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思考与争鸣
·

华之
公

乐
泊̀阳引

!
之 与

、
5 ` 卜巴而 \乡侮、 少石吧布妞布 、少石吧石又少i 泛少补5 侣 、少石丈少忘心偏吧布泛夕补少石丈少言、夕石咯侣 \乡二吧石 竺i

活跃地质界学术思想专家座谈会追记
峡 山

9 9 1 2年
,

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在 中国

地质科学院第三会议室召开 了一次
“

如何

活跃地质界学术思想
”

专家座谈会
。

大家感

较容易地把争鸣开展起来
,

也有利于扩大筑
m 闯 仃衬 用

n寿 余
尤 l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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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些高层次的理论性和战略性李

容到当前地质界学术空气 比较沉闷
, “
百家争 的

、

有指导作用的课题
,

组织小型研讨会
,

冬

鸣
”
的方针没有真正得到贯彻

,

学术会议大

多是 沦文作者在会上宣读 20 分钟
,

很少深

食入的讨论
,

更谈不上不同观点的争鸣
; 在学

术刊物上
,

很难刊登不同观 点和学者对 同

一问题直接讨论的文章
,

可是在平时却有

不少背后议论
;
在学术界不但存在着没有

通不过的成果评审
,

而且都冠以
“
国际先进

集思广益
,

增强深度和广度
,

使学会真正起

到领导地质科学新潮流的作用
。

3
、

结合当前地质科研中的实际问题开

展活动
,

使与会者听了有启发
,

能够开拓解

决问题的思路
。

4
、

在组织形式方面的建议
:

① 以小型座谈 会
、

讨论会
、

报告会 为念

忿水平
” 、 “
国际水平

” 、 “

国内先进水平
”

等等 主
,

以研讨问题为主
,

不同观点
、

不同学派
,

尽

溢美之词
,

风气有些不正
。

原 因何在 ?与会

专家几乎一致认为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除了

都有中心发言
,

重在从科学事实出发表达

科学观点
,

要直接交锋
,

但不搞空洞 的批

{大环境之外
,

可能和地质界的思维方式是

笔单向思维
,

而不是双向和立体思维有关
。

争

提倡从不同观点的争鸣中结识科学研 盆

鸣有利于学术思想的开拓
,

但是
,

往往是小

人物的学术观点或者新的学术观点的幼芽

与权威学者的学术观点或已经
“

成熟
”

的学

究的新伙伴
。

②组织高层次的短训班
,

意在介绍国

际新的科学动态
、

科学思维方式和先进的

技术方法
,

消化吸收
,

防止盲目引进和套用

孚术观点不同
,

这样的文章往往被认为证据 国外理论和模式
,

提倡从全球地质的视野
,

忿

不足
,

很难发表
,

一些思维的火花更难得到

宣扬
。

有些专家认为一些大项 目常常是遵

循现成的观点
,

在大量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的总结和
“

提高
” 、

而多数重大的科学发现
,

往往不是从计划之内的科研项 目中涌现出

来的
。

与会专家提 出学会要创造学术争鸣

立足于中国地质特点
,

逐步建立新的地质

理论
。

③通过小型学术讨论会
,

组织一些争派

鸣文章在 《中国地质 》
、

《地质论评 》等刊物 冬

沃的环境条件和气氛
,

并就如何活跃学术空

上刊登
,

进一步扩大影响
。

④小型学术讨论会
、

学术报告会和学

术讲座要系列化
,

长期坚持下去
。

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提出了许多可行的

建议
:

1
、

抓住国际地质科学前沿
,

把国际上

⑤学会要与中国地质科学院
、

30 届 国才

际地质大会办公 室
、

有关部委科技攻关项 攀

目办公室
、

联合组织上述学术活动
,

要发挥

争论的东西引到国内进行争论
,

这样做 比 在京专业委员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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