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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

国发生？这个“李约瑟谜题”的主要提出者——李约瑟博士生前最终研究成果将于今年年底发

表。李约瑟认为，其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官僚制度。 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

家专访时说，由李约瑟开始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今年年底将出版第７卷第１册。作为结

论篇，它将在李约瑟生前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全面解答“李约瑟谜题”。但是李约瑟的结论未必就

是上述问题最正确最全面的解答。 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说：“李约瑟的结论是，过去２０００年

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李约瑟谜题所描述的现象。”古克礼指出，所谓

“封建”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而不是像古

代欧洲的一些地区那样通过贵族阶层来管理。 古克礼说，李约瑟认为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

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国家井然有

序。这样中国能够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比如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

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开凿等。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的优

势。而它的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导致新观念很

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

竞争，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欧洲以中国火药为基础发明了火药武器。在这方面，秦朝以后

的中国不但比不上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由于

不同诸侯国家的竞争，中国涌现出了大量智力成果。 李约瑟（１９００－１９９５）是英国著

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江泽民主席曾为他题词：“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

新”，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贡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李

约瑟谜题”。自从这一问题提出后，关于它的争论和解答见仁见智，从一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和世

界科技史乃至历史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者任鸿隽早在１９１５年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李约瑟去世八年之后 李约瑟博士逝世已有八年了，可座落在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气象依

旧，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正在紧张地研究中国科技史，高水平的成果不断涌现。 李约瑟博士是

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４日逝世的，遵照其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安放在研究所院子里的菩提树下。八

年之后，记者再次来到李约瑟研究所，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到李约瑟墓前，静静地鞠了三个

躬。 回忆起当年李约瑟逝世时的情景，研究所现任所长古克礼重温了李约瑟的临终观点：“李

约瑟先生通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

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古克礼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研究所在李约瑟去世后继承他的遗志，继续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的研

究，由李约瑟开始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工作十分顺利，按计划将出版７卷２８册，目前仍

有７册处于撰写编辑中，其中４册即将出版。 现在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李约瑟研究所。对此古

克礼认为，研究所应当面向市场，因为如果经费紧张，很多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为了解决经费

问题，研究所自２００１年开始参加了一个为期５年的中国科技史电视专题片制作计划。这一专

题片将在全世界发行，收入的一部分归研究所。 谈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古克礼感慨地说：

“很多西方人只知道古代中国人会写诗，但不知道古代中国科技成就很大，经济发展很成功。１

８００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的３０％，应该说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就没有现代

科技。”他认为，中国古代整体论的思想，对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古克礼

说，中国古代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科研环境。比如中国天文学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

东汉时期，大家就可以公开讨论如何制定历法，而这在同时期的欧洲是不可能的。 他谈的最多

的就是“李约瑟谜题”。这个问题通常表述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

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古克礼说：“李约瑟的结论是，过去２０

００年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产生了李约瑟之谜描述的现象。” 古克礼说，李约瑟认为，这种制

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使中国能够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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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开凿等；负面效应是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

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这一结论将在今年年底发表。 正在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的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科技史专家胡化凯教授说，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意义重

大。首先，他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丰富内容，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

就，其作用是中国人难以达到的；其次，他在学术上对中国科技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领

域涉及了中国科技史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第三，他的工

作树起了一面旗帜，一方面召唤更多的外国学者投身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使这个领域成为国际性

的课题，更重要的是它感召着中国学者对自己民族的科技文化做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充分发掘

其合理成分，使之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姜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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