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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科技传播的社会责任

金 涛

科技传播承载的社会责任很多，诸如信息

的交流，科学精神、观念和思想的弘扬，宣传

党和国家的科技政策，普及科技知识，报道科

技事件及典型，揭露迷信及伪科学案例，提高

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等等。这些，对于从事

科学传播的媒体都是责无旁贷的。不过，我在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或者说科技传播当前的第

一要务，是要讲真话，不仅科学传播的媒体本

身要讲真话，还要大力提倡说真话。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把讲真话作为科

学传播当前的第一要务？道理说起来简单也很

简单，把讲真话作为科学传播当前的第一要

务，实际上是把讲真话作为传播科学精神、观

念和思想的前提和体现，因为科学是追求真理

的，是追求真善美、反对假丑恶的。如果科学

传播也说假话，背离了求真务实的宗旨，那么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就

是一句空话了。

具体说来，还可以列出以下几个理由。

（1）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讲真话要付出沉重

代价的时代，那也是假话盛行、给国家和民族

带来深重灾难的年代。不仅政治上如此，科学

传播方面也是如此。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介绍著名遗传学家

谈家桢的学术生涯的，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生

物学领域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之争。文章

说，1948 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

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

会议的主持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遗传

学会会长穆勒教授。他在开幕词中说到，刚结

束的苏联农业科学院大会通过的决议，把孟德

尔—摩尔根主义宣布为“烦琐哲学”、“反动

的唯心主义”、“伪科学”、“不可知论”的遗

传学说，强调遗传学家信奉“米丘林主义”还

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中两种意识形态

的斗争。不仅如此，苏联关闭了细胞遗传学等

有关实验室，开除并逮捕了坚定的“摩尔根主

义者”，销毁了有关的教科书，消灭了用作遗

传学实验的果蝇。以后，谈家桢又获悉，苏联

农业科学院奠基人、遗传研究所和全苏植物育

种研究所所长、著名遗传学家瓦维诺夫教授遭

到逮捕并被迫害致死。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然

科学领域，持不同的学术观点，讲真话，在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值得

一提的是，发生在苏联的事，若干年后也在中

国重演。1952 年 6 月 29 日， 《人民日报》 发

表了题为 《为坚持生物学中的米丘林方向而斗

争》 的文章，认为摩尔根遗传学是反动的、唯

心主义的，严厉指出：“当前我国生物科学的

现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要用米丘

林生物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这

篇措辞严厉的文章对我国遗传学的研究造成

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种粗暴的干预，

导致了中国生物科学的停滞和倒退：大学停止

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说，科研中有关摩尔根遗传

学说的课题也被中止，学术刊物只发表李森科

一派观点的文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

就在 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建立了 DNA 双螺

旋结构模型，预示着遗传学发展到分子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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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阶段 （以上见谈家桢著 《基因的萦梦》，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1 月）。

遗传学在苏联、中国的遭遇，只不过是特

殊年代发生在科学领域的一个例子，类似的情

况很多，如粗暴地取消人文地理学、批摩尔根

的遗传学说、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明

自然科学同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由于意识形

态方面复杂的原因，也会出现讲假话成风、压

制真理的悲剧。这种情形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流毒甚广。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当时的科学传播媒体所持的立场

和发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2） 今日之中国，政治氛围发生很大变

化，广开言路，学术民主已是社会的主流。因

为政治原因而讲假话、不能讲真话的历史已成

为过去，滋生说假话的土壤似乎不存在了。但

是，现实是无情的，尽管人们不再因为政治的

需要而大讲假话，可为了实际利益的需要而不

讲真话，仍然是今天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现

象。假话盛行，假话的衍生物———废话、空

话、套话、鬼话、胡话、瞎话屡见不鲜，唯独

不讲真话的现象依然存在。著名作家巴金在

他的晚年向世人发出讲真话的呐喊，在他重

要的作品 《随想录》 中，巴金说，他需要提倡

三个字：“讲真话！”

最近，两位总理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都不约

而同地提到讲真话，颇为耐人寻味。2011 年 4

月 13日《朱镕基答记者问》 英文版在伦敦举行

首发式，播放了朱镕基用英语讲述的视频，他

说：“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期

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

在这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

的原则。”香港 《联合早报》 （2011 年 4 月 13

日） 新闻的标题是：“新书首发式朱镕基 《答

问》 ‘都是真话’。”意味深长。

仅隔一天，4 月 14 日，温家宝在与国务

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也说：“我

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

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

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作用。”从温

总理语重心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讲真话还

需要执政者鼓励，是因为讲真话的人不多，相

反，讲假话依然大行其道。否则温总理也不会

说“我们鼓励讲真话”。

不仅如此，温总理的讲话中也涉及了当前

为何人们不讲真话的客观原因，或者说是原因

之一吧，就是没有“听真话的条件”。

所以，他强调指出：“讲真话就要有听真

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谁来

创造条件？怎样创造条件？创造什么样的条

件？这都是值得探索的现实问题。

至于为什么今天讲假话成风，除了温总理

所说的没有“听真话的条件”，还有一个功利

主义的原因，具体说来，在现实生活中，老百

姓普遍感到，讲真话仍然要付出很大代价，轻

则会得罪人、讨人嫌，重则招致打击报复、穿

小鞋；讲假话恰恰相反，可以取悦上司、被提

拔重用、加官晋爵，何乐不为。这种现象十分

普遍，以至于说假话、弄虚作假成为国民性的

痼疾，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正是如此，“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

