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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研究不是做“拼盘”
因韩启德

院士之声

上世纪 90年代末，我对医学的交叉

研究萌生兴趣。刚好在 2000年北京大

学、北京医科大学两校合并之时，王选院

士希望我做一件事———推动北大一些学

科的交叉研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自告奋

勇负责组织学科交叉研究。当时我们满

怀一腔热血，同仁之间互相鼓励、互相帮

助，取得了不错的前沿交叉成果。

当然，交叉学科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

顺，这期间会有很多困惑，充满了不确定

性。我把自己的心得概括为 6点———概

念、动力、根本、条件、保障和基础。

概念：学科交叉研究与交叉学科

首先，作为一个学科，它要有学术

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有共同的兴趣、研

究同一类问题、有一定的建制、有学会

和协会。与此同时，学术共同体还要有

公认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评定标

准，要有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教

学、教程、教材等。在此基础上，还要有

专门的学术刊物，提供学术交流的平

台。一般来讲，一个学科的成立必须有

以上条件的支撑，交叉学科也不例外。

其次，学科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以

生物学为例，早在生物学学科形成之

前，就已经出现了生理学、动物学及植

物学的相关研究，直到 19世纪初才明

确这种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相互关

系的学科为生物学。随着物质科学的不

断进步，实验胚胎学、分子遗传学、生物

物理学、细胞生物学等学科研究扶摇直

上。时至今日，当初的“生物学”已经在

不断的学科交叉中融合边界，成为我们

所熟知的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命

科学”。从生物学的演变中可以看到，学

科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界线，处于不断流

动之中，在相互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发

展，分与合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最后，学科交叉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

不可混为一谈。学科交叉研究是指研究者

借鉴和利用本学科、其他学科，特别是交

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框架来解决科

学问题或创新技术，可以采用从上至下、

从下而上或两者结合的方式、方法广泛动

员和组织学科交叉研究。

交叉学科的形成是一个艰难且自然

而然发生的过程，带有复杂系统的不确定

性、自组织和“涌现”特性，是水到渠成的

事，无法预先设计，更不是由权威部门、机

构或个人说了算。我们要做的是努力为学

科交叉研究搭建平台，制定积极的鼓励性

政策，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动力：增强原始创新

推动学科交叉研究的动力究竟在

哪里？

实际上，动力在于增强科技创新。当

原有的学科体系无法解决现有问题时，自

然会促使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会聚一堂，相

互借鉴与合作，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其中

的关键在于能否提出创新问题。

科学问题的提出一般有 3种模式。

第一种是类推，这是最常见的模式，从

已有成果出发，顺从既定范式，做出原

始创新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是从物质

第一性出发来思考问题，它往往产生重

大原始创新，但是难度极大。第三种是

从解决重大而困难的实际问题出发，这

种研究比较容易产生原始创新，至少具

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实际上，强大的原始创新动力会促

使研究者采取第二、三种模式，而这两

种问题模式往往倒逼大家开展学科交

叉研究，乃至突破原有的学科范式。

根本：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是根本，这是无可争议的。新

的交叉学科真正形成之前，学生的机构

归属、培养方式和基本要求仍然不能脱

离原有学科。这是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

必须在一定的范式下才能进行。

只有在真正掌握好本学科范式的

情况下，才可能为原始创新打下坚实的

基础，才有可能、有资格跨入别的学科

领域。事实证明，在学科交叉研究中取

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在本学科做得最

好的学者，或者在本学科领域掌握“一

招鲜”技术和方法的学者。

教书育人，尤其是本科教育，与科

研不一样，经不起错误与反复，要抱以

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我主张相对保守

一些，如履薄冰、认真小心。

条件：精诚良好的合作关系

“独木不成林”，学科交叉研究需要团

队同心协力。我们要建立精诚良好的合作

关系，善于分享和相互学习，在交流中打

造互通的语言，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各自的

学科贡献，非要去一争高下。

美国华裔生物学家钱煦教授曾主

张“做 6分贡献，要 4分所得”。我们应

发扬这样的风格，相互谦让、多作贡献、

少要所得。当然，如有必要，不妨签订必

要的合作协议，有时“丑话说在前面”

“亲兄弟明算账”反而能避免不必要的

矛盾，使合作关系更加和谐长久。

保障：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如何使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保证？我

认为因地制宜、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和

机制是根本保障。

第一，建立专门、独立的交叉科研

机构，并且给予重点扶持；第二，成立独

立的学术委员会；第三，双聘和兼聘的

选择，因其间涉及工作量计算、成果归

属、待遇等问题，需要探索具体的体制

机制；第四，交叉开课选课，需要打造适

合跨学科培养的专门课程，编写新的教

材；第五，要开设独立的学科交叉研究

生招生渠道，采取双学科、双导师联合

培养方式；第六，设立学科交叉研究博

士后基金，激励博士后研究；第七，建立

多学科学生组合的学生管理制度，促进

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第八，完善适

合学科交叉的同行评议制度，包括选择

合适的评审专家、延长评审过程、优化

申诉机会和渠道、提醒评审专家遵循相

应的注意事项等。

基础：弘扬科学精神和培育良好学

术生态

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对科学孜孜不

倦的追求。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家

精神，培养科学家专注、执着、诚实的美

好品德；激发科学家的好奇心和研究激

情，培育良好的学术生态；推崇和而不

同、兼容并包的风尚；营造自由探索、平

等互利的氛围；落实学术民主、观点自

由的机制；打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

平台……诚如此，学科交叉研究才能真

正成为一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追

求真理之旅。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报》记者李思辉、实习生马玲玲根据

作者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上的讲座

内容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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