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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博览

虽然很多科学家认可转基因的安

全性，但在更多人看来没有找到有害

的证据不等于无害。在这些反对声音

中，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

研究院院长江晓原的观点很有代表

性，他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研究，但不

赞成在现阶段推广转基因食品。

作为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

士，江晓原长期致力于科学文化传播

工作，他不是转基因专家，但他认为

吃不吃转基因主粮不该专家说了算，

一旦进行商业推广，可能会把传统主

粮逼退到角落，未来“吃什么”将没

有选择的余地。

你对转基因食品持什么态度？

江晓原：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一个

科学技术，确实有很多人在研究。要

研究这个技术和国际接轨，从一般意

义上来说是对的。但现在很多人故意

混淆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主粮这两个

概念，很多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常把

这两个概念混淆。其实，所有反对的

人都是反对在中国推行转基因主粮，

并不反对研究转基因技术。

为什么反对转基因主粮跑到我们

的饭桌上来呢？理由有两条。

首先，这个东西到底是否安全，

现在是不可知的。转基因专家经常

说，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有害的证

据。没有找到有害的证据不等于无

害。前不久，有专家出来说吃转基因

食品致癌是造谣。如果这句话成立，

人们一定会跟着认为吃转基因是不会

致癌的。但如果你断言吃转基因食品

不会致癌，这同样是造谣。其实正确

的说法是，食用转基因可能致癌。到

底是不是致癌，现在没有证据。

你如果要我们相信这个东西是安

全的，你就必须为我们提供它不致癌

的证据。不能只说没有出现致癌的证

据。我们吃现在的稻米已经几千年

了，所以我们认定它是安全的。但转

基因水稻出来才多少年？到底有没有

祸害，又不是现在一时半刻能说明

的。可能吃了之后身体会有问题，后

代会有问题，在实验室里是看不出来

的。

第二个理由是，急着推广转基因

主粮的人都拒绝告诉我们，为什么要

在中国迅速推广？中国并没有缺主

粮，目前也没有出现粮食短缺的问

题。转基因主粮也不能显著增产，为

什么要急着推广呢？就算和原来的主

粮一样安全，可我们又不缺，有什么

理由要急着推广？除非你能证明转基

因主粮很高产，我们现在粮食又歉

收，现在这点耕地已经不足以供给

了。事实上，我们的粮食供给并没有

问题，而转基因主粮也不能显著增

产。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新著 《未

来》 中揭示：孟山都公司控制着全世

界 90%的种子基因。因此在中国推广

转基因主粮，是不是就意味着替孟山

都公司挣钱？急着在中国推广主粮的

动因，是经济利益驱使。我们的科学

家应该守好自己的本分，爱钱不是不

可以，但至少应该将爱祖国、爱人民

放在前面吧？

专家认为发展转基因是大势所

趋。如果现在不跟上，就会重蹈曾经

互联网的覆辙，落后很多，到时候想

反超就困难了。对此，你怎么看？

江晓原：大势所趋不能成为推广

转基因主粮的理由。19世纪的“大

势所趋”是列强殖民，难道那时候我

们就应该亡国吗？如果这个“势头”

