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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第29讲“道器之间”开讲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11-21 【字号： 小  中  大 】 

  11月19日下午，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主任姜生教授做客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他结合

十多年来的研究心得以“道器之间：道教与古代科技”为题做了精彩的演讲。讲座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学术报告厅举行，罗桂环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姜生说到，要理解道教与古代科技的关系，首先就要理解道教。他认为要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来审

视道教，从历史还原真实的道教，从理论剖析道教的内涵。通常人们总是以儒教文化来代表中国，而姜生教授认为

在南宋以前，主导上层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的不是儒学或佛教而是道教，其支持着一个血肉丰实而有神仙风骨的

“中国”。  

  李约瑟曾说：“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姜生非常认同李约瑟的说法。他在讲座中详细地论

述了道教中关于天学、地学、炼丹术与化学、物理与技术、医学与生物学、养生学与解剖的记载与论说。丰富的实

物图片和史料论证不得不使人相信，道教对古代科技起到了一种特殊的推动力。古时道教信仰者追求长生不死，目

标虽近荒诞，但为实现这一梦想所采取之手段与过程却多是合理科学的。不可思议的是，虚妄的神仙理想驱动着一

代又一代信仰者，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投身科技、医学与工艺，竟成为推动科学探索的真实动力。  

  但是，姜生认为科学技术只是道教研究的副产品，道教蕴含的文化意义更值得人们关注。  

姜生教授在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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