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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 0与近代以来中国发展机遇的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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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三次科技革命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落后,不难明白李约瑟难题不仅是个制度、科研机制、思

想文化难题, 而且是个历史机遇难题。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构成一次民族大发展的机遇,但遗憾的是中国错失了这些机遇。发

展机遇的屡次错失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启示: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基本前提; 必须认识、把握、创造机遇; 坚持对

外开放, 解放思想,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 重视科研体制、制度建设, 避免意识形态的硬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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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约瑟难题0及其多维解读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著作5中国科技史6中提出了著

名的 /李约瑟难题0。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所谓 /李约瑟

难题0是 1964年他在5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6一文中的表

述。即: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 (或印

度文明 )中产生? 为什么从公元前 1世纪至公元 15世纪期

间, 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

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 1]李约瑟难题引起了西方与中国

学术界尤其是科技史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多个维度提出

了迥然相异的解读。

(一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历史难题。历史的机遇会决定

历史发展的方向, 因此, 对一些偶然的历史机遇的把握非常

重要。但遗憾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屡屡错失发展的机遇, 不仅

错失了许多中西交流的机会, 而且还与科技革命的浪潮擦肩

而过。

(二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制度难题。一方面, 中国近代

以来国家落后、科技落后的一个原因是科学研究的制度缺

位, 没有形成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的机构和制度, 那种制度

以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为基础,以近代大学学院的建立为

标志。并且, 由于中国长期的内忧外患使科学研究的连续性

受到破坏, 科学研究缺乏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保障。另一方

面, 封建专制制度、科举制度也严重压抑和束缚了人们的思

想言论和探索创新精神。

(三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文化教育问题。近代科学在欧

洲发展的过程中, 许多科学家接受了全面的文化教育,为他

们掌握先进的思想观念奠定了基础。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

化高度重视伦理和治国方略,科举制度下的教育内容与形式

单一,尤其是忽略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四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问题。在

科学领域,西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学认知方法体系, 而中

国则没有。严复认为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与科学是不相容

的,具体表现为: 依据圣人之言和经典典籍, 认为除六经之外

无言,除六经外无事理; 重视直观和内心体验, 忽略经验和实

验,科学技术源于工匠传统和经验;短于形式逻辑, 知识不成

系统,缺少归纳。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在实践伦理、实践哲学

方面占优势, 而欧洲在思辨哲学、理性思维方面略胜一筹。

黑格尔在其5哲学史讲演录6中也揭示了中国人在思维缜密

性和逻辑性方面不足。

(五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评价问

题。中国是一个高度统一的社会, 政府对社会团体的管制十

分严格。科学和技术必须和政治保持一致性, 成为政治的附

属品,而不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手段。因此, 在政治评

价为终极评价和以政治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框架内, 以 /试

错0和 /反复实验0为特点的科学研究就难以获得整个社会

的宽容和认同。而科学在欧洲诞生后, 则成为促进生产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

(六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科学研究机制问题。一是缺乏

一个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二是科技评价受政府控制, 科技

发明源于工匠文明,一般受到政府控制和特许。三是在中国

有一套完整的选官与考核制度,但没有一整套科学家培育和

考核制度。四是科研经费投入不足, 工匠文明是一种自生自

灭的文明,科研经费是自给的。即使官办的作坊, 政府给予



的科研投入也是不确定的, 并且容易受到外部动荡环境的影

响。

二  三次科技革命视阈中近代中国错失发展机遇的原因剖

析

学术研究一般把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分开来论述, 一般

科学革命发生在前, 技术革命发生在后。本文则采用较为宽

泛的概念把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融合在一起来简要叙述近

代以来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概况。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

18世纪 60年代至 19世纪 40年代,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

应用为标志, 带动了纺织业、钢铁冶金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和机械制造业的建立 ,其主要特点是: 机械力代替人力, 人类

