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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叉学科发展与高等教育转型的新含量

□魏　光

　　现代科学发展最突出的表征是交叉学科

拓展迅猛,势不可挡。 面对这种态势,许多专

家、学者正在作出新的战略决策,调整思维方

法,其原因如美国“高边疆”战略主持人格雷

厄姆将军所言: “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最有效

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的

民族,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无疑,今天

汹涌的交叉学科发展洪流必将为人类文明的

历史“转入”提供再造辉煌的机遇,同时也向

高教的世纪“转型”发出了重写篇章的挑战。

　　一、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迫切要求

高等教育转型

　　交叉学科大致产生于近代科学的早期阶

段,即 17世纪中后期。 在整个近代出现的交

叉学科,多半限于自然科学内部交叉,或数学

向自然科学的渗透。

交叉学科真正大发展是在本世纪。据初

步估算,交叉学科中有 90%以上出现在本世

纪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到目前为止,交叉学

科总量约占全部学科总数的一半。据统计: 社

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有 571个、自然科学 2147

个、技术科学 711个、综合科学 2008个。从这

四大系统交叉学科的统计数字看,自然科学

和综合科学中的交叉学科发展最为迅速, 它

占其全部学科的 80%以上, 是全部非交叉学

科的 4倍多,这是人类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在

自然科学领域造就的一大奇观。 在第二大系

统即自然科学内部,仅仅就化学学科而言,二

战直至 1992年间已正式确认的自然科学内

部仅一二级交叉形成的学科总数是 122门

(不包括下属二三级交叉学科数 ),其中以化

学为主角的交叉学科数近 40门。显然,学科

间相互跨越渗透的磅礴气势促使化学的传统

分科发生强烈的震荡变异, 以至于已持续

300年的传统化学之分类根基岌岌可危, 难

怪对现代化学如何重新分类已成为当今国内

外化学家、哲学家们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现

代化学的奇葩险峰及其交叉学科的丰功伟绩

还集中体现于诺贝尔化学奖已近乎成为交叉

学科奖。 单从 1901～ 1990年这 90年间所颁

布的世界诺贝尔化学奖来看,在总计 82次获

奖中, “生物化学” 30次、 “物理化学” 19次、

“结构化学” 22次 (且主要指生物大分子的结

构 )。这三门学科得奖共计 71次,即占总次数

的 87%属于跨学科, 它们均是化学、生物、物

理、数学、统计学、量子力学等诸学科交叉渗

透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现代生物学其交迭跨

越之势较之现代化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今

所以有“ 21世纪将属于生物学世纪”的环球

呼声, 无疑主要是指其各级分科纵横渗透交

织所形成的边缘学科或新兴跨学科突飞猛

进,以此才能取得当代生物学、生命科学的革

命性成果。第三大系统即技术科学,其交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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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数也占全部技术学科总数的 63% ,而且随

