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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顾东西方文化的发展，科学与人文的矛盾一直都存在于其中，并在充满竞争与挑战的、强调知识经
济的今天表现得尤为强烈。
为了解决这对矛盾，促进人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必须深入探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问题
。
    本书认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必须切实立足于文化与教育领域。
从文化上看，我们有必要从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理解科学与人文这对矛盾。
科学与人文矛盾冲突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科学与人文的横向分离，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科学和人文同传
统文化母体的纵向割裂，使科学与人文失去了一个纵深的历史视野、一个共同的文化根基。
因而，本书认为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在深层制约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首要和根
本问题，就是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从教育上看，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不仅仅是一个课程编排的问题，而应当在深入理解科学与人文关系的
基础上，从战略上树立宏观教育理念，从战术上深化微观教学实践，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科学与
人文的融合。
而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人性自由与创造潜能的实现。
    首先，本书深入到人的认识过程之中，区分了科学认识与人文认识两种认识方式，并由此来理解科
学与人文之间的三个基本关系，即本质区别、一体性和统一性。
其本质区别在于科学需要主客二分的实验，而人文需要主客合一的体验；其统一性在于实现人的自由
和创造；其一体性在于相互转化、对立统一。
进而，本书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理解人文认识对象、认识方法与认识功用；并深入到哲学层面，
在反思基于科学认识的机械思维3-式的基础上，引出了基于人文认识的整体思维方式，分别阐发了中
国传统文化体“道”的三条途径：儒家、道家与佛家。
    然后，在此基础上，本书探讨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从认识过程来看，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可以分为“知”与“觉”两个方面。
在“知”方面的融合是知识的创造，而在“觉”方面的融合是精神的创造。
“知”与“觉”两个方面是不断互动的一体之两面，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需要达成“知”与“觉”的统
一。
并且，为了更为具体地说明认识过程中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本书从中、西科学家中各举一例，他们分
别是爱因斯坦和钱学森。
从教学过程来看，教师需要通过“生活化”与“艺术化”的方式来创造问题情境，从而促进“知”与
“觉”的互动，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而从科学教育中的智育、美育和德育三个维度来看，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意味着智育与美育以及智育与
德育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在后半部分，本书的探讨从微观的教学实践进入宏观的教育理念。
首先，深入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之中，立足于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探讨了近代科学发展以来三家具有代
表性的教育思想，即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赫钦斯的永恒主义教育思想，
并分析了它们对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理念的启示，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纽曼所面临的问题是传统的自由教育思想受到专业教育的挑战，因而强调了自由教育的价值，以自由
教育作为科学与人文融合之基础，并以神学作为最高统帅；杜威所面临的问题是摆脱传统束缚，在民
主社会中发展科学技术，因而强调了教育要立足于人的生活，以生活作为科学与人文融合之基础与统
帅；而赫钦斯所面临的问题则是科技发达时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因而强调了永恒经典的学习，用以永
恒经典为核心的普通教育作为科学与人文融合之基础与统帅。
虽然这三家教育思想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并始终贯彻和发展着西方文化中的自由
精神。
    最后，本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从近代以来中西古今冲突的背景中深入理解当今科学与人
文的矛盾，认为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人文传统断裂的今天，我们必须在继承与创新中弥合传统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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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裂痕，让科学与人文从融合迈向统一。
进而，立足于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对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理念进行了深入阐发，并结合蔡元培先
生的“五主义”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说明。
儒家教育思想强调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而下学上达，内圣外王，在高度自觉
的精神境界中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最后，本书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论述了人文经典教育，强调了以“诚”为本，立德化
人，从而培植人文土壤，延续文化命脉，孕育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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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科学与人文　　二、从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理解人文认识对象、方法和功用　　在科学飞
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人都强调了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标准，并将其推而广之，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它来衡
量人文。
有科学主义倾向的人对于人文认识往往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对于他们而言，人文所认识的精神世
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情感与意义世界，不够严谨，不够精确，无规律可循，它远不及科学所认识的物
质世界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具有客观的确定性与可重复性⋯⋯对于人文的这些看法，固然
有对于科学盲目崇拜的原因，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人文的隔阂与疏离。
为了深入地理解人文认识，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有机整体，我们对它的认识不能是一种机械的分析，而只能是一
种深入的理解。
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任何所谓“客观”的理解或解释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于同一个文化产生不同的
解释是很自然的。
而我们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解释，从根本上而言是由于我们带着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立场进行解释。
苏轼有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庐山的话，我们带着不同的问题来看，就好比站在不同的视角来看，因而
同一个东西就产生了不同的视觉效果。
在特定时期，带着发展科学民主、救亡图存等科学性与功利性问题来看，传统文化可能会“千疮百孔
”（见其现象与末流）；而在另一个时期，带着涵养性情、提升境界的超功利性目的来看，传统文化
则可能会楚楚动人（见其本质与源头）。
这就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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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一著作是作者在其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与发
展的。
书中，作者以其眼光，从中西古今冲突的文化视野中，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及其解决作了系统而深入
的论述，脉络分明，深入浅出，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观点。
科学与人文的矛盾纷繁复杂，作者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分别从微观认识层面与宏观理念层面入手，
即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和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理念这两个根本性问题。
《科学人文及其融合》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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