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國際接軌趨勢中如何鞏閩中國語文的學術語吉位*

社祖賠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及

美圓嚮西跟大學研究院

堂、國際化、全球能與西化

近十餘年來國際形弊變化很大 2 首先是蘇聯及東歐政權的瓦解，繼而是亞割地區的

進一步閱拔。造略轉變既使使各地經蟬的社攝發展，也加揮國際政治的相互牽艇。由此

「鷗際化j 、「全球化j這些論調便不經福走，影響ffr及雪就連工哥哥、科技、訊息、交通、

文化、學諧、教育等都以能為…時風尚。

當前我們所見是一片熱鬧景象:院校合作、醬醋交龍等無本路過陌生，正如今天的

學衛會議 9 大家都4顯示出這種精神和活力。

「障體接軌J 已成為熱門課題。在這研謂嶄紀元時代，人人都主往往j家們實爭取進步繁

榮的利益， t倒是使關內學界力封建步伐， 心舉投入世界發展的主謊。

所謂 f全球itJ 、了國際化j 多其質就是以英美歐為核心師西方化。無論實質和第式，

都是如此。數百年來，西方文化日益強大 7 這是不爭的事實。除了歷史自黨和偶發的素

不算外，西方文先在教育‘科技、文寧、經濟、軍事等各方宙的飛躍都丟在其興蟬的主

由。反觀中盟文化幾在年來每滯不前'.~是出現了?主住新」、「商學j' r洋務公「詞文館」、

「現代化j等改革呼聲。以事功問論， I西f叫做好， í現代化J也好書「圈際itJ也好多[餾際

接寧叫也好，如果能使關富民強，未嘗不是好事多不麓，如果琨代化盛放以摺方的鑽位和

尺度為標?學、品、須 i兵罰方語文取代本盟語文為串串jiJ媒介，那就會建三位非常嚴重的復果。

貳、學傭語音翱際化研衍生的嚴重教育問題

獲知道:盲目推行國際化或茜方ft將會造成全民在時問精力上的重大損耗，也將導

致全民主、「告己的文化自信的消滅。 接連來說，這幫我們中國人社會是非常不利的;四為

*本文是根據筆茲在七海海還學院f第二屆科研綴效定數評價摺際學(!幫會議暨第六次全國科學計筆學與情報

的演講為修訂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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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般人以為:要達成現代化就&\~質與關際接軌，要接軌使這6\~質投入大最時悶和精力去學

習外文。如此雪中國人社會的教育制度便要從基本上作出調整;要騰出大童時情和投入

大黨賢源去加強外語的教學位現在的磁勢就是在中小學階踐中不斷增加外語課程。到了

中華棋大學 d重要採攘外文課本、用好語去教學、用外文做作業。到了研究院雪還要向

英姜春齊:研究生須用英文撰寫論文，大學教師也非用英文去著波及在國外科物發表不

去尋功。 練、之，一切都以西方(特丹11是以其美學輛三位龍的標推扭SCI 、 SSCI等)作為評量學

構成，穢的依據。

請討論下與各點:

一、葭方國家，特制是萬美加j獎等英語系的國家，學生鼎於語文學習的時間和精力

僅為中悶兒黨的小半，因為他們能母語本身就是關際學術語言，外文知識並非;必須。如

泉他們要學外繭，心般是建叫種與英語額可互通的研方語文{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等)。皮之，中盟兒童的語文學當負擔非常前輩 p 因為除了要學習分量不輕的本聞語文

外 9 還要學習一種與本餾語文;並無關連的外文(如英文、法文等)。在不同的學習階段

中，t:þ鵲克韋思於學習外文的時數是誰龐大的。以香諾言為倒，…個學生提小學對中學上

英文誤的時數約為三千四百小時，再加上用英文去學習其他是學科的時數﹒以及下課後自

習英文的時數?十二年的學校生涯中用於英文學臂的時數可達六七千小時。請與西方兒

豆葉摺於學習外文不錯過一千小時吃較多每名中翱學畫畫續多消耗五千多小時的光臨去博取

一門外文的招碼能力，這無疑是糧大的付血。

…、西方兒童既不需用太多時間去學習外躍語文?他們便有較多時需去學習重要

的學科及控能: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應用科學、體育、藝梅、音樂、哲學討會主家

政、電工、駕駛、木工、建設、修理等等。西方學盤即使浪費了五千小時於遊麓，仍

然能中關兒數多出三三千小時的學習時題。閣成西方社會的教育持間比我們充足; 1也們

的學叢自能得到較廣泛的技能租較深黨的知識，體格也普遍得到較良好的鍛繞。

三、進入大學及研究院陪臨之撓，二者的差異更為明顯。中聞學者從大學生、研

究生以至大學教蟹，用於外語學腎、外文寫詐、以及投稿外劉等等活動上的時間和氣

力，其?在耗程度之大，實在難以信計。骰如他們能把用於學習外文的大盤寶貴時鶴，

去從事科研、思考和直接的寫作 9 他們能成就感定大為說:觀。設{吏愛的其哥姐當年在瑞

士專科思主餘的苦限時與中，擺要戰戰兢兢地厝外文寫報告的諸多他那五篇劃時代的

鞠理學論文i 賴信不能及時面盤。

十歲的愛的新綴Albert Einstein (1879刪 1955)於一九O一絲悶在Annalen der 
自牛頓以來最讓據科學界的論文，其得了一篇為他於日後取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篇則奠定了相對論的

義務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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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學雷時間與精力點換與強先錯後的教育讓寮

上文指起現行的國際化模式的先訣條件是教育和舉摘譯富的?易帥」一一一以外文

(特別是英文)取代中文。可是?我們坐讀了解我們所熱衷的關暸忱政策的實際情

說:這是一場既是從後追趣，也是一場弱者自動向強者讓步幾千{問學習時數的不平等

競賽。學習外文既是求攏步的先決棟件時~F學不可， {旦時時又造成了詩間和精力牌大

揖點多在權種[水龍載舟弓亦能覆舟j 的情況下，投們究竟應如何為中關科研和教育

向劉際仕的同時，去解決學街語富的問題?