着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其交叉

学科大放异彩,欲呈绝对优势。 不言而喻, 第

四大系统即综合科学本身就是 100%的学科

交叉产物,而且随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 学

科交叉综合的形态范畴已迈向新的水准和高

度。即使第一大系统社会科学,其交叉学科数

也在奋起直追, 上升至其全部学科总数的

40%多。可以预计,随着大社会对高科技的需

求、人文社会科学家对自然科学新兴理论的

敏感度, 其交叉学科数也会冲出半孤圈。 总

之,可以断言:交叉学科骤增,几乎在所有大

的学科领域中都成了主要的发展趋势。

这里值得指出: 交叉学科的繁荣不仅表

现在自然科学系统中,还突出体现在自然科

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合流。 一系列大综合科

学,如环境科学、生态科学、海洋科学、能源科

学、城市科学等,均需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

科学家协同作战、共同探索。数学和语言学是

两门最古老的学科, 它们被喻为人类文明的

一对翅膀,似乎构成了人类知识宝库的两极。

语言学家兼数学家的学者是极其罕见的, 然

而,现代这两者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一

门新学科——数学语言学。同时,人们也开始

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文学研究,前不久报刊

载文说有人用电脑破译《红楼梦》,至于自然

科学中的“熵理论”在历史学、新闻学乃至诗

歌语言学中的应用在半个世纪前就有报导。

此外,还有数学与经济学、教育学结合在一

起,产生了计量经济学、教育系统学。 由此看

出: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各学科间的全方位

交叉渗透之势真是后浪推前浪。对此,人们已

归纳出交叉学科的四大发展特征:一在速度

上是由缓慢增长转向加速拓展;二在形态上

是由线性交叉转向立体网络交叉;三在理论

上是由理论综合转向综合性理论的建立; 四

在产生上是由自然萌发转向有组织的研究。

毋庸置疑,交叉学科的发展特征迫切要

求当代科学研究必须打破传统的封闭体系、

实行开放性的学术思想交流。交叉学科发展

的巨大洪流与世纪奇观更急切呼唤跨学科的

教育迅速更新人才的知识组合,尽快抛弃僵

化的培养机制,不断调整人才的智力结构。总

之要大幅度地改进科学研究方法,变换育人

造才模式,建立起更具包容性、跨越性, 更富

有弹性、适用性的开放科研体系与多元化教

育培养机制。再不应该重蹈旧模式老方法去

培养眼界狭小、知识面狭窄、智力结构单一的

专业人才。否则, 国家就会面临再次落伍的危

险而挨打,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和高新科技的

竞争实质是人才脑袋、聪敏智慧的竞争。或许

可以说,在当今学科交叉汇流的时代里,所有

资本中专博人才的智能是资本的资本, 所有

资源中跨学科通才是最具效益、最具潜能的

资源。 这些早已深入发达国家国民的跨世纪

意识应该成为我们赶超世界先进科技的时代

紧迫感和加快高教改革的直接推动力。

　　二、剔除传统教育观中的劣根性,加大转

型期高等教育新含量

　　国力增强、科技第一,科技腾飞、教育为

先。然而,高等教育转型的重要目标或具体实

施应该是在育人造才观念、师资素质提高举

措、教学思想导向以及科研开发思路等方面

有一个能适应交叉学科时代的新视野与世纪

性变革谋略。换言之,必须努力剔除华夏民族

传统教育观中所根植的循规蹈矩保守性与思

维定势惰性,应当迅速加大高等教育培养机

制中的“五种新含量”, 以便更快实现新世纪

的“五种模式过渡”:即一是改变学子“唯书唯

师、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传统惯性惰性, 鼓励

他们在学习获取前人智慧与现代科学知识过

程中加大“质疑分析探索”之钻研性含量, 以

实现人才“智能型”的过渡; 二是改变国人“重

专轻博、文理相斥”背离交叉学科时代的传统

人才观, 力求在培养专才的计划式教学中加

大“培育通才的拓宽式教学”之广博性含量,

以实现人才“复合型”的过渡; 三是改变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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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只安于专业知识传输”的大学单功能载体

身份,强化提高自身“教研、科研及技术辐射

相互渗透”之多功能含量, 以实现深造“学术

学者型”的过渡; 四是改变执教者“知识重复

移植、系纲照本宣科”那种僵化教条、毫无生

气的教学范式, 企求在教材编著与课堂授受

中加大“独特学术思想、新颖研究思路”之方

法论含量,以实现智人“思维创新型”的过渡;

五是改变研者学人那种囿于“单纯模仿前人

洋人先骄的实证主义”观念, 注重在科学研

究、社会活动、科技开发、生产实践及技能训

练中加大“大胆设想、独到见识、改革关键路

线及改进要害技术”之独创性含量, 以实现

“发明创造型”的过渡。简言之,必须革除传统

思维观教育观中一切不适应高科技竞争时

代、不符合交叉学科潮流的民族劣根性,不断

提高管理体制、育人机制及教学范式中的新

视野、新思想、新方法等特新、超前、高创之含

量,以实现跨世纪人才新品格新模式的快速

高质的健康过渡。 这正如江泽民主席在四所

交通大学负责人座谈会上所强调的, “教育工

作必须进一步解决好全面适应与提高质量两

大问题”。依笔者理解:高等教育的全面适应

问题是既要适应当代世界高新科技的战略转

移,也要适应当代人类科学交叉汇流的发展

趋势, 核心目的即重在适应有我国特色的现

代化建设。提高质量既要提高教、学的质量,

也要提高管、育的质量,核心目的即重在提高

全民族创造发明的素养质量。

诚然, 科教兴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

提高华夏民族创造力独创性, 关键是看教人

的人、育才的才。因此上述五种含量模式中当

以第三、四两种最为根本,因为高教战略方针

锤定之后,灵魂工程师就是主宰教育质量命

运的先决条件。这正如我国著名国务活动家、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所言: “重视教育, 不

是靠计算机、新校舍, 而是要有很好的老师、

很好的校长。”另一方面, 倘若再追溯综览世

界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便知: 高等院校尤其

是理工大学早已从单一的“教育”中心即单功

能转向并达到“教育、科研”两中心即双功能

的成熟期, 然而,当今又程度不同地具备“教

育、科研、技术辐射开发”三中心即三功能的

态势规模, 而且随着“地方中央共建、私人独

资办学、产业大学联合、厂校院所挂钩”已成

世界不可阻挡的高教体改新趋向,又把大学

的三中心三功能推向新台阶新水平。 毫无疑

问,为全面实现大学三中心的世纪转型,首先

就要配备能实施三中心及发挥三功能的大学

教师, 这样才能实现人才观的根本转变与教

育方法论的重大变革,这也是为实现我国跨

世纪战略目标所赋予高等学府的历史使命。

面对学科分化综合的交叉,面对世界大

学功能演进的必然潮势,跨世纪的大学教师

必须努力增强具备“双跨三通”的多重性应变

能力:双跨即“跨数理化科学、跨人文社会科

学”,三通即“通育人造才的教学规律、通科研

独特思路、通技术辐射转换机制”。特别是新

世纪的青壮年教师、学术带头人更应当朝着

三中心奋进,训练自己, 力求达到“招之上台

能教书、放下课本能科研、踏入技术市场能开

发”。因为惟有跨通、惟有实现教师“学术型、

思维型、开拓型”的过渡,大学教师才能担当

“智能型、复合型、思维创新型和发明创造型”

人才培养的重任。跨世纪的教师、学术带头人

惟有实现“战略头脑、科学头脑、经济头脑”的

转换、才能谈得上开辟学术前沿领域、抢占超

高新技术阵地、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 总

之,为了能在 21世纪让“中国可以说不! ”之

声响彻云霄,首先就得让“中国高等教育可以

说行! ”之音震撼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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