开始进入机械化和蒸汽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 19世

纪后半叶, 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 促

进了交通通讯业的发展和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学工业的兴

起, 其主要特点是:机械力进一步代替人力,人类进入电气化

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 20世纪 40 - 50年代。以原

子能、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为代表,

其主要特点是: 机械力代替人的脑力, 人类进入自动化、信息

化和智能化时代。

从三次科技革命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落

后, 我们不难明白李约瑟难题不仅是个制度、科研机制、思想

文化难题, 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机遇难题。历史的机遇决定历

史发展的方向。因此, 对一些偶然的历史机遇的把握尤为重

要。在通往现代化的轨道上, 机遇对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

是均等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构成了一次民族大发展的机

遇。哪个民族最先抓住和利用这个机遇,哪个民族就会在世

界的竞技场上领先一筹,甚至由落后变为先进。但遗憾的是

中国近代以来屡屡与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错失,从而造

成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差距扩大。

结合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近代以来中国错失

了三次民族发展的大机遇:

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中国处于晚清腐朽统治之中。腐

朽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阻碍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从政治方面看, 一是封建统治者鄙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

认为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 甚至利用种种手段迫害科技人

才。二是封建思想严重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科学技术必

须符合封建的伦理规范和纲常 ,这极大地钳制了科学思想火

花的迸发。从经济方面看, 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

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严重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

的自足性使其依赖于社会的需求动力不足,进而消解了科学

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原动力。另外,重农抑商的经济政

策也加剧了自然经济的封闭性, 限制了人们实践活动的范

围, 从而阻碍了科技的进步。从思想文化方面看, 长期的八

股取士, 根本不涉及自然科学知识,只以儒家经典为主考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0的伦理道德和治国之道。科学

是在质疑创新中发展的, 而从内容到形式都僵化的八股取士

结果导致许多读书人轻视科学技术,认为 /万般皆下品,唯有

读书高0,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当时晚清已开始走

向衰落, 但统治者仍以 /天朝上国 0自居, 闭关自守, 夜郎自

大,多次拒绝与西方国家交流的机会。如 17世纪德国科学

家莱布尼茨建议中欧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 1793年英国马嘎

尔尼使团来华要求通商就被清廷拒绝。事实上, 鸦片战争的

隆隆炮声打破了清王朝的天朝上国美梦。

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 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其间经历了清王

朝覆灭、中华民国和北洋军阀统治, 长期的内忧外患使这些

政府根本没有抓住中国第二次大发展的机遇。中国的社会

各阶级为了民族独立与发展, 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但最

终没有使中国融入世界以科技带动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和思

想观念巨大变革的潮流。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

历了由器物到制度的渐进。从文化心理层面考量, 无论是林

则徐、魏源提出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0, 还是洋务派主张的

/自强求富0,抑或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中

国人普遍缺乏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认同, 各阶级学习西方的主

要目的之一是为了 /制夷0, 而不是把夷之长技变为己之长

技作为社会发展的支撑点。

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 中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斗争, 中国社会内部缺乏

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从事大规模的科技建设, 从而未能与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齐头并进。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

党已经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科技革命给中国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毛泽东提出 /不发展就要被开除球籍0的著名

论断。他认为共产党人不能当只会做抽象革命工作的空头

革命家,而应学习工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后,毛泽东更加关注技术革命, 关注高科技的发展。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十分落后, 当时是重点发展重工

业来带动其它行业的发展,所以和重工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发

展较快,而基础科学发展滞后。 1955年, 毛泽东提出了繁荣

科学文化的 /双百方针0, 但由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

的错误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急于求成, 使 /双百方针 0从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 /文革0期间未能真正贯彻执行,

科学文化受到意识形态的硬性干预, 科学家的头上悬着一把

意识形态的利剑,随时都有可能向他们砍来。这二十年对知

识分子的斗、批、改、整, 使科学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当中

国大搞政治运动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

的机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也纷纷

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科技战线也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十年 /文革0

