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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基频》

前言

　　引言　　科技文化——现代化社会的文化“基频”　　我国现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之中。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它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一系列改革进程里，而且
更为深刻地推进了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文化热”近些年已几度起落，不论人们如何评价各种不同
的乃至对立的理论观点，无可否认的现实是，文化问题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课
题。然而，在众多的文化研究中，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以及影视文化，企业文
化、校园文化、社区　　文化均多有涉及，而酒文化、茶文化和名目繁多的饮食文化、名人文化、名
胜文化、名果文化等更是热闹异常，唯独科技文化始终未能受到与其重要地位和巨大功能相称的重视
。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又一现实是，在1990年9月进行的“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中
，超过一半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对生活水平、工作环境、生活享受和公众健康的影响表示满意，但对科
学技术对世界和平和道德水准的影响表示满意的只有四成左右，而且，对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有相当
多的人没有给出自己的看法。“不过，总的说来，中国公众对以上六个方面的影响的评价要较美、日
、法等国公众的评价积极。换言之，从数据上看，和美日法公众相比，中国公众更倾向于对科学技术
持认同或肯定的态度，”很清楚，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持认同或肯定态度，主要是倾心于其物质功能
和经济的功能，而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以及科技文化的意识形态价值，则显然被轻视或忽略了。　
　社会的现代化涉及到政治、经济、国防、科技、文化、教育以及工业、农业、商业等诸多方面，是
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各发达国家由于历史环境条件不同，其现代化发展过程都有着明显的“个
性”特征。然而，在各具特色的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中，其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的规律，又都是大体
相似或相近的。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几乎都是以科技文化为启
蒙和先导，并以此奠定基础的。　　早在本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就曾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
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
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
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这是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科学技术的精神文化功能
最简明的论述，也是关于“作用于心灵”的科技文化的最早讨论之一。　　实际上，近代科学技术从
它诞生之初起，就经历了围绕人们自然观、宇宙观和世界观转变的一系列“血与火”的洗礼。哥白尼
和维萨里在尚无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历史条件下写出的《天体运行论》与《人体的构造》，之所以成为
近代科学技术诞生的不朽标志，并非因其观察的细微和描述的准确，而是由于他们敢于冲破宗教教条
与传统文化的束缚，揭示出不同于世俗观念与教会说教的一个崭新的现实世界，为人类重新认识自然
、认识自身和宇宙开辟了道路。　　恩格斯在谈到那段历史时说过：“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
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同现代哲学从之开始
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近代科学技术
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伟大力量，正是科学技术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功能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科技
文化在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与文化变迁中的基本作用所在。在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化宝库中，科技文化
只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才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新的相对独立部分的。虽然无论在东方或
西方的传统文化里，都有着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影响，但从文化形态看，它们还仅仅是传统文化中
的一些胚胎或萌芽性质的科技文化因素，尚未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更不能对传统文化产生决定性的
影响，当近代科学技术随着其摆脱宗教哲学与传统文化的束缚，以“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
