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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考察了先秦两汉时期道家科技思想，界定了道家科技思想的科学内涵，探讨了道家
思想与传统科学范式间的关系，阐述了道家科学思想的精神气质和方法基础，剖析了道家技术思想的
运作模式。
    作者着重关注道家科技思想对当今克服科技异化的意义和价值；首次从自然技术、社会技术、自我
技术三个方面深入剖析道家技术思想；努力勾勒道家科技思想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发展脉络，进而开创
性地探究道家科学共同体兴衰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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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清果，1975年生，福建莆田人，哲学博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现于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
流动站从事科技传播史研究。
兼任中国鹿邑老子学会理事，福建省老子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厦门大学国
学研究院《道学研究》编委，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
究人员，厦门市道教协会副会长等职。
已出版专著《紫气东来——太上道祖圣传》、《老子大道思想指要》，合著《中国宗教通论》、《科
学思想的升华——科技创新思维范畴上升论》，已在《中国哲学史》、《文吏哲》、《自然辩证法研
究》、《宗教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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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序二绪论  一、道家科技思想研究的现状和展望  二、道家科技思想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三、道家
科技思想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　道家科技思想何以可能  第一节　“道家科技思想”研究的理论
前提    一、“道家”起源及其科技背景    二、从自然哲学看道家科技思想    三、科学划界与道家科技
思想特质  第二节　道家哲学中的科技思想意蕴    一、问道：世界统一性的探求    二、求知：认识能力
的反思    三、法天：实践能动性的发挥    四、贵生：思想与行为的价值取向    五、达真：事实与价值
的交融    六、明理：世界本质与规律的追问    七、创新：思想活力的内在趋向-　第三节　道家思想与
中国传统科学范式    一、中国传统科学范式建构的道家溯源    二、中国传统科学范式解构的道家思想
渊源    三、道家思想奠定中国传统科学范式的基本特征：自然人文主义第二章　道家科技思想何以必
要  第一节　道家与传统科技思想的互动及其意义    一、道家与传统科技思想的互动    二、道家科技思
想的历史评价    三、道家科技思想的现代诠释  第二节　道家对科技异化的思考及救治　　一、“重技
轻器”扬人性　　二、“朴散为器”须知止　　三、“道进乎技”通养生    四、“道法自然”益生态  
 五、真人：解决人、科技、自然关系的关键  第三节　道家：世界科学转型的思想资源    一、科学史
研究需要溯源思想文化背景    二、道家对未来科学发展的可能贡献  第四节　当代新道家对道家科技思
想的发扬    一、当代新道家与科技文化“心心相应”    二、当代新道家的科技思想剖析    三、当代新
道学对构建中国科学文化的理性尝试第三章　道家科学思想的精神气质  第一节　“道法自然”的科
学态度    一、“达万物之理”的科学气质    二、“人法天道”的行为法则　　⋯⋯第四章　道家科学
思想的方法基础第五章　道家技术思想的艺术神韵余论　先秦两汉道家科技思想的历史演进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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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家科技思想何以可能道家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
①——李约瑟“道家科技思想”命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道家在承继先老学和学派自身创立、
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汲取传统科技思想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观念，同时，道家哲学思想的
产生、发展与式微乃至复苏都与时代的科技进步或衰弱有着密切联系。
从中国的科技史与哲学史、思想史来看，科学的进步往往是哲学范畴和命题提出的出发点，而哲学思
想又会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方式和形态。
这就为人们研究科技进步的思想因素和思想发展的科技背景提供了理论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从道家的作品去理解和把握那个时代的科技思想。
第一节　“道家科技思想”研究的理论前提：道家作为一个学派，其思想贡献主要在哲学方面。
但从科学的产生、发展而言，哲学既是科学的母体，又是科学发展的观念基础。
因此道家之中自然含有科学产生发展的思想依据与思想方法，这便是“道家科技思想”命题成立的合
理前提。
其次，道家在发展演变中也确实表达了许多有关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深刻科技思想。
一、“道家”起源及其科技背景：“道家”这一概念真可谓是“名可名，非常名”，难以界说，但是
人们又不得不说，故而就有了许多迥异的见解，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道家”这一概念。
黄钊先生认为“所谓‘道家’，就是以老子思想为宗脉的学术派别的总称。
”①刘增惠先生认为：“道家最初是指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
广义地来说，它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以道为核心观念，强调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应天道的
一个流派。
历史上凡是崇沿老庄黄老之学的人都可以称为道家。
”②胡孚琛先生认为“道学应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形成的学术系统，
其中包括道家、道教、仙学三个大的分支，老子为道学之宗。
”③其实正如“科学”的定义一样，并不是用一句话就能概括，而应从多角度、多层面去考察分析，
从而使“道家”的定义，从内涵与外延相互彰显中得到领悟。
况且道家也在发展中的，它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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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两汉道家科技思想研究》作者着重关注道家科技思想对当今克服科技异化的意义和价值；首次
从自然技术、社会技术、自我技术三个方面深入剖析道家技术思想；努力勾勒道家科技思想在先秦两
汉时期的发展脉络，进而开创性地探究道家科学共同体兴衰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国学新知文库简介：『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
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
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
的探素、新的认识。
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
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
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
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
库之中。
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
一种愿望、 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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