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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科技文化、建设科技文化。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技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提出的时代课题。
本书通过阐释和谐社会的文化底蕴和与之相应的文化精神，明确提出科技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
资源、发展和弘扬科技文化的前提是科技文化必须本土化等重要理念。
在全面论述科技文化生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空特征、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与融合及其实
现路径的基础上，呼吁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吸纳科技文化，努力建设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融科技文化与
人文文化于一体的现代化文化。
强调科技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定位，不仅表现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上，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的组
织管理、运作关系及机制上，表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表现在科技文化与和谐社会的互动及其机
理上，在此基础上对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科技文化发展战略提出了若干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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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底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重要执政理念，是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崭新认识。
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和谐社会的内涵和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规律，社会和谐是人类的一种美好追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
（一）和谐思想源流中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把社会和谐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模式，并对和谐作为宇宙和
人类生活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就提出过“和为贵”的观点，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
在先秦诸子百家的争论中，和同之辨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由此以降，形成了中华民族注重和谐的思维传统。
在古希腊，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思想的哲学派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
在数学研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整个世界是由“数”组成的。
他们认为世界的统一就是万物之间数量关系的和谐比例，和谐产生了秩序，万事万物都表现为和谐。
在考察社会现象时，他们认为美德、友谊、爱情等都是和谐的。
毕达哥拉斯说：“美德乃是一种和谐”，“友谊是一种平等的和谐”，“爱情也是和谐的”，人是一
个和谐的系统。
毕达哥拉斯学派断言：整个宇宙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切都是和谐的”。
和谐是普遍的、一般的、必然的、绝对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发现并承认了对立，而且认识到对立之间的和谐，即对立面之间的统一。
他把数学、音乐、自然、灵魂等的和谐，看成是对立面的统一、协调和结合，事物的存在就是对立面
处于和谐状态，这些观点无疑是符合辩证法精神的。
赫拉克利特同样肯定了和谐即对立面的统一，认为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现象，和谐是由于矛盾双方
斗争的结果。
他说：“对立造成和谐。
”又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
”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诸现象，对立面之间的和谐是一个根本的规律。
他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中产生和谐。
”社会现象中的善与恶、战争与和平、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也是对立统一的。
就连神，也如此。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和谐并不是对立面的消除，恰恰相反，和谐是以承认对立为基础的。
没有对立，就没有和谐和统一。
“和谐即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是客观普遍的。
他说：“我们身上的生和死、醒和梦、少和老始终是同一的。
前者转化，就成为后者；后者转化，就成为前者。
”“不死者有死，有死者不死；后者死则前者生，前者死则后者生。
”从这里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是把和谐看做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世界是在发生转化中充满生
机和活力的。
赫拉克利特还认为和谐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对立面的斗争则是普遍的、绝对的和无条件
的。
这无疑比毕达哥拉斯的认识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亚里士多德则把和谐看成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完美性，是多样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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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还主张把和谐范畴应用到现实的一切领域，他也是一个和谐普遍论者。
 继古希腊之后，还有不少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和谐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16-18世纪，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在政治领域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构建公平和法治的
社会，在人的抽象权利层次上，对和谐思想进行了阐发。
卢梭提出人生而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消除不平等的社会因素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孟德斯鸠认为，要采取以法治国的方针，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在哲学领域中，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和谐是单子趋向完善的运动，这种思想落实到人间政治中，就
是个体的单子之间的完善。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则认为，和谐的本质在于现象合乎规律地实现它的全部内在可能性。
黑格尔充分肯定了赫拉克利特的“对立和谐观”，他认为：“这对于赫拉克利特并不是个矛盾，他正
是这样想的。
简单的东西、一种音调的重复并不是和谐。
差别是属于和谐的，它必须在本质上、绝对的意义上是一种差别。
和谐正是绝对的变或变化——不是变成他物，现在是这个，然后变成别的东西。
本质的东西是：每一不同的、特殊的东西之与他物不同——不是抽象的与任何他物不同，而是与它的
对方不同：它们每个只在它的对方本身被包含在它的概念中时才是存在的。
变化是统一，是两个东西联系于一，是一个有，是这物和他物，在和谐中或在思想中我们承认是如此
的；我们看到、思维到这个变化——本质上的统一。
”实际上，他强调“本质上的统一”、“具体的同一”，用矛盾、差异、对立、斗争这些范畴丰富了
“和谐”思想的内涵，使之更具有内在的张力。
在《美学》一书中，黑格尔明确指出：“比单纯的符合规律更高一级的是和谐。
和谐是从质上见出的差异面的一种关系，而且是这些差异面的一种整体，它是在事物本质中找到它的
根据的。
”和谐是“各因素之中的”“协调一致”。
他又说：“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的差异面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
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
”黑格尔把和谐看做是事物差异面的统一，多样性的统一，即事物之质的对立统一，并把和谐提高到
规律的高度来看待，这无疑是极其深刻的。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和谐社会的理念提供了科学的内涵和实现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不和谐的同时，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提出了只有共产主
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体现为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不和谐向和谐不断发展的过
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事物运动发展的辩证过程中，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
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是一对和谐的关系实体。
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占主体地位，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
，改造了自然，也创造了自然；另一方面，由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靠自然界生活”
。
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他们同时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层面，同时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又是相互促进的。
在构想人与人之问的和谐关系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
件”，每个人的发展不仅不妨碍他人的发展，而且是他人发展的条件。
在构想“自由人的联合体”时，提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规定。
在这里，所谓“人”，既是指社会中的每个人，也是指社会全体成员；所谓“自由”，主要是指人们
将摆脱那种终身固定于某种职业分工、使人的才能受到束缚的桎梏，每个人都可以结合社会的需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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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地选择和变换工作，全面地发挥自身的能力，既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又
使自己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新人。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的充分的、最大可能的发展，是人的一种
最理想的状态。
完全达到这个状态需要经过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的渐进过程。
（二）和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规律随着人们对于和谐思想认识的深入，和谐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
位逐渐凸显，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和谐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规律，这已经
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1.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
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在中国哲学中，先进的思想家们早就认识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
”正是在多样性的“和”中，万物才得以产生，而性质相同的简单统一的“同”，则会窒息世界的生
机。
事物生成的根本法则，就是天地的和谐统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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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