的乎方成正比”的速度迅猛发展，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体制与社会系统之后，科技文化也相应地完成了
自身的孕育发展过程脱胎而出，变成与传统文化中的科技成果与影响根本不同的独立体系。近代以来
的科技文化，尽管是从旧的、传统的西方丈化母体里产生的，并且明显地受到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
化）的作用与影响，但其本质却既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传统的东方文化，完全是一个新
型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亚文化体系。这个体系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体制化、社会化发展逐步完善、
协调并走向统一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之路是艰难曲折的，可以说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
展过程中，都曾发生过传统文化对科技文化的排斥和抵制，像1600年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被活活烧死
在罗马鲜花广场和1633年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因宣传哥白尼日心说而受审并被判终身监禁，正是近代
科技文化最初艰难发展的缩影，然而科技文化不仅顽强地破土而出，而且逐渐地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
受、传播、创造、发展，并已成为近代以来全人类所从事的最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其丰硕的物质与精
神成果，也成为全人类所共同享受的最重要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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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不仅是强大的生产力源泉，同时也是促进思想解放的伟大精神武器，这两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是相辅相成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理解，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决定性的根本因素
，而科学技术正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树立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以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充
实、武装人的头脑，不断开拓劳动工具、劳动资料和劳动组级别管理的新生面而发挥其物质功能与精
神功能，并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推动下成为第一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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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费奇诺的人类之爱的学说，即他的柏拉图式的爱的理论。柏拉图描绘的爱，费奇诺更是经常地称
其为神圣之爱。他认为对另一个人的爱仅仅是对上帝的爱的一种多少有意识的准备。对上帝的爱构成
人的欲望的现实目标和真实内容。他坚持认为真正的爱和友谊总是相互的。两个人之间的真正关系是
建立在人的本质上的一种交往，即这种关系是以每个人对上帝原初的爱为基础的。决不可能只有两个
人是朋友，永远必定有三个朋友——两个人和一位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是真正友谊的不可解的纽带和
永恒的保卫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只是出于上帝的缘故。所以，若干人之间真正的爱和友谊也都
是从个人对上帝的爱那里得来的，这种爱和友谊就归结为构成费奇诺哲学核心的内心沉思上升的基本
现象。　　费奇诺的柏拉图主义，其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与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抗衡”
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被经院哲学家们纳入神学体系，并被推向极端而成为宗教教条之
后，费奇诺所主张的却是宗教与哲学的分离。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是基督教，而真正的哲学是柏拉图主
义，两者是能够彼此调和一致的。他主张“把它们看成是姐妹，而不是使一个从属于另一个”。他相
信柏拉图的理性的任务是证实和支持基督教的信仰和权威。费奇诺甚至认为，为了真正宗教的利益而
复兴真正的哲学，正是神意安排给他自己的使命，因为那些不能仅仅靠信仰引导的人，只能通过理性
和最完善的哲学走向真理。其次，费奇诺坚持非常接近于自然宗教的宽容的宗教观。尽管他是个牧师
，还写过为基督教神学辩解的文章和一些神学著作，然而他认为任何宗教无论多么原始，至少间接地
与一个真正的神有关，而所有的民族的以一个神为对象的共同宗教，对人类来说是合乎自然的，就像
马嘶狗叫是合乎自然的一样。宗教是人所特有的，是人的尊严和人的优越性的一部分，是对人的本性
的许多缺点和弱点的补偿。这些思想对中世纪正统的宗教统治是起到了瓦解作用的。第三，费奇诺坚
持以人为中心，肯定人认识一切的能力，不仅是人文主义者充满自信心的表现，而且也是人文主义的
哲学表现。他认为人的灵魂是沟通神圣实体（上帝、天使）与物质实体的中间实体，它既可以通过沉
思脱离肉体上升到认识上帝，又可以从自身下降到认识有形事物的真理，认识就是灵魂的上升和下降
活动。费奇诺通过灵魂的中介属性，通过灵魂的普遍思想和渴望，使其成为宇宙的纽带，使其成为知
性世界和世俗世界的联系环节，从而为人文主义提供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武装，扩展了人文主义在更