白白浪费了国家发展的大好机遇, 幸运的是三中全会后我们

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末班车, 在痛苦的历史反思中最终

抓住了发展机遇,科学技术才迎来了春天。

三  近代以来中国错失发展机遇的几点启示

启示一: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是由社会生产力的落后、

政治的腐朽和西方的欺凌共同造成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

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我们留下了血的

教训: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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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民主外无主权, 是没有发展权可言的。

启示二: 必须认识机遇、把握机遇、创造机遇。机遇既包

括随机性的机会, 也包括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十六大报告指

出, 21世纪头 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

的战略机遇期。 /所谓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是指影响整个国

家或社会全局长远发展的重大机遇、时机或机会0 [ 2]。战略

机遇期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命运,近代以来中国错失三次

科技革命的机遇足以证明这一论断。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

趋势发展迅速, 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和平与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 而这两大问题的解决都与科学

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我国要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就

必须利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大力发

展科学技术。

启示三: 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 坚持对外开放;解放思

想, 大力弘扬以求真务实和开拓创新为基本内涵的科学精

神。 /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 一是要有

世界的全局眼光0 [ 3] 126。眼界宽广, 就可以在面对新情况和

新问题时既借鉴历史,又放眼世界,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当代

中国和当今世界, 主动掌握我们自己发展的命运与机遇。以

宽广的眼光认识世界,就必须坚持和深化对外开放, 以清朝

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弊病为鉴, 把民族与国家的发

展融入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

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要把握机遇还必须进一步

解放思想。 14至 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宗教神学的

束缚, 为近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近

代以来的落后可以说是思想不解放的结果。 /科学精神的内

涵很丰富, 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弘扬科学

精神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科技发展和各

项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研究和反复实践, 不断创新,

不断前进;就要热爱科学、崇尚真理, 依据科学原理和科学方

法进行决策,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就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

努力用科学理论、科学知识以及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武装自己;就要甘于奉献、攀登高峰, 为祖国、为人民贡献

一切智慧和力量,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艰险,

始终勇往直前0 [ 3] 35- 36。科学的本质是创新, 要在全社会形

成创新体系和体制, 推进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 鼓励自主创

新,建立创新型国家。

启示四:重视科学研究的体制、制度建设, 避免意识形态

的硬性干预。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全社会没有形成

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机制。江泽民指出: /推进科学技

术的发展,很重要的一项条件是形成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社

会生产和市场需求、社会投入、政府支持之间的良性体制,在

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文化氛

围0 [3] 103。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

供动力和保障,就必须深入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 实行科教

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政府必须不断加大对科研的

投入力度,并优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者之间

的经费结构,避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硬性干预, 重奖在科技

自主创新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拔尖人才和战略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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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edham Puzzle0 and theM odern H istory of China 'sD evelopm entOpportunityM issed
) ) ) Based on the Perspect ive of Three Scient 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HEN Lan- zhi

(E as 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Abstrac t:  F rom the perspective o f three sc ientific and technolog ica l revo lution in modern tim es to look a t the backwardness of

Ch inese soc iety, it is no t d ifficu lt to understand Needham Puzzle is not only a system o f sc ientific resea rch m echan ism, ideo log ical and

cu ltura l prob lem s, but a lso a h isto rica l opportun ity for problem s. Every revo lu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constitute na tiona l develop-

m ent oppo rtunities, but unfortunately Ch inam issed these oppo rtunities. Repea ted m issed opportun ities for deve lopm ent have brought us

a ser ies of Enlightenment: nationa l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re juvenation are the basic prerequisite for na tiona l developm ent; W e

must recogn ize, g rasp, and create opportun ities, adhere to open ing to the outs ide wo rld to emancipa te the m ind, seeking truth and be-

ing pragm atic, p 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and a ttach great im por tance to sc ientific resea rch system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o avo id the

rig id ideo logy o f interven tion.

K ey words:  / N eedham Puzzle0;  sc ientific and techno log ica l revo lution;  deve lopm ent opportun ities;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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