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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把握科学的话语权

  报刊的科学话语是百年中国报刊话语的灵魂，它纵贯百年，千曲百折，终成大川。

它尽管与一时的政治、经济、民生、救亡的实际功利不都具有立竿见影的联系，但它在

根底上建设、更新民族文化，对国民进行一种现代价值观念的教化和陶冶，从而影响着

左右着历史前进的航向。启蒙，是一种话语权的表现，是一种对话的特殊形式和态势的

表达。启蒙有着明确的指向性，目的是开启民智，去塞求通，建设现代国家。从中国近

代报纸产生以来，100多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一旦有了自己的传媒，有了话语权力，就

不忘科学启蒙，科学启蒙是他们最重要的权力话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但其历史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从整体上说，

它是一种重人际伦理的人文文化，忽略自然科学，缺乏科学精神。理性批判、对数学方

法的推崇、对严格逻辑的追求，以及实验手段的应用等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是相对薄弱的。这在中国文化的发生源头就有了某些先天性的限定，在它后天

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封建专制体制数千年的禁锢，小农经济数千年的保守闭塞，中国文

化中的科学精神一直无缘张扬，宗法政治化的皇权至上、官为本位的价值观念统驭着漫

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代代沿习。由于历史的缺欠太多，补救和重建决非易事，这是要改

变一种文化机制的工程，是一个改变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工程，是一个价值观念重造

的工程。正因如此，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如此欢迎“赛先生”（即science，科

学），科学精神的相对贫困，给百年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以当代来说，人口问题、环

保问题、生态平衡问题、教育问题等，都是与科学精神相悖造成的。我们太需要科学启

蒙，中国的科学话语太单薄了。  

  然而，最初“赛先生”只能从西方而来，他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赛先生”

缺席的补席，科学失语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种缺憾，谁来把握科学的话语权成

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初，“赛先生”是由外国

传教士领来的，初始的传播也是通过他们办的报刊来实现的，这是“西学东渐”开始时

的情形。《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第

一家中文近代报刊，曾以很多版面介绍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诸如《论日居

中》、《论地为行星》、《论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论日食》等；《东西洋考每月

统计传》是1833年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侧重

登载工艺、农业、动植物学等科技知识，诸如《火蒸车》、《孟卖炊气船》等。这些传

教士在报刊上进行科学传播是和他们的传教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宣传科学是为他们

的殖民目标服务的，但对中国人最初的科学启蒙客观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鸦片战

争爆发以后，中国知识界的少数精英认识到了坚船利炮及创造它们的科学技术的威力，

遂开展洋务运动，传播西方科技。甲午战争失败后，改良派知识分子通过报刊传播等形

式更加广泛、深入地宣传科学。中国社会变革的自身需要，导致了中国社会对西方科技

传播的主导权由传教士移到了中国留学生和维新变革人士身上，中国的维新变革人士自

觉地去把握科学的话语权，把握报刊的话语权。“近代报业的发展，开始于光绪廿一年

(1895年)。”（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65页。）甲午战

争前,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大约有20种，如黄胜、伍廷芳主持的《中外新报》，陈蔼亭主

持的《华字日报》，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等。这些进步人士办报宗旨之一就是“思

藉报纸以开通民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76页。）而甲午战争之后，中国

面临的内忧外患危机进一步加深，维新变革的知识分子更看重报业，他们与报业紧密结

合，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

120种左右，维新变革人士通过报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知识来警醒中华、抵御外

侮、启蒙民众，形成变法维新的舆论场。他们通过艰苦的努力，赢得了主宰社会思潮的

公共话语权力。  

 



  研究20世纪中国报刊话语与现代化的关系，其逻辑原点当从甲午战争之后勃兴的办

报热潮开始。这是因为，一是这次办报热潮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和政治诸方面的影响纵贯

至今，二是这次热潮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期，三是它和五四时期的办报热潮构成一种因

果的呼应关系，四是它本身所产生的独立性，它所拥有的主宰社会思潮的公共话语权

力，它对历史所产生的雷霆万钧的影响，在百余年中国历史上，都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案

例。  

  （项目负责人：田中阳；课题组成员：蔡骐、肖燕雄、王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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