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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传统伦理文化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造成的阻碍作用, 并与西方作了简要

的对比。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伦理观在发展进程中, 伦理政治化使其最终禁锢为封建制度与

宗法的卫道士, 使知识分子失去追求科学的兴趣与动力, 使科技失去人才基础; 注重内省的

方法论, 使中国古代科技从一开始就没有正确的方法指导; /贵义贱利0 的价值观束缚了人

们的追求, 使社会失去对科技发展的推动力; 而对劳动人民的鄙视态度, 更使中国失去产生

近代科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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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取得了相当的科技成就,

尽管许多与近代意义的科学不能相提并论, 但与当

时西方相比, 还是相当辉煌的。著名英国科技史学

家李约瑟经长期考证后认为它曾领先世界一千多

年, 但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如此辉煌的中国古代

科技上直接产生呢。多年来, 许多学者提出诸多有

价值的观点。其中有直接的原因, 也有间接的原

因, 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等多方面

的原因。笔者认为, 其中文化具有极大的决定作

用, 而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 ) 伦理文化对科学的

阻碍作用更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我们探讨中国科技与伦理文化的发展, 不可避

免的要从源头开始。先秦时期是我国文化最为灿烂

的 / 百家争鸣0 时期, 其上承三皇五帝、夏、商、

周之多年积淀,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有

墨家、儒家显学互相竞争, 还有法家、道家、兵家

等等相映成辉。一般认为, 墨家的 5墨经6 是非常

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 当时与其并存的儒家更多的

是一种的伦理思想, 它一反墨家重功利、倡兼爱的

主张, 同时反对前者的反宗法观念, 主张则把宗法

结构推延到国家, 对科学则不感兴趣。由于当时正

逢 / 礼崩乐坏0 , 各诸侯国征战不休, 因而当时的

统治阶级关心的主要是社会的治理与人心的维系。

因此更注重能加强实际统治的法家、能维护宗法伦

理的儒学。随后, 儒家依靠着其在大一统的封建社

会结构中独特的作用, 经西汉 / 罢黜百家, 独尊儒

术0 而成为正统。一直到宋、明理学建立礼教, 儒

家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一直占据着思想统治地位。

因而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道德哲学与伦理

文化。由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封闭的农业封建社

会, 在这种形态下形成与完善的宗法伦理, 既维护

了社会的稳定, 又积淀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并影响

着社会的发展。下面笔者就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

些特点及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作简要分析。

一、伦理政治化使知识分子失去对追求科学的兴趣

与动力, 使科学丧失了人才基础

在东周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中, 原来的贵族子弟

中, 分化出一个没有职业、没有恒产、没有爵位的

阶层, 他们先前所居的贵族地位, 使之有可能学习

秘藏于官府的经典册籍而成为当时的文化精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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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现状极为不满, 迫切要