肆、體際接軌的幾種模式

土娃的用題如果不能及早解決 3 中觀的教育制度及語文應用將不翰走向西化多那

還更若干年之後，便會完全融入以西方為主幸自全體系中 3 從此中文將失去其作為學備語盲

的士也位。儘管我們炎黃子舔11;存於世上多 f旦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已所餘無幾，轉岩、為獨

方所!再化。

與會諸君都是學界各流、科研先蟻。盤上菌研誤的問題想廷、亦有問感。為求進一

步探討解決之方，豆豆再提出一些朝步的看法實與大家共齊。

在西方大文化氣使籠罩之下多東方有兩個劉家選擇了不i穹的龍應策略，一是印

度 3 …是日本。

印度在五百年前被萄莓牙入霞，後又淪為英帶闋的殖民捕。第二吹大戰後雖然敢

得獨立;不通這餾語言複雜的國家無法不以英語為摺諾。EfJ於他們以外語(其語)為

國詣，其語文教育便成為教育的重負，教育的成效打了很大的折扣。印度的文教科技

也因此而無法與西語系統的攝家相比礙。數十年來，印度雖然產生了許多才智超凡的

人物 3 但其關連站終無法振興。

區對祖方文化擴張的權勢 p 日本人卻能果聽奇地決定:一面要保全其傳統文化的轄

悴，如暮春!可‘宗教、槍理及語文等;另一方面又虛心學習源投西方知識和技能。對於自

外闊的到識和技樹，他們必先經過選擇然接融入自己的系設中2 然後自行確定標準步

提持主宰的攝制。喇如汽車科技是外來的，但盤問便要勝過歐美的毒品;教材與技謂是

外來的， 1ft東京大學的單業資格，忠、氣媲美當界名校;科研情報是外來的雪但書刊都是用

日文印發的。就告樣，日本經過百餘年的不離汲取外潤之長，同時又建立其文化自1俏，

2 克安!它正壁畫古草草， (臼本的教育飽際化政策》。一九九六。美關幸好密級大學研究院博士論文 o Rie Atagi, 

japan之 Intema的nalization Policy in Educatioll.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犯人rbo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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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小闢寡民，且在大戰中…J!l.覆亡， {段時至今日，不但稱i韓東草，還可傲視國彈。

比較了印度和日本學術國際化的蠶轍，日本主建鍵是建較印度為成功。

f哀、店、建加強中國語文的學會第語莒摟住

中齒的文教科技今日的處境 9 印度和日本需觀的經露，堪言書借纜。全盤問化之無

功，印度足為前車之蘊 c 日本對不然;既有保全閱本的決心，又有復選手先建的志氣。

關於這求國際化的具體策略，筆者有一卡列建議:

一、利用當前對鸝際化的熱誠，立刻支援教育科研機構進行改良外語教學(特別是英

的科學實器研究，從前i審定最有用的教樹，設計最有效的方;在台葫求以有限的資

源人力及時間，獲取最佳的卦文教學致漿。

一、不必顧策全國十三體人都去學通科文 3 自fffiJ無 i比需要。學研無所謂、便是浪

。中攝入社會如奮起訴練首{分之十精議中詞語文的人才，對科研、外交、政治、工

、賢昆、旅設等事業，當pU舊付裕如。一般人如能要惡習暮本外文辭彙語句(學習的

一千小時}便已足揚黨付日常生活之苦苦。

三、學習外文的教材須以準確、易學為軍則。取材PJ遍及歷史、科學、哲學、社

經等，而不驛站限於文學。主o Jl七 p 我們除得到語文的能力外，並能學至1西方文化的精

華雪…石二裊，才可以稍聶哥華閉上的損失。

凹、忌、須維護具有四千年5美史的中聞語文的學擋地位，同時盡聾發揮中國語文的

科研功能多公平承認以中文發表的操作，為十五壤中國人重噓他們對自己語文的喜尊

和自侶。我們相信這樣龐大的人口中16\有很多出類故萃的人才，地們的中文辛辛鐘，忠、

釋為外錯各界人士所爭相譯詩楚。站樣多未取的研謂「地球村J 才不;致完全為西方學術

所聾鱉、荷中題專備議，能與之分庭抗禮。束語文化被拉交流?共存共藥，立主為人顯文

明增海光輝。

、中爵的文教機構應立叩全面發臆中外文鸝譯工作學挖採自世昇各地的最新知

識和訊息 g 以最快臨時間和最準碟的文筆，譯成中文，鱷供全國人民參考多藉以加強

教育、提寵見智 u 果能如此，則十三億的體人便說:賞問不少為外文期掙于L臨時間 3 語

法J把寶貴的光陰從事股更喜益的研習和哥11練。這些翻譯機構啦應轉中闊的學衛科研及

文藝的成果譯為好文， f.學能流攝盟躁。

3 率等港中文大學自二:.000年九月起進行…項跨越院校及科系的研究計戳，是否為《應用腦神經認認科學去改

良言語文教學的方法》。研究人員包括教育、吉普吉、醫學、心理、物理、交理、生物、工毅等專家二十餘

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