提倡讲真话首先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有

听真话的雅量和胸怀，不能再搞什么“阴谋”、

引蛇出洞、打棍子、扣帽子、秋后算账。

提倡讲真话就是提倡学术民主，不搞

“一言堂”，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允

许争鸣。

提倡讲真话是建设和谐社会、树立诚信的

道德规范的前提条件。如果假话成风、假货泛

滥、弄虚作假成灾，社会矛盾将会愈加尖锐，

是很危险的。在这方面，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

是至关重要的。

（3） 以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观念和科

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为己任的科学传媒，在

我看来，在提倡讲真话、杜绝说假话方面，在

改善社会风气、弘扬正气方面应该发挥带头作

用。这是缘于科学是真理的化身，科学是严肃

的、尊重事实的，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因而

在大众的心目中，科学的声音往往最有权威、

最具说服力。如果科学传播忘掉了自己的社会

责任，那么科学精神、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就

无从谈起，社会就会失去诚信的根本、是非的

邃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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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绳、道德的底线了。

正是如此，温总理把“创造条件让人民讲

真话”，视为政府让人民大众“在国家科学民

主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为

了市场竞争的目的，弄虚作假的种种不良风气

也浸染了圣洁的科技领域。例如某些科技含量

较高、价格不菲的民用电器，为了垄断市场、

追逐高利润，厂家往往以不必要的升级换代

迅速淘汰仍然能够使用的产品，并以种种手

段 （如没有零件、无法维修等方式） 变相地逼

迫消费者掏腰包购买新开发的产品。这种霸道

的企业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造成

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果说上述行为仅限于牟取暴利，这原是

资本的属性，虽不合理却可以理解；那么媒体

屡次曝光的论文抄袭、学术造假以谋取学位、

职称或项目资助的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丑闻，

却是暴露了科技界的不正之风和学术道德的

丧失。更加隐蔽的是，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案

例，如为了利润而改换药物名称，为了增加医

院收入让患者进行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健康

的检查，以及为了长远的利益开发出使患者

终生无法摆脱的药物等，所有这些，已经突破

了道德的底线，科学技术已经堕落为金钱的奴

隶，玷污了救死扶伤的高尚旗帜了。当然，我

希望这只是个别的现象。

除了这类明目张胆地或触犯法律或违背

社会公德的现象，更多的还是人们司空见惯

却习以为常的观念仍在支配人们的思想、主

宰决策者的行为，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违背科

学、违背常识的。

举一个经常见于媒体的例子：在自然灾害

来临的抢险救灾的行动中，各国的救援工作都

贯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首先要保护救援人

员的安全，在这个前提下再去抢救幸存者。这

是普通的常识，也是“以人为本”的正确解释

和科学精神的体现。那种不顾救援人员的人身

安全，不顾客观情况盲目瞎干，造成救援人员

伤亡的悲剧，应该追究指挥者的责任，受到道

义的谴责。但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实际生

活中，特别是媒体的报道中 （也包括传播科学

的媒体） 却是违背科学精神，传播了误导群众

的虚假新闻，其负面影响十分恶劣。例如去年

12 月 5 日中午，发生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鲜

水镇孜龙村呷鸟沟的草原火灾。这个草原，据

媒体报道，不过 200 亩，是些小灌木林，即便

全部烧光也没有多么大的损失。但是在山火面

前，由于指挥不当、临阵慌乱、对风向火情缺

乏了解，居然导致参与抢险的 15 名解放军战

士、5 名老百姓、2 名林业职工共 22 人遇难。

我对这些牺牲的战士和群众深表悲痛，为许多

鲜活生命的意外死亡深感惋惜。我没有看到这

场草原火灾的后续报道，但我认为仅仅追认他

们是烈士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追究瞎指挥的当

事人的法律责任！除此之外，总结经验教训，

制定抢险救灾的法律法规，按科学规律指导人

们的行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保护救援人员

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是十分迫切且非常必

要的。要知道，每一个参与抢险救灾的士兵或

其他人员，他们身后都有一个家庭，他们有父

母、妻子、儿女，保障他们的安全，就是保障

我们每个人的安全。

讲真话，不讲假话，使之成为社会风气，

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实却是一个漫长的、渐进

的过程。常言道：“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时

有余。”社会如人，沾染了恶习就像吸毒一样不

易戒掉。著名学者王元化说过：“学会讲话只

要一二年就行了，学会讲真话却往往是一辈子

的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

说真话，这就需要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

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

还需要对人对己都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

如果科学传媒能够率先垂范，以讲真话为

荣，提倡讲真话，使假话没有市场，必定是科

学精神发扬光大之时，则中国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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