就是 1933 年叠溪
地震一个断层通过的地方，“这
场地震对当地斜坡的损伤，比汶
川地震更严重”。

事故发生后，率先赶赴灾区
现场勘查的中科院山地灾害与地
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科
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何思明说，

“滑坡灾害不是单一因素导致，

而是长期、多因素交叉形成的自
然过程，包括地震等地壳运动的
内动力，及降雨、冰雪融解等外
动力”。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副研究员
陈华勇说，岩层遇到地震等外界
因素后变得松动，再经雨水渗
透，降低岩层间摩擦阻力，就会
打破原有静止状态。

降雨，诱发滑坡的“最后一
根稻草”

“连续的小雨就像在破碎的
岩石上浇油一样，使得已经处于
临界状态的岩石破碎，发生滑
坡。”卢耀如说。“从此次事故情
况看，‘降雨诱发’正是产生滑
坡的‘最后一根稻草’。”何思明
也说。

此次灾害的滑坡体约 800 万
立方米，在 100 秒时间内，平面
滑动距离约2500 米至3000 米。何
思明说，高山峡谷区滑坡通常具
有高位、高速、远程等特点，滑
坡体在运动过程中会形成碎屑
流，也就是“崩滑碎屑流”，其
对受灾区域造成的灾害范围也更
大。

预警需长期研究，目前并非无
计可施

地震造成的地表结构疏松，
往往是造成滑坡的主要潜在因素。

卢耀如说，很多人一般认为，
地震发生后，没有坍塌的地方就没
有问题了。但地震造成的影响、不
稳定的效应其实是长期存在的。何
思明同样说，汶川、芦山地震发生
后，关于龙门山断裂带潜在滑坡点
的识别，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岩
质滑坡突发性强、隐蔽性强，往往
难于预警。”他说，对潜在岩质滑
坡点的识别，目前无法通过简单的
遥感技术、卫星图片等完成，而是
需要长期的研究。

不过以现有科学技术，对岩
质滑坡预警也并非完全无计可
施。何思明介绍，目前可采用声
发射或微震技术用于岩质滑坡灾
害点监测，这是针对岩石在变形
破裂过程中产生的声学信号进行
监测的技术，“但需要专业人员技
术装备、较高的成本，往往对大
面积、大范围的地质灾害高发区
难以全面覆盖。”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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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能否在灾害到来前拉响
院士专家剖析茂县山体垮塌成因

谁滋养了谁滋养了““广告表演艺术家广告表演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