求变革从而实现权力、财产的再分配。先秦诸子几

乎无一不是从这个阶层之中产生。因而中国学术自

先秦以来一直具有极其浓厚的为现实政治服务、要

求政治实现的色彩, 中国的伦理观念也不例外。中

国古代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是政治统治以及与其相

关的人际伦理, 伦理的政治化是中国古代伦理的一

大特点, 它的直接结果是使历代知识分子求学的目

的与动力归为为人处世、忧国忧民与治国安邦。孔

子 / 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0 , 在他开办的学校中就

没有自然科学的地位; 子产认为 / 天道远, 人道

迩0 ;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是出于使汉王朝永固的

动机; 朱熹的理学更是为了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稳

定; 士人的最高追求是 / 为天地立志, 为生民立

道,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0 (张载语)。由

此, 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没有兴趣, 专门从事科学

的人的社会地位也较低。5礼记#制命6 记载 / 奇胁

氏作飞车, 周公毁之0 , 甚至提出 / 奇技奇器以疑

众, 杀0。有的统治阶级也将科学技术视作危及其

统治的洪水猛兽而加以禁止。技术革命等与伦理教

义无关的知识是 /无用之辩0 , / 不急之察0, / 屠龙

之术0 而为文人所不齿。 5新唐书#方技列传6 中

说: / 凡推步卜相医巧, 皆技也, 小人能之。0 而宋

应星的科学巨著 5天工开物6 在国外备受推崇, 国

内却极受冷落, 失传三百多年。

我们看到, 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 ) ) 古希腊学

术的起源与中国完全不同, 亚里士多德曾说, 人们

是在一切所需的东西都具备后, 才开始谈论哲学,

/ 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脱出愚蠢, 他们为求知而从

事学术, 并无任何实用目的0 (5形而上学6)。由此

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伦理观念, 对各自科技发展所

起的作用也大不相同。中国伦理以 / 仁0 为伦理核

心, 注重实用, 以维护纲常与社会稳定为目, 注重

对身份的认同; 西方伦理以 / 智慧0 为核心, 提倡

对知识的追求, 为知识而求知, 注重对成就的认

同。西方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就开始对人的道德研

究, 他认为人的追求分为道德及知识两部分, 亚里

士多德认为德性分为理智的德性、智慧的德性与伦

理的德性。到康德、黑格尔更直接地追求绝对的理

性。中国的伦理讲 / 仁、孝、忠、恕0 , 西方以

/ 智慧、勇敢、公正、节制0 为四德。中国的伦理

文化为大一统的政治与宗法服务, 讲个人服从集

体; 西方的伦理以对理性知识的追求为核心, 讲究

民主, 崇尚自由, 更多的是对个体的关注。在西方

的伦理文化中, 对理性精神的追求一直贯穿始终,

即使在中世纪宗教统治下, 人们在宗教的名义下,

也没有放弃对理性知识的追求。而中国伦理政治化

的结果是儒学独尊, 知识分子蔑视科技, 醉心功名

而皓首穷经, / 学而优则仕0 , 造成的官本位思想至

今仍束缚着社会与科学的发展。古代的科技创造者

也大都是屡试不弟后, 才把精力放到科学技术上

的, 李时珍著 5本草纲目6 , 祖冲之算圆周率, 孙

思藐著 5千金方6 等等。科学是人创造出来的, 学

而优者都当官去了, 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关注科技状

况, 当然无法谈科学的发展了, 从而使中国科学的

发展失去了人才的基础。

二、注重内省的方法论, 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在中国伦理文化的统治下, 古代知识分子学习

的目的在于道德的提高。甚至认为真理与至善就是

一回事, 并以求善为求真的途径与目的。表现在方

法上, 只注重追求个人自省, 认为 / 学也者, 使人

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 非圣人之学也。0

(5二程遗书6 卷二五) 从而造成只追求自身内部的

道德完善而失去追求外部知识的动力, 其知行观也

注重于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 对 / 事人0 与 / 人

道0 体已有加, 对自然规律的探讨远远没有提上日

程, 朱熹曾明确指出 / 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

之间, , ,如此而望有所得, 是炊沙而欲其成饭

也!0 ( 5晦庵先生文集6 卷三九) 这种将认识活动

导入道德修养, 重内轻外乃至弃外求内的主流意识

本身就与科学背道而驰。明代王阳明通过自己格竹

的体会也提出了作为客观事物的竹子无可穷格, 并

进一步提出反对对外界客观事物进行实验的观点。

显而易见, 在这种知行观下, 不存心于草木器用,

不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与实验, 而一味进行内省,

要想产生自然科学的突破, 只能是缘木求鱼。

据统计,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中, 理论成果只

占 13%, 而技术成果占 80% 以上, 更有学者据此

指出, 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纵观中国整

个科技史, 我们发现, 中国古人根本不注重体系的

建立, 只注重对实际问题的解决, 许多知识都是零

碎的片断, 没有系统性与逻辑性, 缺乏概念与判

断。整个中国古代科技的结构就像一个分了许多格

的百宝箱, 不同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被分门别类地

储存起来, 它们没有抽象程度的差别。著名的勾股

定理在中国只是被描述为诸如勾三、股四、弦五等

特例, 应当说与毕氏的证明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中

国有的是 / 浑天说0 与 /盖天说0 的争论, 却没有

像托勒密地心说一样的通过数学证明的严密的体

系。科学理论只是包含在具体的事物中而未被提炼

出来, 从而更谈不上简明的理论表达了。究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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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我们认为, 在主观内求的方法论的影响下, 中

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只注重生活的实证或内心神

秘的顿悟, 排斥已有的逻辑, 拒绝实验, 使他们的

思维具有模糊性, 而研究方法也缺乏理论概括与逻

辑, 从而不能从方法上形成对科学的指导, 在相当

的程度上导致了科学理论性不强。同时儒家积极入

世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它不排斥为现实服务、为其伦

理服务的理论与技术, 而不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纯粹

的理论统被斥为 / 屠龙之术0 ,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造成了理论的技术倾向。当科学处于经验与收集材

料阶段时这种影响还不明显, 而当科学的发展要从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时, 这种伦理化的哲学不

但不能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给科学予帮助, 反而束

缚了科学的发展。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从古希腊起就注重科学方法

的探讨, 注重思辨与逻辑。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

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性、阿基米德的实验理性

一直发展到培根的科学归纳法, 笛卡尔的理论演绎

法。从而为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

础。同时后人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以发

展自己的理论, 文艺复兴的哲学家正是在批判经院

哲学的基础上掀起了近代科学的序幕, 甚至早在中

世纪的后期, 已发生了对基督教经典和正统教义的

批评运动, 而中国由汉代延续到明清的儒教经学的

迷信时代, 要比中世纪的基督教迷信时代至少长七

百年以上, 科技的发展怎能不被阻碍。

   三、/贵义贱利0 的价值观, 使社会

失去创造欲与对科技的推动力

价值观对人的活动具有动力、定向、选择与调

控的作用, 中国古代伦理价值观中, 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就是 / 贵义贱利0。在儒家伦理中, 利指物质