并不好，我们当然就应该抵抗。科学

家在实验室里追赶上步伐完全没有问

题，但这不等于就应该马上推广转基

因主粮。而且，这事情和互联网还是

有很大差别。互联网尚没有明显产生

伤害，主粮不一样。主粮是我们赖以

生存的根本，不能不明不白地就被转

基因主粮控制。

完全带着现代商业化的动机来搞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中国人几千年来

种粮食吃粮食，都不是这么搞的，我

们是尊重自然的做法，有限的耕地供

养自己的人民。

其实，中国目前大部分棉花都已

是转基因的，但几乎没有人反对。因

为棉花不用吃进肚子，但转基因主粮

一旦商业化，就是每天都要大量吞进

肚子里的。当然应该慎重。

那你认为，正确的科研态度应该

是怎样的？

江晓原：中国科学院院部主席团

《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 指出，科学

工作者应该评估自己研究的东西对社

会有没有风险，如果可能有危害，就

该主动向上级报告，并且停止研究。

对于转基因技术，也应该参照这个宣

言。在实验室研究不涉及对社会的危

害，但要推广转基因主粮就有风险。

转基因水稻商业推广不成功，有

人就批评农业部不作为，但这恰恰证

明农业部是正确的。最初给两个转基

因主粮发了许可证的，这在全世界都

是没有的事情。此后就有人指出，许

可证的颁发有问题，反对的声音开始

起来了，有关部门意识到了问题，后

面的一系列许可证也就没再发了。

商业化的东西是很残酷的，一旦

合法商业化之后，就可以迅速地把对

手打掉。印度人原本都吃芥菜子油，

这种榨油的小作坊遍布在印度的农村

里，多少年来都这样。转基因大豆油

进入之后的两三年内，印度的小作坊

全部都倒闭了，现在印度人民想吃芥

菜子油也没地方买。

也就是说，你认为一旦转基因主

粮商业化之后，我们也会变得没有选

择权？

江晓原：是的，一旦推出了转基

因主粮，可能就会把传统主粮逼退到

角落。即便规定转基因食品必须标

明，但如果没有非转基因食品可供你

选择的话，选择权还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你并非转基因方面的专

家，却始终坚定地反对转基因主粮。

你认为，你的反对站得住脚吗？

江晓原：关于转基因主粮这个问

题，不管你是不是专家，我认为都应

该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则———如果这

件事涉及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话语

权就不能被专家垄断。

如果要把转基因主粮端到老百姓

的餐桌上来，全国人民都有权来讨论

来判断这个事情。你不仅要让老百姓

有知情权，让老百姓知道它有没有害，

或者说有没有害目前还没定论，还得

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推广，背后的

利益是什么。这是知情权的一部分。

转基因主粮问题的话语权，必须

从转基因主粮专家手中解脱出来。转

基因主粮的支持者经常会告诉大家，

转基因是一个科学问题，言下之意，

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按照这种逻

辑，不从事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全都

没有发言权———最后的结果必然是，

只有他们自己拥有发言权。如果我们

同意这个论调，那么不就变成专家想

让我们吃什么，我们就该吃什么了

吗？大部分除了“专家”的普通老百

姓都没有转基因的相关知识，不可能

就这样接受这件事情。

对于转基因食品，专家说安全，

但又有很多人出来说不安全，该听谁

的呢？

江晓原：关于安全问题，我认为

没有绝对客观的安全。安全是主观参

与建构的东西，你自己觉得安全，你

才有可能是安全，当然也仍然有可能

不安全。当你自己都觉得不安全了，

怎么能由别人来宣布你安全与否呢？

就和幸福一样，别人说你幸福但你自

己不觉得，这能叫幸福吗？

但是，有人企图建构出一个客观

的安全。好像世界上有一个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外在的安全一样，如果

有这样的安全，由谁来宣布呢？绕了

一圈，最终还是由专家来宣布。你的

命运仍旧要交给别人来安排。涉及我

们自身安全的时候，就一定要得到我

们自己认可。虽然我们仍然可能受

骗，可我自己都没觉得安全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承认这是安全的？为什

么要把我的安全义无反顾地交给专家

呢？

专家在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时候也

经常说，转基因主粮和传统主粮“实

质性相同”，既然相同，既然没有高

出一等，为何非要急着推广？想要推

广，就该拿出能让老百姓安心的数据

来，但绝不是一两年的数据。老百姓

既然很担忧，延缓推广就没什么不

对。

如今，反对转基因就很容易被扣

上不尊重科学的帽子，你怎么看？

江晓原：越是发展中国家，越容

易流行唯科学主义，越容易被科学所

诱惑。

其实，老百姓质疑转基因主粮、

对转基因主粮有戒心，这和尊重科学

一点不矛盾，不冲突。所谓尊重科

学，是尊重在科学上有定论的东西。

科学本身就是以“科学共同体”为标

准的，科学的定论是不断在修改的。

所谓科学的发展，不就是把今天新的

发展取代老的结论吗？这些结论都是

暂时的。在转基因主粮这个问题上，

科学共同体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国内

搞农业、搞种子的专家中，也有不少

人反对。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以正确的态度

看待科学。科学就像一把切菜刀，你

不能不用，不用菜都做不了，但这把

切菜刀也是可以杀人的，所以你得对

它有戒心。一旦意识到它只是一把切

菜刀，你怎么会去热爱呢？难道我们

要为了科学的发展，就把自己的健

康、幸福当成祭品吗？

如果大家都为吃这个转基因主

粮而担忧，不安心，那就先不要吃

嘛！即便为此延缓科学的发展，也

没有什么不可以———发展科学只是

手段，人民的健康幸福才是目的，

绝没有为了手段不惜伤害目的的道

理。

（选自《东方早报》）

推广转基因？莫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