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科学文化 Cultures of Science

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我们把世

界的各种语言文字、生活习

俗、宗教信仰以及历史演进等

多方面差异，称为文化的多样性。这些不

同的文化往往反映了一些国家的特色，却

难以判断哪里是先进的或是落后的。但在

多元文化中，唯有科学是一元的，世界上

不可能区分出美国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或

是埃及的科学等。毋庸争辩，科技发展水

平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最重要的尺

度！这足以使各国把发展目标都聚焦到

“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发展”上来。

但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这是一个

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文化以

及国际间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宏大系统工

程。从文化角度看，我国有如下四个方面

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一、学校教学应重视培植自生根的科学文化
在中国科技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李约

瑟问题：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没有产生近

代意义上的科学？我认为答案是简单的，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还不具备产生近代

科学的文化基础。

科技创新发展的文化应该是怎样的？
 徐善衍

我认为，人类是生活在三个世界之

中：人类社会、自然界和个人的精神世

界，而探索求知又是人的本性，人类也因

此产生了对应这三个世界的知识体系，这

就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以

及贯穿这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并形成

当代科学的全部内涵。但在持续了2300年

左右的封建社会里，我国与上述三个方面

知识体系所对应的主流文化是儒、道、释

（也称佛学）。我认为：孔子倡导伦理道

德、“三纲五常”；老子坚持“无为而

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佛学强调“因果报应”、“善待

生命、为修来世”等学说，其主调是突出

人的被动属性。这些对中国的人性和文化

发展所产生的束缚是不能小觑的。

孔子是我国教育界祖师爷，他比希腊

早期从教者苏格拉底年长，二者都坚持

“述而不作”。孔子的教学方式是学生

问、老师答，并由此延续了中国学校教育

的师道尊严，老师始终处于解疑释惑的地

位；而苏格拉底坚持与学生平等对话，在

讨论中启迪学生的智慧和认知，这种教学

方式，后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雅典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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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教学中得到了延

续，并使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一句话，成为传世名言。

十多年前，我到厦门参加活动，并与

中小学老师座谈，得知，他们与美国同行

的一次交流活动引发了本校教学改革的讨

论。基本的情况是：美国一个小学教师代

表团来校访问，他们安排了一场最优秀老

师的示范讲课。下课前，老师与全班学生

的对话是——

“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这让美国老师大惑不解，她们认为最

好的老师应当能激发学生提出更多的问

题，学生提不出问题是教学的最大问题。

从晚清中国人提出“西学东渐”的目

标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我从1996年进

入科协工作至今20余年，同期参与、跟踪

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工作，回顾和

总结过去，得出的结论是：公民的基本科

学素质主要靠学校来培养，学校应当成为

培养国家自生根科学文化的一片沃土。出

自这样的认识，在一年前，当得知我国从

小学一年级开始开设科学课时，我内心无

比欣慰！因为在七年前，在浙江教育出版

社，我得到了一套共36本的美国中小学主

流科学课教材，并放在身边时而翻阅。这

部教材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全部课程设计

的理念，完全在于培养科学探索者应该具

备的观察、推理、预测、交流、测量、排

序、比较、分类、调查、建立模型和得出

结论的能力，几乎每节课都有探索活动、

思考和写作，这让我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科

学素质的培养。对比而言，国内一些地方

很重视面向中、小学生设置创客空间，经

常开展创新大赛，这样的活动到底利弊如

何，我实在有些惶惑。

二、创新与普及是科学发展两个相辅相成
的方面，也是建设科学文化的过程

需要说明两点：一是这里提出的科普

是大科普概念，是科技不断实现社会化、

大众化的过程；二是所谓文化是人类拥有

的精神与物质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相应成

果。如果不是这样，就难以理解“科技创

新与科学普及同等重要”。由此，可以说

科技创新发展的本质是使科学成为大众的

社会文化（不要把文化单纯理解为精神层

面的）。这应该是怎样的发展过程？我有

如下三点看法；

1、我国应进一步解决好引进、消化吸收和
再创新的关系问题

在人类文明史上，落后的国家向先进

的国家学习、模仿是一种必然。当西方的

坚船利炮侵入东方以后，中、日两国几乎

同时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行动，但日本

较早地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虽然历史上的

因素是复杂的，但关键是两国执行了不同

的引进路线。在《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

祭》这篇文章里，刘亚洲先生记述了当时

的清政府到德国只关注买最好的军舰、大

炮；而同去德国的日本代表关注的是炮舰

的性能和后续的学习、维护事项。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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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历史已给出了不同的结果。三十多

