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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语境下 /两种文化 0冲突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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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尽管 /两种文化0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但在中西语境下却有着不同的意义特征。西方 /两种文化0

的冲突是因为 /科学主义0的崛起, 而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主义 0; 西方 /两种文化0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冲

突, 而中国尚缺乏这种平等对话的基础; 西方 /两种文化0的冲突形成了两类明显对立的身份群体, 而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

西方 /两种文化0的冲突是因为科学明显高于人文, 而在中国仍是人文具有最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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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英国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斯诺在剑桥大学作

了题为 /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0的著名演讲, 激起世界性的

普遍反映, 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虽然迄今演讲

已经过去了 50周年,有关 /两种文化 0冲突的论争也渐趋平

缓, 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所隐含的问题已

经解决。而且, 我们可以稍加追问的是, 曾经引起热讨的 /两

种文化0冲突的现象在我国是否真正存在? 与西方比较起

来, /两种文化0冲突是否有着相同的本质内涵? 抑或在我

国 /两种文化0冲突有着怎样的表现特征? 显然, 对这些问

题我们还需要进行语境意义上的分析与探讨。

一  西方 /两种文化0的冲突是因为 /科学主义0的崛起, 而

中国尚无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主义0

科学主义的出现是与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分不开的。

在实证主义科学的视野中, 经验事实成为科学所唯一关注的

对象, 而逻辑则成为分析和推断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之间因

果关系的基本工具。实证主义科学排斥人的情感、意志、信

仰等主观因素, 主张 /价值无涉 0, 认为所有关于事实的知识

都是客观的, 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本质特征。 20

世纪初, 随着科学和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密切, 科学技术所取

得的物质成就的充分凸现, 推崇实证主义科学成为压倒性的

主流。

实证主义科学在将科学的方法归结为实证的方法, 将科

学精神归结为实证的精神, 将科学推崇为真正知识的唯一来

源, 将科学方法看作是唯一可靠的方法时,它实际上走向了

/科学主义0。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尽管可以追溯到培根,

经过笛卡尔的数学化法则的推动,到实证主义科学形成时则

发展到了顶峰。并在 20世纪初期便开始取得了话语霸权的

地位。在科学主义语境中,科学被认为反映了自然的本质规

律,是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 科学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 /科

学的0成为 /正确的0的代名词。

/ 20世纪上半叶, 在大学中引发科学与人文对立的根

源,恰恰是试图雄心勃勃地统一整个知识领域的科学 0 [1] ,

科学主义用自己所强调的实证性、逻辑性和客观性等标准来

衡量其他一切学科,并把自然科学的一套研究方法和逻辑体

系宣称为一切学科所要遵循的普遍范式, 从而使人文学科受

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人文学科甚至被称为 /次等学科0, 无法

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这种 /科学至上 0的科学主义思潮成

为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主流,从而引起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