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刻的层次上的影响。　　与费奇诺同样著名，而声誉和魅力经久不衰，延绵至今的
是乔万尼·皮科·德拉·米朗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年）。他才华横溢，学识
渊博，思想清晰而诚实，加之他悲剧性的一生和英年早逝，使得他的感染力“比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
别的学者和思想家的魅力都要大得多”。虽然通常认为皮科是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之
一，他和费奇诺一起是佛罗伦萨学院的灵魂，甚至影响力还超过了费奇诺。但是皮科却“从未宣称自
己要复兴柏拉图哲学，也没有给它以超越其他哲学学派的突出地位，他甚至没有自称为柏拉图主义者
”。但由于他一生最后的，也是最多产的六年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亲密的友谊使他与费奇诺以及柏
拉图学院的其他成员关系密切，而他的影响经又经常与费奇诺的影响相得益彰，　　因而在历史上他
俩的名字是紧密一起的。　　《天体运行论》系统地论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不同于中世纪宗教神学说
教的崭新的宇宙体系，并通过大量计算使这个体系终于达到了他们期望的“数学上的精确”。哥白尼
在献词性的序言里指出，正是数学家们在天体研究中的矛盾，促使他另寻方法，改进计算。他说：“
首先，数学家们在日月运动方面的研究就是不可信的。他们甚至不能观测或计算出回归年的准确长度
。其次，他们在测定五大行星运动时，跟他们研究视运动和运转时用的不是同一的原理和假说。一些
人只用同心圆，另一些人用偏心圆和本轮，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虽然那些认为只是同心圆的人能
用同心圆表现某些不均匀运动，但他们不能建立一个同观测一致的完满体系。设想偏心圆的那些人，
虽然能使所计算的视运动与观测结果一致，可是所用的前提违反了运动的均匀性这一基本原理。更重
要的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无法推断宇宙的形状及其各部分永恒的对称性。”因此，哥白尼尖锐地批评
古代地心说的代表人物，“就像这样一种艺术家，要画一张像，从不同的模特临摹了手、脚、头和其
他部分，然后不成比例地凑合在一起，尽管每部分都画得极好，结果各部分不协调，画出来的不是一
个人而是个怪物。我们发现，在数学家们所谓研究、探索的过程中，他们不是忽略了一些必不可少的
细节，就是塞进了毫不相干的东西。要是他们遵循确定的原则，就不会如此。”哥白尼的评述是切中
地心体系要害的。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理论，经过历代修正、补充，到土5世纪时，已成为极其庞杂繁
复的体系。为了表述七个天体的运动，竟需要近80个本轮、均轮和偏心圆。这不仅使一般人眼花缭乱
，无法掌握，就是专门从事天文观测计算的人也深感不便。哥白尼以“日心地动”的假设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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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发现：如果把其他行星的运动与地球的轨道运行联系在一起，并按每颗行星的运转来计算，那
么不仅可以对所有的行星和球体得出它们的观测现象，还可以使它们的顺序和大小以及苍穹本身全都
联系在一起了，以至不能移动某一部分的任何东西而不在其他部分和整个宇宙中引起混乱。”　　哥
白尼提出的新的宇宙结构体系是：“从最高的一个天球开始，天球的次序可排列如下。恒星天球名列
第一，也是最高的天球。除自身外它还包罗一切，因此是静止不动的。它无疑是宇宙的场所，一切其
他天体的运动和位置都以它为基准。⋯⋯在恒星天球下面接着是第一颗行星——土星——的天球。土
星每30年完成它的一次环行。在土星之后是木星，12年公转一周。然后是火星，两年公转一次。这个
系统的第四位包括地球和作为本轮的月球天球⋯⋯每年作一次公转。在第五个位置，金星每隔9个月
回归原处。最后，第六个位置为水星所占据，它的公转周，期为80天。静居在宇宙中心处的是太阳。
在这个最美丽的殿堂里，它能同时照耀一切。⋯⋯有人把太阳称为宇宙之灯和宇宙之心灵，还有人称
之为宇宙的主宰，这些都并非不适当的。⋯⋯太阳似乎是坐在王位上管辖着绕它运转的行星家族。地
球还有一个随从，即月亮。⋯⋯我们从这种排列中发现宇宙具有令人惊异的对称性以及天球的运动和
大小的已经确定的和谐联系，而这是用其他方法办不到的。”　　《天体运行论》第1版，由于被出
版商奥西安德尔（A．Osian-der 1498—1552年）肆意删节，几乎每一面都与原稿不同，并且还加进一
篇伪序，声言该书仅仅是提供一种计算工具，并不冒犯《圣经》或者自然界的真理。这个行为当时就
遭到哥白尼的学生和朋友们的谴责，他们打算撤掉那篇出版商写的伪序，照手稿原样再出新版，可不
幸原稿竟“遗失”了。在湮没三百多年之后，大部分手稿才得以发现，并于1873年重新出版，而有些
散失和被删节的内容，一直到1953年《天体运行论》第四版时才补上。　　伏尔泰不仅竭力传播牛顿
思想和洛克经验主义哲学，而且还以它们为武器对教会的精神专制和王朝的封建专制进行了无情的批
判，尤其是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弥补了丰特列尔等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不足，将启蒙运动引向深入
。　　伏尔泰痛恨封建专制主义，反对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要求平等自由，主张实行英国式君主立
宪的开明君主制度。伏尔泰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自然法权论”，但他又并不着意描绘人类原始
社会的自然状态和自然秩序，而是要直接为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的社会立法寻找一项基本原则。伏
尔泰认为，法律是自然的女儿，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正义。因
此，只有真正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法律才是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的。伏尔泰提出，尽管不同国家、
不同历史时期约定的法律、人为的习惯和风尚不断变化，尽管人类的历史充满迫害、抢劫、屠杀、欺
