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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研究》分为六个部分：进路与方法、传统生命文化、传统工艺、传统与现代、科
学观与意识形态、科学的误用，从六个不同的层次透视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追随科学
史家席泽宗先生和黄一农先生的脚步，把传统科学与当代科学相联系，用现代科学知识去理解古人的
认识，是文集的主要特色之一，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文章作者们共同的研究纲领。科学技术史这门
学科具有很强的交叉性质，《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研究》很多研究都借用和改造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
方法，但归根结底，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离不开科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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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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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契约初立及其运行缺陷（1949～1953年） 民国时期完成的初步科学建制化具有
“小科学”的明显特征，这一时期科学在社会中的合法性不证自明，科学与政治缺乏制度性联系，研
究机构和科学社团享有基于兴趣的研究自由。这种宽松的政治科学关系使得绝大多数科学家并不担心
政权交替带给职业生涯的影响，选择在1949年后继续留守中国内地，为中国科学在大科学时代的再建
制化留下了可观遗产。 中国共产党主政后，掌握对经济、社会以及科技领域的控制权力成为其全面统
治中国的功能需要。共产党在科技领域的势力在革命时期一直较为薄弱，其领导层对国民党时期科技
事业的评价向来不高。中国科学的再建制化对执政党来说是实现其对国家所有领域完全掌控，尤其是
掌控薄弱领域的必要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重要目标是追求统治合法性，主要表现为国家较以往更
为富强，保证恶劣国际环境下的国家安全。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早已认识到经济、国防实力的增
长与科学技术息息相关，共产党也深谙此道。在亟须稳固政权的最初几年，共产党不仅需要掌握着“
强国之钥”的科技界作为政治同盟，更需要依靠原本稀缺的专家培养新的人力资源，以及解决工农业
百废待兴的技术问题。因此，中共领导层虽然对科技事业和专家评价不高，却无法做出疾风骤雨式的
改造。 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与科技专家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即达成委托代理契约。作为重要“
界别”的科学技术界参与制订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共同纲领》，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表述便
是政治与科学契约的文本表述：政治权威承诺提供资源，“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及“奖励科学的发
现和发明”，这表明它承认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科学共同体的义务则
是用求实、有效益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以上述条规为标志，政治权威和
科学共同体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二者具有各自明确的功能目标和行为规则（表1），同时又
围绕委托代理契约关系行动。 由于委托者的功能局限，执政党最初在“新科学”建制化中追求的是对
科技事业的控制，在强调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强调研究力量的集中，而未顾及这种集中化的建制方式是
否有利于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的生产能否符合代理者的功能目标。执政党改造中国科学的第一步便是
“构建”代理者，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决定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建新的国立综合科研机
构——中国科学院，它囊括了国民党时期最为优质的科研机构。执政党期望通过集中研究力量使科学
院具备足够的实力引领全国科学技术乃至工农业的发展。在执政党的支持下，新的综合科学社团——
全国科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全国科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建立起来
，将各专业科学社团纳入管辖范围。二者名为民间社团，却受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具有半官方性质
，实际起聚拢科学家服务新政权的作用。通过一系列建制化措施，执政党一手构建了充当代理者的科
学机构，为科学家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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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研究》编辑推荐：话题深入，讨论广泛，不仅对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传播和
科技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师生及科技工作者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可供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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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已發表論文的合集。卷首座談值得一讀，其餘論文有些淺嘗輒止的感覺，闡釋可以再深入些。
2、15/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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