的矛盾冲突。

我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 科学是 /西学东渐0

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带来了 /科学0、/民主0的大解放, 并迅

速取得了思想支配地位, 一度也出现了 /唯科学主义0的迷

思。用胡适的话说: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

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 无论懂与不懂的人, 无论守旧和维新

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

是-科学 . 0 [ 2]。科学取代了旧经学成为了一种新 /经学0。

/唯科学主义0思潮在当时中国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从

最早的 /中体西用0到 /科学救国0乃至 /全盘西化 0的形成,

无不体现了对科学的推崇与膜拜, 对科学所带来的巨大物质

进步的渴慕与向往, 于是科学泛化为一种 /主义0, 演化为

/科学万能论0。但这种 /唯科学主义0思潮, 与西方的科学

主义并不相同。西方的 /唯科学主义0基本上没有跃出 /知

性0领域和方法论层次, 是一种对科学理性的偏执、迷恋; 而

我国的 /唯科学主义0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破坏基

础上的一种对科学的 /崇信0,一种对技术的崇拜,而并不表



现为科学实证、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弘扬, 恰恰相反, 这些

方面在我国至今发展得仍很不够。在 /中体西用0指导思想

下, 救亡图存的现实推动,科学被视为形下之术,只有器物层

面上的价值, 科学也只有工具性意义, 科学思想、科学理性难

以得到健全发展。 /崇尚科学0也只有形式上、口号上的意

义, 而并没有占据一般的思想基础。所以 ,在我国与其说是

/科学主义0的强旺, 莫若说是 /技术主义0更为恰当。由此,

在 /两种文化0冲突的发生基础上, 中西方是有所不同的。

二  西方 /两种文化0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冲突, 而

中国尚缺乏这种平等对话的基础

可以说, 西方 /两种文化0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

冲突, 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均已强大发达的基础之上的, 从

而形成两种对峙的话语力量。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这决不

是偶然的现象。希腊时期所开创的理性与实验传统是他们

科学发展的精神源泉。/西方哲学和理性文化起源于古希腊

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作为科学形态而存在, 它

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思考自然界和宇宙整体的存在发展问题,

突出地体现出对于自然世界和知识作为统一整体而系统认

知把握, 对于宇宙系统和自然规律严正关切的思想认识态度

和精神倾向0 [ 3]。科学文化经过希腊时期的萌芽、近代社会

的兴起和快速发展, 已成为人类文化园中璀璨夺目的奇葩,

并对人文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就在实证科学取得了话语

霸权并把它宣称为唯一正确的真理时,遭到了一部分人文学

者的激烈反对与批评。挑战实证科学的权威,弘扬人文科学

与人文精神, 是这些学者的共同目标。其时, 与 /科学主义 0

相对的 /人文主义0也悄然兴起, 形成了两种思维方式、话语

模式、研究范式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纷争与对立。如在 19世

纪下半叶,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提出了一个与自然科学相对应

的精神科学的概念, 并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同的

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以及研究方法;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也对自然

科学与人文科学进行了划界。他把科学分为 /自然科学0与

/文化科学0两大类, 阐发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在本质上

和方法上根本对立的观点; 非理性主义哲学大师尼采对非理

性的 /强力意志0的强调, 对 /一切价值的重估 0, 对欧洲文

化, 特别是理性主义的猛烈抨击, 对科学主义构成了强有力

的挑战;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论述了作为欧洲人根本的生活危

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 对实证科学占主要地位的科学文化也

进行了直接有力的批评。

20世纪以来在西方尽管科学主义占据了主导, 但人文

主义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渐成声势,有效抵制了科学主

义的恣意横行和促使人们进行积极的反思。 /两种文化0的

冲突是对等的、相激相促而成的, 是两种特有的话语范式的

权力之争。而我国科学文化十分不发达,长期以来科学精神

一直欠缺, 而固有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上个世纪又遭到否定、

批判和践踏, 科学被抽离为技术, 人文被窄化为政治,造成科

学与人文实质性的割裂。所以,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尽管是

近代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 这种分裂极为畸形, 表

现出来的是科学与人文的极度不对称: 科学压倒一切,人文

势单力薄。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 科学一开始就是被-功利

主义 .地传入, 传入以后又被 -功利主义 .地培养, 而它本来

固有的人文土壤和根基移植不足。中国本土的人文土壤与

外来的科学产生严重的 -排异性 . , 结果遭到猛烈的侵蚀和

破坏。于是,在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 与科学相应的人文发

育严重不足,中国固有的人文日益衰微, 科学与人文严重失

衡。0 [ 4]科学与人文之间也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基础, 科学的

强势表现为技术主义的涌动, 对科学产生的结果的关注, 并

不意味着科学文化的丰富和科学精神的显发, 这种技术理性

的主宰、功利的趋从与失落的人文之间形成了我国 /两种文

化0冲突的特有概貌, 是一种源于追寻失落的人文精神的痛

彻呼喊。

三  西方 /两种文化0的冲突形成了两类明显对立的身份群

体,而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

斯诺的长篇演讲深刻地分析与揭示了高等教育中存在

的两种文化的分裂现象 ) ) ) 即文科学者和理科学者之间缺

乏相互了解,甚至彼此怀有敌意。 /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 而

在另一极是科学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

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0, /他们对

对方存有偏见,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的不同, 以至于在情感层

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处0 [ 5]。

作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代言人, 理科学者与文科学

者的矛盾裂痕由来已久。早在 20世纪 30年代美国著名科

学史家萨顿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

法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

这些所谓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由于双方的不宽容和

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这一事实, 这种分歧只能加深。0
[ 6] 49科学家认为 /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都是一些毫无用场的梦

