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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作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文化”的当代论题之一，相关

的学术讨论从其源头到当今的话语权长期“锁定”于欧西，而中国学者就此问题具有原创性

的思考和深刻反思中国本土“两种文化”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课题

立意，创新之处在于：  

  其一，从理论层面系统界定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所具有的内在同一性，在此基础上厘清

当代世界科技革命所蕴含的真、善、美和谐征态及其深层的变革因素。其中力戒流于面面俱

到的科技革命叙事，在结题专著中主要运用聚焦透视法，重点分析作为科学革命核心的物理

学革命及其从基底带给技术进步、人类思维与认识方式的本质性变革，从理论物理学的哲学

基底揭示了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二者关系的内在理路。这是本课题就现实问题进行基础性理

论探析的创新尝试，使极具现实感的“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课题觅得科学的理论依托。  

  其二，科学家和人文学家，是“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最前沿和最敏感的实践者与思考

者。科学家的人文情怀久被关注且成果颇丰，如关于爱因斯坦、杨振宁、吴大猷等著名科学

家均有著述。相反较于前者，人文学家的科学情怀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无论从研究者的

关注程度还是从事实本身而言。本课题特别注意到此现象，发现：人文学者科学素养缺失现

象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意识淡薄（2.7％）的缩影。现实无不是历史的延续，因此拯救中

国社会“两种文化”疏离的现实，提高国民素养与科学意识，检讨人文学者的科学意识不失

为必要途径之一。本课题后期研究较立项时深入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作为19世纪末以来

“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延续，选取那个时代人文学者的代表梁启超，研究梁启超对现代

科学文化的认知历程及科学文化传播的实践，他贯穿理性的人文主义情怀的科学精神，对于

探寻科学与人文、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等概念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与生活中的折冲和

合理关系的建构不无启示意义。  

  其三，向人类文明的记忆寻求科学技术与人文审美的历史依据，本课题独辟蹊径，从存

留至今的古代文物中挖掘科学技术、艺术审美与人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人类追求技艺、

审美与社会文化、人性等诸要素和谐共生的探索历程，拓展了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科技革

命与人文关怀”紧密而微妙的关系不宜仅仅视作是自西方近代科技革命而引发的，不同文明

对真善美的本能追求，古今一致，东西同然，“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历史解读可上溯到

更远。由此视角对中国古代文物遗存进行解读的尝试，延伸并沟通了科学意识、技术进步与



人文关怀之间的关联。  

  1、学术价值：  

  本课题明晰了“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作为由生活命题到哲学命题、由历史命题到现实

命题、由学术问题到人类生存问题的本质内涵。特别诉诸中国近代以来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

由历史到现实的演化及其由现象到本质的关联，连接起从科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

维视角认识这一命题的可能。通过典型人物个案（梁启超）延伸了“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

同中国近现代社会关系的触角，一定程度上使现实问题获得了可信的历史依据。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科学与人文跨越界线走向圆融，既是科学与人文自身发展规律的内

在使然，也是人类认识在磨砺中觉醒的自觉诉求，超越性回归科学与人文的本真状态，成为

提升人类生存与发展质量的精神源泉与物质动力。对于从世界视野探讨“两种文化”在中国

的来龙去脉，从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寻求解决策略，本课题迈出了初具成效的一步，成果主

要体现在结题专著中；  

  作为本课题立项时的初衷——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和切近现实生活世界为切入点，研究科

技革命特别是现代高技术革命负载的深刻内涵，主要成果为《被捆绑的时间——技术与人的

生活世界》、《等待毁灭——高科技战争与人》等前期研究专著；  

  针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与五千年文明史不协调的现实，本课题从“科技革命与人文关

怀”的视角审视传承至今的古代文物，从古代文物中获得“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历史启

示。近年来我们倡导并实践的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中进行“科学中的艺术与艺术中的科学”

主题研究，一方面利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涵盖面广的特点，另一方面探索科学技术哲学面向

生活、面向大众的发展方向，逐渐改变科学技术哲学“铁板面孔”的形象，打通科学技术哲

学与人文学科间的深层联结，一定程度上也开启了科学史研究的新思路；  

  通过科学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研究，解析当代科技革命与人文关

怀走出困境、面向未来的可能出路，特别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

地位与作用，开启了相关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术路径。  

  2、应用价值：  

  本课题最终着力于将视点落定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化”上，可称作对“两种文

化”当代中国版本的诠释。一系列研究成果达到了课题立项时的预期：对诸如当代中国科技

物质化利益与价值体系的矛盾，科技与政治、宗教关怀的分歧，科学的社会规范与职业伦理

的矛盾，传统文化与西方化的矛盾，中国反科技思潮及其悖论，中国非科学、伪科学对科学

的盗用及其防范措施等当今社会广泛存在的精神症结，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论述与剖

析，对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先进生产力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及现代国民教育具有理

论借鉴价值，对协调处理好科技革命与一系列社会问题、道德认知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处在前现代的发展现状与后现代世界潮流的矛盾中，本课题成果立足于现

实关怀，系统挖掘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间的多样态存在和复杂的关系，

为进一步探求这一现实矛盾的解决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力求为当代中国的“两

种文化”研究提供一份可自立的话语。对中国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适

度张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始终注重专题理论研究与现实调研相结合，研究生全过程参与课

题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结题专著《跨越界线，走向圆融——关于当

代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思考》成为“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参与的重要研究

成果，也成为研究生教学的参考资料。  

  3、社会效益和影响：  



  通过全面揭示科学、技术、人文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力求使“两种文化”疏离的历

史与现实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得到真切可感的诠释。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认知提供相

对宽广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思潮提供一种导向：对于生活中无所

不在的科学技术，逐渐培养一种理性又不失深刻的认知态度，同时唤回业已被功利主义、消

费主义等物质化倾向覆压的人文关怀。这些成为延续自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呼唤与身体力行的

培育现代国民气质努力的一部分。  

  结题专著《跨越界线，走向圆融——关于当代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思考》注重科学文

化的传播，以平易的笔调阐述一个严肃的话题，旨在使各科学者意识到：“两种文化”的疏

离不仅仅属于科学技术哲学学者或科学家的思想范畴，它已成为各门类学科不可回避的课

题，需要多学科学者共同关注探索解决策略；进而使社会大众真正意识到：“两种文化”的

疏离不仅仅属于学者的思想范畴，也不局限于理论或争论中，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无疑

都有努力探索与寻求问题解决策略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学术群体理论的自觉和观念的引导，

使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两种文化”问题形成自觉的意识，不断地获得从行为到观念

的进步。本课题研究价值之一恰恰在于我们的论题为唤起社会民众普遍的情感共鸣、行动共

鸣。  

  4、问题与不足：  

  “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是涉及面广的大课题。研究中我们注意到本课题的涵盖面，兼

顾向社会普及与传播“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问题意识，因而论及的一些问题解析深度还

有待深化。诸如“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溯及19世纪末与20世纪中前期中国科学文化认识的

研究，人文学者的科学情怀，古代文物中的科技成就与人文关怀的研究，跟踪当代科学技术

的最新进展等一系列研究均有向深度拓展和细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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