利益与生产技艺两部分, 义指道德规范与政治原

则。尽管大多数统治阶级并没有做到重义轻利这

点, 它由于能很好地维护社会与统治的稳定, 因而

得到了极大的提倡, 并在实践上以此为原则而采取

了 / 农本工商末0 的政策, 千百年来不变, 使整个

社会失去了创造欲与对科学创造的推动力。

与贵义贱利相适应的是提倡安贫乐道, 从 / 忧

道不忧食0 一直发展到了 / 无人欲就是天理0。传

统伦理观对人欲 (人对物质追求) 的态度有一个发

展过程, 应该说在先秦经典儒学家那里, 无论是孔

孟还是荀子, 在人欲观上, 都承认人欲的合理性,

强调统治者应该从民所欲, 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求,

但同时强调担负治理国家责任的士大夫, 则应该以

义节欲, 克制人欲的扩张。饮食男女对富与贵的追

求, 乃是人们共有的欲望, 孔子不但没有否定其存

在, 而且还把满足庶民百姓的物欲, 解决百姓温

饱, 使人民生活富裕, 看作是当政者的首要任务。

这时的人欲观对科技发展的影响还不大, 但是到宋

明之际, 宋明理学的人欲观发展为 / 灭人欲, 存天

理0, 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从而

束缚了科技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 宋明理学对

中国科技的发展的束缚大大超过了西方中世纪宗教

对科学的束缚。它宣传禁欲主义, 教人轻视物质生

活, 屈服于天理, 教人涵养省察内心的一念之差,

而不去用知识去改造外部的世界。它用宗法伦理牢

牢地控制了人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产生科

学可以说是必然的, 因为科学本身也包含对财富的

追求与对物质生活的向往。

   四、对劳动人民的鄙视态度,

使中国失去产生近代科学的可能

在中国传统伦理观中, 对掌握一定的技术的劳

动人民大都采取鄙视的态度。孔子将人分为君子与

小人, 其中小人就包含有一定技艺的匠人。孟子更

提出 /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0 ( 5孟子#滕文

公上6 ) 的观点。封建社会成立之初, 管仲据此而

实行士、农、工、商分居而治。这种思想的直接后

果是造成了学者与匠人的分离, 使知识分子阶层脑

体分裂、知行脱节。士人大都脱离生产实践, 鄙弃

实业, 不能操作实干, 有实际技能的农工与匠人缺

乏系统的知识, 从而使技术不能上升到理论。导致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达的技术主要靠经验与手艺形

式家传, 唐朝元稹曾有诗为证 / 东家头白双女儿,

为解挑纹嫁不得0 , 故而许多技艺多因战乱等种种

原因失传, 在这一点上与古希腊非常相似。古希腊

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

有闲阶级一直以高傲的态度蔑视手工艺人, 蔑视感

性经验, 认为劳力者干的都是一种低级下贱的事

情, 只有上等人才能从事国家、行政管理和智力与

精神的发展。柏拉图极力反对理性、精神与手工劳

动相结合。希腊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的分工和对

立, 长期造成手和脑的分离, 物质和精神的分离,

以至于古希腊的圣哲们虽然提供了理性的思维方式

和方法, 但是并没有真正使经验概括的知识转化成

为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没有使二者真正达到统一。

其结果是在整个古希腊, 批判和思辨的哲学传统与

常识和经验的工艺传统一直是各自孤立地存在着和

发展着。所以在古希腊时代尽管有了先进的理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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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理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

性与阿基米德实验理性) , 也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与中国不同的是, 西方进入中世纪后, 其伦理发展

为宗教伦理, 基督教宣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耶

稣的养父是木匠, 阿波斯特尔斯的君主是渔夫等圣

经典故,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填平了学者与工匠的

鸿沟。基督教徒把手工劳动看作与阅读虔诚的著作

一样都是使自己接近上帝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当时

的知识分子 (僧侣) 出于苦修的目的, 一方面进行

系统知识的学习, 一方面进行生产实践, 逐渐将二

者结合起来。通过漫长的时间, 从而 / 到了近代,

使实验方法破经验之土而出, 真正实现了哲学传统

与工艺传统的结合, 感性经验真正地转化为理性分

析和概念批判的对象, 近代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高

级认识形式和知识形式而诞生了出来0。从这一点

上, 也能例证中国古代尽管有辉煌的技术成就与传

统, 但却不能产生科学的原因。

我们认为, 中国在古代曾创造了绚烂的科技文

明, 其中伦理文化功不可没。可当世界进步到资本

主义文明时期, 当科学要迈向高速发展的近代科学

的门槛时, 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特别是对科技的

阻碍便日益显现起来。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 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及许多科学

家不懈的努力, 与西方相比, 中国缺乏文艺复兴时

期那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而作为新文明象征的近

代科学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范围内不能产生便也

不足为奇了。因而如何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合理

地扬弃古代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如何树立具有科

学和文明特点的伦理道德观, 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不得不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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