想家0, 科学技术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真正武器,

人文学家的精神产品无助于改变社会现实; 而 /那些傲慢的

文人们,即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喜欢宣称他们起的作用更高

级更重要,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正是生命中永恒的要素, 而

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只是瞬息万变的事物0 [ 6] 9。

这两种不同的身份群体在当时是极具典型性的, 整个西

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被分化成两极群体, 因为当时科学主

义的高视阔步与人文主义的低沉呐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归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 维护自己的学科使命与尊严,

但在科学主义占有强势地位、人文学科被殖民化的情况下,

他们的矛盾被激化了,沟壑在加深了,这两个群体 /他们的才

智接近、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差不多, 但却几

乎没有什么沟通。他们在学术、道德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共

同点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从柏林顿馆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就

像远渡重洋。0 [ 5] 2

我国的学科知识领域是否也形成了这样对立的两极群

体呢? 我认为在中国并没有典型的、鲜明的两极群体的出

现。尽管上个世纪 20年代的 /科玄论战0,可以看成是对分

化成两极群体的最好注解,但这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幕情景

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西方文化的严重危机, 使曾经

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发生了分化, 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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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

势不两立的分歧, 科学派与玄学派的论争是 /中国知识分子

对中国近代化 -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所引起的0, 是西方

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一次较量。所以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科

学和科学的限度问题, 而并不是学科领域的范式之争的问

题, 因此在整体层面上并没有分化出有着不同的思维和言说

方式的两类群体。

我国并没有出现两极对立的身份群体,是跟我国的科学

文化与科学教育的不发达、人文教育的政治化有联系的。在

强意识形态控制下, 不但人文教育走向狭隘的政治化轨道,

就是科学教育也不可避免地政治化 ,学者的情感归属、身份

认同无不披上了政治色彩, 他们失去了自己重要的学科人格

和学术风格。所以, 就没有出现学科意识主宰下的两极对立

的身份群体。

四  西方 /两种文化0的冲突是因为科学明显高于人文, 而

在中国仍是人文具有最高价值

尽管西方几百年来强大的人文传统与迅速发展的科学

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 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