骗等等不义行为，但基于人性的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变，也就是说，正义的观念一直绵延不绝，从未
泯灭，自然的法律一定能够建立起来，它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这种法律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
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　　伏尔泰把自然法权思想应用于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任务，确定了他
对启蒙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自由”、“平等”的理解。在伏尔泰看来，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
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自由是人人享有的一种天赋权利，不应受到任何侵犯，这种天
赋人权只受法律支配。而平等则意味着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人人生而平等，一切享有各种天然
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也是
平等的。山而政府只不过是从法律上来保护人们的自由、平等权力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而并
非专指一个国家内负责行政事务的当局。伏尔泰推崇的理想政府模式就是英国的君　　主立宪制，认
为当时的英国建立了一个举世唯一的、可能也是最完美的政府。　　伏尔泰将近代科学精神贯彻于社
会政治思想领域，在启蒙运动中比较早和比较详细地反复论述了以追求平等、自由和宣传君主立宪为
基本内容的社会理想，在第三等级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这对扫荡封建意识，促进人民思想解
放，起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也揭开了启蒙运动更本质的层面。孟德斯鸠则是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前
进的杰出代表。　　孟德斯鸠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以知识渊博蜚声国内外，享有许多殊荣。孟德斯
鸠1716年被吸收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1728年又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尔后又接替丰特列尔担任法
国科学院终身秘书，1730年和1746年他又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柏林科学院院士。孟德斯鸠
曾先后访问过英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瑞士、德意志和荷兰等国，具有广泛的交往和开阔的
视野。尤其是1729年至1731年在英国居住的两年里，孟德斯鸠结交了许多名人学者，并且被选为英国
皇家学会会员，一方面使他有机会直接学习牛顿理论及其精神，另一方面使他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
功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和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繁荣、发展的制度有了深刻了解，为他形成独特
的以科学手段来研究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方法以及日渐成熟的社会政治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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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读了许多种关于哥伦布的传记后，我们就决定以这位15世纪意大利伟大的航海家的名字来命名
这样一套学术文库了，同时，我们也选择了10月12日“哥伦布日”作为这套学术文库的诞辰。　　当
然。我们是要提倡一种哥伦布式的科学发现和学术探索精神。　　哥伦布在《预言书》中曾抄录了古
罗马哲人塞尼加的一段文字。为了这套文库，为了我们的作者和读者，我们也要以此刻字为铭：　　
许多年月以来，一个时代行将到来，那时，海洋将打开它的锁链，一个辽阔的大陆就是展现来。那时
忒提斯会发现一个新世界，而图勒就不再是大地的极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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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史的部分很好，除了概貌、评价之外，时常涉及的某些细节让人看得有会心一笑的感觉。遗憾的
是后面“论”的部分对科学本身的评价太过注重功利性的方面，尽管其价值本身很高，但是科学史著
作不涉及对科学之真理性的论述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2、以前没有涉猎过这个方面的书籍，偶然的机会买来看了，很好。
3、内容充实,是偏学术化的语言.十几块钱一本,原本是挺值的,但第一次遭遇书本无塑封也就罢了,是什
么情况导致书皮整个沾满了泥块?刚拿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封面设计本来如此,够有立体感的!
4、上学时候就喜欢
5、概述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史，并分析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好书。
6、随手一本小书，现在年头不乐读此类了
7、书的装帧很有质感，黄色内页。内容充实语言不晦涩，读来也算轻松，难于在学术书和闲书中做
个界定。
8、一生多读些所谓“无用”之书，收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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