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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和几个朋友聊天的

时候，大家谈起了各自都是如何思

考问题的，又是如何交流的。我们

都能说英语，分别来自中国、日

本、韩国、美国、德国和以色列，

但是有的母语就是英语，有的可以

熟练地用英语进行口头交流和书面

表达，也有些英语口语并不太好

的。英语特别好的，在表达之前就

是英语了；英语较差的，则有时候

需要将母语转化为英语。然而，大

家有个共同点：在思考问题的时

候，都不是靠语言思考的(既不是

英语也不是母语)，而是靠类似于

图像的方式。只有在考虑得比较成

熟了以后，才会用母语或英语表达

出来。

我们几个人都是从事实验工作

的，但是据我的了解，理论工作者

有很多也是如此。而且不限于物理

工作者——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是

提取公式的王者，他常说自己也不

知道是怎么想到这些公式和命题

的，而是因为在梦里遇到了娜玛卡

尔女神。

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自然

界。伽利略说，“大自然这本书是用

数学文字写就的”；但是，物理学工

作者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多的依

赖于物理图像和直觉。在物理图像

和数学语言之间是表达和交流的环

节，而这依赖于日常语言。海森伯

说，“任何理解最终必须根据自然

语言，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确

实地接触到实在。”这样就有个问

题，使用哪一种自然语言呢？英

语、中文还是其他什么语言？这似

乎不是什么问题，能用哪个就用哪

个好了。能用母语交流当然好了，

不能用母语，就用双方都会的语言

——现在通常是英语。

英语在物理学中处于这个地位

的时间并不太长，大概只有 100

年。此前有德语、法语还有更早的

拉丁语。英语的统治

地位能不能再继续

100 年 ？ 恐 怕 很 难

说。欧洲的科技水平

很高，但是语言种类

太多，很难说哪种语

言能够替代英语的地

位；日本的科技水平

也很高，但是日语现

在对科技类术语采用

的是拿来主义、直接

用片假名拼写英文单

词，这种食而不化的做法对于日本

人和外国人都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我觉得日语并没有替代英语的雄心

壮志；随着苏联的消逝，俄国的科

技早已是明日黄花，俄语也不再具

有竞争的能力。现在看来，只有中

文有可能替代英文的地位。随着中

国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科研人员

的学术贡献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

重要，再过几十年，物理学(乃至整

个科学)世界的交流语言肯定会发

生巨大的变化。我觉得，可能的前

景不外乎两种：要么是中式英语

(Chinglish)占主流，要么是中文作

主导。将来实现的到底是哪种，取

决于大多数从业人员用手和口进行

的选择。

科学交流大致可以分为 3 类：

最新成果、基础教学和介于这两者

之间科学信息传播——这些都可以

用中文做，而且一直都在做，但

是现在跟英文相比还有很大的差

距。最新成果方面的差距最大，跟

Physical Review 系列对标的是《物

理学报》，但其相对重要性甚至可能

还不如20世纪80年代，这跟最近几

十年来重视英文发表和国际评价有

关；基础教学方面的差距最小，国

外很多优秀的教科书被翻译为中文

出版，国内也编著了一些很好的大

学甚至研究生教材，与教学有关的

杂志如《大学物理》也在努力向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学习；

科学信息传播在继续追赶，与

第 1 期的 Physics Today (1948 年)；第 2 期的《物理》

(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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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Modern Physics 对 标 的

《物理学进展》还有很多困难；与

Physics Today 对应的《物理》发展

的势头很好。

Physics Today 是美国物理学

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会

刊，创建于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

战刚刚结束，以雷达和原子弹为代

表的科学技术吸引了政府的注意

力，物理学开始由个人兴趣主导的

小研究转向国家资金支持的大科

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

成果开始大规模地应用于物理学的

各个分支领域。Physics Today 每月

出版一次，目的是为读者介绍最新

的物理学进展，科技新闻都是最近

几个月最新最有影响力的成果，而

专题文章大多来自于该领域的杰出

学者，但又不是 Review of Modern

Physics那样的长篇综述，有时候还

会讨论科技政策对学界的影响(例

如 19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

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甚

至包括苏联和中国开发原子弹的

历史。

《物理》杂志是中国物理学会会

刊，创建于 1972 年，起初是双月

刊，1981年起改为月刊。早期的杂

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说，

很多文章都是以“X X 研究小组”

的名义发表。现在的《物理》显然

借鉴了Physics Today的优点，例如

“物理新闻和动态”“前沿进展”“评

述”和“专题”等栏目的设置，同

时具有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例如

“物理攫英”栏目译介了合作刊物

Physics Today和Physical World的一

些优秀文章，而“物理学漫谈”可

以让更多的读者一般性地了解物理

学的知识、历史、现状和发展趋

势。一些连载性质的

文章更是为读者提供

了一些其他途径不易

得到的知识，比如各

种物理讲座就有几百

次，罗会仟的《超导

“小时代”》用了三十

多篇文章讲述超导研

究的历史，而曹则贤

的《物理学咬文嚼

字》更是从 2007年就

开始了，至今已写就

100 个专题，从词源的角度探讨了

很多物理概念的来龙去脉和深刻含

义，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丢失的和误

解的信息。

很多人觉得，中文科技文章往

往没有英文的那么通顺、清楚。其

实，英文科技文章大多也很拗口、

很难懂，但是读多了就适应了；有

些中文科技文章确实写得不够认

真，因为它们几乎不能给作者带来

任何好处。关键还是在于重视的程

度。Physics Today 和《物理》都是

主要靠邀稿的杂志，但前者是所谓

的SCI源刊(影响因子在5左右)，订

户大约有 10万；《物理》只是“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订户要少得多，

但是它有个好处，过刊都在网上开

放，并不需要中国物理学会会员的

资格。Physics Today 和《物理》都

出版过历史文集，从中可以看出，

中文和英文都可以写出非常优秀的

文章。

当然，致力于物理学交流的杂

志还很多。比如说，Physics World

和《现代物理知识》， European

Journal of Physics 和《物理教学》，

等等。中文想要成为物理学交流的

主要语言，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几本

教科书和几份杂志，更重要的还在

于中国科技人员做出有世界影响力

的研究成果，还要有可能用中文发

表、交流。中国科学院2016年开始

运行的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 (Chi-

naXiv.org)就是一项有益的尝试，向

著名的预印本共享平台 arXiv.org学

习，推动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保

障首发权的认定，从而促进学术交

流。2018年 9月在大连的中国物理

学会秋季会议 (CPS Fall Meeting)

上，首届中国物理学期刊专场报告

会吸引了很多听众，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大家对中国学者和中文杂志的

期望。

在当前阶段，英文的主导地位

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因为成果的

发表和交流从来不是纯粹的、为科

学而科学的，一直都纠缠着个人的

利益和国家的导向。然而，我们还

是要努力做些事情，否则，还搞什

么物理学咬文嚼字啊？大家都只用

英语好了，省多少麻烦啊——但母

语是不能选择的。只能寄希望于未

来。未来的科学语言是Chinglish还

是中文？这取决于现在和今后这几

代人的选择。

Physics Today 1993 年出版的 History of Physics；《物理》

2012年出版的《岁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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