艺术、民主政治、法治思想都对西方科学可能的僭越设定了

基础, 但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 尤其是 19世纪中叶以后, 科

学的技术成就和实用价值进一步显露,大学与工业化社会联

系日益密切, 科学的专门化、专业化进一步增强,科学教育不

断受到重视, 日益走向大学教育的中心; 人文教育开始受到

冷落, 昔日的中心地位不再存在, 科学与人文的裂缝也在逐

渐的加深。

20世纪以来, 科学主义取得了话语权力 ,并成为社会生

活的基本准则。在科学主义语境中, 将知识分成层级,物理

科学最高, 生物科学次之, 社会科学再次之, 而伦理学、美学

等人文科学甚至不能进入知识的殿堂,自然科学的强势与标

准作用凸显。尽管遭到了人文主义的有力抵抗,但终究难以

达成有效的平衡。

应该说, 西方文化的外倾精神有助于系统科学的发展,

它谋求进取, 有强烈的探寻外在世界、征服自然的欲望。而

运用理性以获得真理是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的一贯精神,

是外在超越的西方价值系统的一种具体表现。理性的运用

与发展是近代科学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是西方文化的基

本特征。所以, 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由科学作支撑的,是建

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只是当这种科学不再执着于

关于世界真、善、美精神和价值的统一性 ,使真、善、美发生价

值与意义的偏离, 尤其在 /求真0的同时否定 /求善求美0的

重要性, 并宣称 /科学0才构成真正的知识时 ,科学与人文的

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总的说来 ,科学性作为西方文化中的基

本元素和得以生长的基始力量,科学是高于人文的, /西方人

文研究一直到目前为止, 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奉科学知识为典

范的基本心态0 [ 7]。

一般认为, 中国文化属于 /主德0的文化 ,西方文化属于

/主智0的文化,中西文化传统最重要的不同体现于德性文

化与知性文化之间。重道轻艺、重德轻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

的基本特征。当科学最初传入我国时, /中体西用0的指导

思想足以表明这一点。因为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

文文化,是一套以人伦道德为中心而构建的知识体系, 人文

具有最高价值,科学的技术性利用只能作为人文的附属与补

充,科学是第二性的、次义的。

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历来缺乏科学精神, 正是对科学的

技术性理解和运用,导致我国的科学文化迄今仍没有发达起

来,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仍然难觅其迹。

尽管 20世纪初期以来我国科学主义思潮流行, 尽管我国的

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但都缺乏一种适宜

科学发展的环境空间, 而且突出科学的实用价值, 科学被抽

离为简单的技术向度,科学始终难以生长为一种与人文对等

的力量,人文的价值远高于科学之上 (尽管特殊条件下人文

纯化为政治 )。所以, 极端需要科学又视为等而下之,这是上

个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一个悖论。

审视中西语境下 /两种文化0的冲突问题, 必须指出,由

于我国科学文化尚处于一种不发达的水平, 科学理性、逻辑、

实证等亦很不足,而是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恣意横行, 功利

主义的侵袭蔓延,造成对文化的根本损害, 而并没有形成两

种学科领域的话语范式的纷争。所以, 在我国不能说是科学

主义对人文的规训与僭越,也不是人文主义对科学的分庭抗

礼,我国 /两种文化0的冲突是一种潜在的冲突, 是传统文化

与近代科学之间构成的一种紧张关系, 是中西文化碰撞与矛

盾的展现,是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理性与精神文化的冲突, 是

对失落的人文精神的一种追索。总之, 与西方 /两种文化0

的冲突是不太一样的。只有对此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 方

可更好地促进我国两种文化的交融、协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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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 ise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LIGuo- rong

( S ichuan University of A r ts and Science, Dazhou 635000, China )

Abstrac t:  The r ise of the c iv il society is the inev itab le trend o f them odern soc iety as w ell as the ha llma rk of Ch inese develop-

m en.t F eatured by m ass, volunteer ing and nonpro fit characters, the organ ization of the Comm un ist Youth League is d ifferent from the

o ther organ izations o f the c iv il so ciety, in tha 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h igh po litica l na ture, pow erful adm inistra tion and spec ia lm an-

agement m echan ism. There fo re,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 f the basic organ ization of theLeague in the civ il so ciety, the League con-

struction shou ld be led by the Party construction, be invo lved into the c iv il soc iety, be c lea r about its position and responsib ility, and

innova te its m anagem ent as we l.l

K ey words:  the c iv il soc iety;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basic o rganiza tion;  innovation of the Leagu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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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 Two Cultures0 in Chinese andW estern Contexts

WANG Jian- ping

(H unan F irstN orm al Co llege, Changsha 410002, China )

Abstrac t:  The con flic ts be tw een the / Tw o Cultures0 are o f g reat difference in meaning and charac teristics in Chinese andW es-t

e rn contexts though they are a un iversa l phenom enon in the wor ld. The conflicts betw een the / Tw o Cultures0 in thew est arise as a re-

su lt o f the advance o f/ sc ientism0 w hile there is no / sc ientism0 o f rea lm ean ing in Ch ina. The above- m entioned con flicts in thew est

take place am ong parties of equa l sta tus wh ile in the Ch inese context the basis for such an equal interaction is still o f absence. The

/ Tw o Cu ltures0 in the w estern context resu lt in two soc ial groupsw ith opposing standings wh ich do no t em erge in Ch ina. The conflicts

betw een the / Two Cu ltures0 in the west occur due to the fact that sc ience predom inates ove r human ities wh ile in China the la tter pre-

dom inates ove r the fo rm er.

K ey words:  contex t;  Tw o Cu ltures;  sc ientism;  hum anities;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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