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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秋季，当时的《文汇读书周报》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双方领导来找我，说他们打算合办
一个定期版面，希望我来主持，这个版面的全部稿件都由我负责组织。
我一听，这不就变成编辑了吗？
由于在这类文化工作方面，我对还没有尝试过的新玩意都有兴趣尝试，想到以前自己总是给各种出版
社、杂志、报纸等扮演“作者”的角色，还从来没有扮演过“编辑”的角色，何不趁此机会尝试体验
一番？
于是就答应下来，版面的名字就叫“科学文化”，定于每月的第一个周五出版。
因为只是一个月一次，这样的工作量我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当时我提出了两个条件，双方领导也都非常开明地同意了。
这两个条件是：　　一、版面上评论、推介什么书，完全由我决定，出版社和报社不得“布置任务”
。
　　二、版面上评论、推介的书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书和其他所有出版社的书一样，不享有任
何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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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汇读书周报》上持续九年的“南腔北调”专栏，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唯科学主义在当代社会文化
中的影响进行反思和清算。
具体方式则是通过对一系列精心选择的书籍、人物的评论，来展开讨论，从中展示出唯科学主义观念
对文化和我们精神家园的侵害。
本书作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呈失控趋势，现在是静下心来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本书是“南腔北调”专栏百期精选本。
本书的评论对象都是近年来在科学文化领域有影响、有品位的书籍，因此本书又是一册科学文化读物
的阅读与选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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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晓原，1955年生。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史专业
。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上海性教
育协会副会长。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译著、文集等5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并在京沪等地多家报纸杂志长期开设个人专栏，撰写了大量书评、影评、随笔、文化评论等。
研究领域以科学史为主，旁及科学传播、科学文化、性文化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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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有一个话题讲一百遍也不够江晓原哈耶克：半个世纪前的先见之明爱因斯坦的上一半和下一半 
——关于《恋爱中的爱因斯坦》或《爱翁情史》从牛顿看现代科学的“血统”  ——《最后的炼金术
士：牛顿传》亲近经典，懂不懂都有收获  ——关于霍金《站在巨人的肩上》玩火自焚：一个滥用技
术的寓言  ——关于科幻小说《猎物》在高科技时代捍卫公众隐私  ——《数字城堡》中的观念冲突灵
魂与大脑：哪个完善得更快？
  ——《天使与魔鬼》莱姆到底想说什么？
  ——关于小说《索拉里斯星》生物技术：幻想中的末日  ——关于小说《羚羊与秧鸡》《时间简史》
：一个科学传播的神话科学对迷信：究竟谁胜谁败？
  ——关于《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是谁再造了病人？
  ——关于《再造“病人”》十年重读《小世界》失窃的收成能找回来吗？
  ——从《失窃的收成》谈起书籍使人进步，电视使人落后？
  ——从《娱乐至死》谈起文化正在向技术投降  ——从《技术垄断》说起没有弗洛伊德，人类能生活
得更好吗？
  ——关于《弗洛伊德批判》谁是黑暗森林中的傻孩子？
  ——科幻小说《三体Ⅱ·黑暗森林》实验科学：是一种神话吗？
  ——从《利维坦与空气泵》谈起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
  ——关于《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谁要重出江湖？
谁能再振雄风？
  ——关于“科学松鼠会”及其科普写作“美国世纪”要终结了吗？
“咋越学越对科学不放心呢？
”  ——科幻小说《十字》让美国军控专家深度恐惧的科学技术“李约瑟难题”还能成为有生命力的
研究纲领吗？
  ——初读陈方正《继承与叛逆》是不朽经典，还是皇帝新衣？
  ——关于奇书《万有引力之虹》《失落的秘符》：丹·布朗又来反科学了疯狂实验：科学与非科学
的界限何在？
智商测试：科学还是伪科学？
看一个IT精英的草根自白  ——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附录  “南腔北调”专栏对谈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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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一个中国学者认真地探讨西方科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而且是在既考虑到与中国之比较的潜
在心理背景之下，又回避了“李约瑟问题”，我当然也认为，与以往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民族自尊
的心理而过分夸大中国古代科学并强行将其与西方科学较劲相比，甚至将其视为西方科学的先声的做
法，显然是中国人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进步。
但如果我们说的仅限于此，意义也不是很大，在面对以陈方正先生的这部“巨著”（以其将近70万字
的篇幅，也应算巨著了）所代表的这种进步时，我们也许还可以再进而做些分析和讨论。
　　首先，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即以你来看，这部专题撰写在西方文化中西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
科学史著作，与以往的著作相比，其“新颖”之处表现在哪里呢？
　　口在我看来，本书最重要的新颖之处，在于作者对“现代科学的根在哪里”这件事情的关注。
　　这就要牵涉到中国学者中的另一个分歧了。
在关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的争论中，还有一种安慰国人心灵的路径，就是割断古希腊和现
代科学之间的纽带——说现代科学不过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历史，古希腊的科学不是现代科学，就
如中国古代科学不是现代科学一样。
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等等等等，
大家全都没有科学。
这样一来，中国人的面子不也就保住了吗？
这个路径提出之后，当然也引起了争议。
因为要割断古希腊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纽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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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主义尾巴”很难割干净，我也不想刻意去割干净，保护文化多样性嘛。
我们也不必时时处处视科学主义为洪水猛兽，特别是当它在某些人身上只剩下一根尾巴的时候。
硬要利用电视去做科普的话，无非是两种结果。
一是与电视的表现形式相适应，结果做出的只是娱乐节目，但这就偏离了我们初始设定的那种科普目
标：另一种可能，是按照标准的科普目标去做，结果因为与电视这种传播形式不相容，导致传播上的
失败。
　　载上意识形态的重负，曾经是传统科普最务实、最可取的策略，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公众不想再
这么沉重了，于是传统科普衰落了。
　　人类疯狂追求科学技术的结果，使自己处于“浮士德交易”困境中，例如，政治行为通常总是有
终极目的，可是科学技术却没有终极目的——我们不知道它究竟要走向何处。
　　我总算看到另一个中国人决定在他自己的科学史著作中不再去求解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了——
我知道这样说相当夸张，只是因为这些年来喜欢求解“李约瑟难题”的人多如过江之鲫，看得我实在
是严重审美疲劳了。
　　前不久我在深圳参加《深圳商报》2009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万有引力之虹》以高票当选第二名
。
投票后陈子善教授说：“看到此书竟被批评为伤风败俗’，我就要投它一票。
”旨哉斯言，大得我心。
　　一个昔日的“IT精英”向传统的文化精英投降臣服⋯⋯。
面对传统文化精英在文化上的优势，这位“IT精英”就觉得自己相当“草根”了。
　　考虑到唯科学主义在中国是何等根深蒂固，何等深入人心，它仍然影响着许多人的思想。
所以反对唯科学主义这个话题，在今天就是再讲一百逮也不够。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要科学不要主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