年前，因为实现技术转让而遇到困难，我

曾被派去日本购买通信设备。日方反复向

我们讲述着：“我们从小学开始受到的教

育就是：日本地上很少良田，地下没有矿

产，几个岛屿如同漂泊在大海中的小船，

如果不保持科技上的一点优势，时刻有沉

没的危险，请理解。”由此也让我想起，

有人曾提出“二战以后战败方德国、日本

的一些人才流失了，物质耗尽了，但为什

么很快又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回答也

是明确的：因为他们大众的科技素质还

在。这些能对我国的科技发展带来什么启

示呢？

西方哲学有一句名言：一个天才人物

的出现，往往会窒息数代人的思考。是这

样吗？我倒是看到，一些国外先进设备的

引进确实束缚了中国科技产品的出现，如

满街跑的汽车、全国实验室里的高端仪器

仪表，有多少是真正的中国制造呢？二十

年前到汉城，让我惊奇的是难以看到一辆

进口车。全国政协科协界委员曾组织去一

个省考察科技创新发展的情况，看到一家

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生产图纸完全由国

外提供，用材按要求采购，生产流程和工

艺标准要求也与国外工厂相同，但我们的

产品在国际市场只能卖到原产品一半或三

分之二的价钱，因为用户反映车辆完好

率总比原厂产品低一大截。这是什么原因

呢？有的专家认为：真正的创新产品，只

有经过自己的设计和反复试验才能取得成

功，重复别人永远只能是二流产品。

2、重视公司企业里的学习和研究

2001年，我以《科普法》起草小组负

责人（之一）的名义带队去美国考察，因

为是全国人大对口联系，白宫科技办公室

副主任接待我们并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其

中，她谈到美国面向全体公民的科学教育

有三个维度：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社

会教育。美国可以普及高等教育，但读

不读由个人选择；社会教育是社区教育和

各类媒体、场馆的教育；职业教育是岗

位、职业相关的教育。其中她反复强调的

是岗位、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

是在职业化、专业化岗位上度过一生，有

了大学文化基础以后，在特定的岗位上能

否把学习、工作和研究结合起来，这才是

关键。对比而言，作为“文革”后期进厂

的技术人员，我认为我国的岗位培训和考

核是很不够的，甚至还不如上世纪七十年

代，因为那时工厂里的八级工和技术员晋

级制还没有废除。

产、学、研相结合，这是我国早已提

出的一个很好的科技创新发展方针。但

产、学、研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轮驱动

在同一个产业或企业上，因为企业是技术

创新的主体，反过来讲，技术创新也向院

校和企业自身的科研工作提出了新的需

求。我认为产、学、研相结合不仅是企业

与学校、研究院所之间的合作，也可能是

公司企业内部的三方融合。

3、科技创新发展应坚持专业突破，有多
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方向

即坚持专业突破，又强调多学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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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看似一种逻辑上的混乱，但反映了

当代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中科院近几年

的权威性文章都提到：科学向着学科高度

分化又高度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怎么理

解这个问题？用我比较熟悉的科学类博物

馆发展情况来说，欧洲有几个新建的科技

馆都有自然博物馆的内容；罗马的21世纪

艺术博物馆反映了艺术与科学、人文的融

合；米兰的达芬奇科技博物馆是科学与人

文、艺术的融合；各具特色的如地下管道

博物馆、添加剂博物馆、城市建筑博物

馆等专题博物馆也不胜枚举、内容丰富多

彩。怎么理解这些不同科技馆间的彼此

关系呢？西方哲学在近代有个被称为“走

廊哲学”的学派，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学科

的不断分化如同人们忙碌在一座大楼的各

个房间，但他们总要走出来，在走廊和大

厅相见，这个走廊和大厅就是社会生活和

实践。我看到日本科技馆的理念就是要努

力建造一个公众与科学连接的桥梁，如琵

琶湖自然博物馆，组织了十余个有当地居

民参加的生态调研组参与博物馆工作；东

京的未来馆，每一个主题展厅都有征求参

观者意见的平台，每年有千余条公众对科

技发展的要求和建议分送到不同的研究单

位，体现了科学发展与大众的互动。

怎样让科学更好地回归到“科学源于

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应该是科技创新发

展的本质特征。

三、体制和机制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文化，
我们要发挥国家优势，集中力量解决科技
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我在全国政协兼职十年，后一届几乎

年年科技界、科协界的委员提案都涉及科

技发展中的军民融合问题，眼看着西方一

些国家已实现了这方面的资源融合，而我

国更应该这样却多年不能实现，委员们都

十分着急。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以后很快解

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

情，坚信会对相关科技发展产生强大的推

动作用。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城乡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影响与日

俱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强有力的

领导和统一规划，集中资源办大事。我国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在国内

外环境、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

“两弹一星”的项目，体现了我们国家的

意志和能力。实际上，美国在历史上实现

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也同

样是通过一种“会战”的形式，实现了预

定的目标。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还存在一些

短板，甚至是卡脖子的项目，如芯片核心

技术问题等，我的意见是能否采取集成要

素资源，列入国家重大项目，实施集中攻

关来解决有关问题？  

校对：马健铨 董阳

徐善衍，男，中国科协原副主席、清华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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