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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类的生活呈
现出崭新的文化风貌。
学术界开始从“科学的文化”、“作为文化的科学”、“科学的文化研究”等层面探讨科学文化，并
致力于科学文化学的构建。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以联系、发展、矛盾观点对科学文化及其社会功能进行理论论证
与实践思考，呼唤全社会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树立科学文化理念，为我国社会?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文化
观念支撑。

　　本书以科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着重阐述中国科学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形成的传播基础。
首先是把握科学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揭示科学文化兴起的社会背景，着重阐明科学文化是一种崭新的
文化理念，可以成为人们理，陛思考世界的基本文化范式。
其次，着重考察科学文化的社会功能，充分意识到科学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文化动力，人的全面发展的
文化基础，科技创新的文化支撑，沟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文化桥梁，先进文化前进的重要方向，
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科普工作转向的文化依据。
再次，我们以墨家学派为?，分析墨家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文化精神以及墨学人文关怀中的科学思想含量
，得出墨学是一种充溢科学文化的流派，墨学过早式微，使我国古代社会伦理政治型文化成为主流，
科学文化反而隐而不显。
而近现代墨学的复兴，正是适应了中国科技腾飞的时代需要，我们应当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
科学文化因素，从而锻造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
最后，从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的视角剖析中国科学文化形成的传播源泉。
其中，除了关注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侧重探索科学研究、科学政策、文化思潮在中国近代
科技传播中的表现，从而为阐明中国科学文化的?成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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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科学文化：科普工作中心转向的文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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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篇　中国科学?化的传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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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回顾历史，当西洋文明之风袭来时，一些保守之士，不思学习，却极尽排斥之能事。
当杨光先与南怀仁比试测算日食失败后，依然振振有词地说：“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
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之统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
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
今南怀仁天主教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
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
文章、制度皆可毁矣！
”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这种面对西洋文明采取鸵鸟式的方法，无助于中国文明发展。
不过，在中国早期接触西方科技的晚明时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却能及时地确立科学在儒学
中的地位，从而一定程度上启动了传统文化的近代化历程。
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因为作为西方近代科学基础的数学化方法、实验方法以及公理化方法开始在这批
先进士人中确立。
就拿徐光启来说，他突破了道德话语对精神意识的垄断，开始将科学也确立为人生价值的重要坐标。
或者说，没有科学，不足以成圣。
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深刻指出：“几何之学，深有益于致知。
明此，知向所揣摩造作，而自诡为工巧者皆非也，一也。
明此，知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而不可算计也，二也。
明此，知向所想象之理，多虚浮而不可捋也，三也。
明此，知向所立言之可得而迁徙移易也。
”于此，他批判了传统儒学的“致知”功夫并非真正导向理想的善，反而出现存在“造作”、“想象
”、“虚浮”等弊端。
因此，在徐氏看来，只有学习西方科学（尤其是数学），“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
资其定法，发其巧思”。
如此，他从文化观念上根本上纠正世人对科学的错误观念，即似乎科学与道德不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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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学文化与科学传播研究》是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之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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