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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同构兼容关系，认为在冲突中发展的人类文化是一个有机成长的开放 

系统 ，而科学的发展 也是 渐进积 累和不断革命的统一 ，文化与科 学的 兼容特征 决定 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 学完全 可能谋 

求一种 良性的 同构兼容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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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文化与科学统属 于社 会上层建筑 ，作 为 

意识形态 ，它们都受到特 定社 会生产方式 和 

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将人类社会划分为 

不同的历史时代，总要有一定的依据 ，由于 

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 响最 大 ，因此 

经常 被作为历史时代的划分标准。特定时代 

的文化 总是在一 定生 产方 式基 础上 创造 出 

来 的 ，这就决 定 了文 化的时 代性 ；生 产方式 

的时 代差别 ，往往也会表现 为文化 的时 代差 

别 。于是 ，从 文化形态 上看 ，也 会有原 始文 

化 、中世纪 文化 、近 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之 分 ， 

所有非当代文 化都 可统称为传统文化 。 

除了时代差别外 ，一种 文化在产生 、发 

展、成熟的过程中还可能形成超越时代的共 

同特质 ，在 特定 民族 的传统 文化 中 ，这 类共 

同特质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 。传统文化常与 

特定 的 民族 紧密相 随 ，一 个 民族心理 的形 

成 ，往 往是千百 年积 淀的结 果 ，因此现 存 的 

民族 心理总会 必然地 包含其 传统 文化 的惯 

性 。一般 而言，那些能够超越 时代的文化 ，总 

是 既具 有鲜 明的民族性 ，也具有 巨大 的包 容 

性 。在新 旧时代 的更迭 中 ，新旧文化必然会 

发生矛盾甚至 冲突。实 际上 ，不同文化 冲突 

的背后 ，往往是彼此所蕴藏 的不 同时代文化 

之间的冲突。 

中国传统 文 化与现 代科学 文化 在彼 此 

相容的 同时 ，也潜 藏着巨大的矛盾 与冲突 ， 

单纯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现代科技 

发展的观点 ，或者认为 中国传统 文化在现代 

科学领域 中已再次 复兴 等 ，都 有失片面 。只 

有全面 深入认 识矛盾 与 冲突背后 的文 化根 

源 ，才能更有效地 解决矛盾 ，推 陈出新 ，真正 

解决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全球化格局之下 

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就 

此作初步探讨。 

1 在冲突 中发展 的人类文化是一个 

有机成长的开放系统 

文化一经产生，就有其 自身发展的规 

律 ，也 会逐 渐形成 自身潜在 的进 化法则 ，这 

些 规律和法 则贯 穿在文化的一 切活动之 中。 

文 化的演进 ，既有渐 进式 积累 ，如 欧洲 中世 

纪 的漫长岁 月，古代 中国两 千多年的封 建文 

化 ；又有 突变式 爆发 ，如欧洲的文艺复 兴 ，近 

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以及正在 兴起的全球 

化 浪潮。一个文化的突变增 强 ，往往会对其 

它 文化形成压迫和抑制 。人类的历史实际上 

就是各种 文化一较长短的历史 ，文化 较量的 

实质 ，是不同经济文明之 间生存与发展 的竞 

争 ，但最 终总 会表现 为不 同文化之 间 的超 

越 。英 语最 终取代拉丁语成 为世 界性语言 ， 

并不是英语 自身比其它语言优越 ，而是英 国 

在率 先完成 工业 革命后 ，向全世界 的殖民活 

动 以及 20世纪美 国经济 、政治扩张 的必 然 

结果 。相反 ，历史上 敏捷 的亚洲游牧部落 ，曾 

一 次 又一次攻 击 和征服 中国 、印度 、波斯 和 

东欧等 地 区，但 几代人之 后 ，他 们又都 被 当 

地更加高级和精致 的文化 所同化 ，征服者们 

接受 了被他们所战胜 的民族文化。最终在这 

种 文化的戏剧化演进里起 决定性作用 的，是 

当地更 为优越的经济文 明，以及 由此产 生的 

文化体 系 ，而不是征 服者的枪刺与强 权。从 

20世纪 90年代 开始的粤语热 ，也 暗示 了改 

革开放之后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迅速繁荣的 

巨大文化影响。 

两种具有不 同特质文 化的交合 ，常常首 

先发生的是冲撞和误解 ，甚至其中不免有血 

腥 的记载。文化的消亡 ，首先是这种 文化赖 

以存在 的经 济基础的崩溃 ，或者这种 经济 文 

明被其他经济文明所毁灭。需要强调的是， 

某一文化的 消亡 ，只能被理 解为该文化不再 

向前 发展 ，而不 是该文 化从地 球上 彻底绝 

迹 ，任何 文化总会以某种形式 向世人展示其 

存在。失落的玛雅文 化、两河 文化和尼罗河 

文化等 ，至今 仍然 向世人展 现其 神秘 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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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 中国古代特有的科学 与文化 ，也 同样 以 

其 独特 的存在方式显示其生命力。而文化的 

发 展 ，往往也是 在交流 中实现 的——不在 冲 

突 中消亡 ，就一定会 在冲突中发展 。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 

不断繁荣 发展 ，特 定地域 的文化 ，不仅需 要 

原生地 土壤 与水 分的呵护 ，更需要外界 的滋 

养与刺激 ，甚至是某种 冲击 。因此 ，我们有必 

要更新过去 的简单 看法 ，不能认为吸收 了其 

它文化的 中国文化就不再是中国文化 了。20 

世纪迅速崛起 的 日本 ，得 益于其两大革新运 

动 ，一是俗称唐 化的唐 代文化革新运 动 ；二 

是清朝 中叶后期 近乎 全盘西化的 明治维 新 ， 

然而直到今天，日本仍保持了浓郁的 日本文 

化 ，其 民族 文化传统 的兴 盛和 繁荣有 目共 

睹。 

当今 世界 ，各 种文化 空前交 融 ，不 同文 

化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互补会通大 于征服取 

代。在冲突中发展 的人类文化 已经构成 了一 

个有机成长的开放系统 ，就如 同向一池水 中 

同时投入多个石子而产生波纹 ，表 面上似乎 

只看到大石子产生的波纹 向四周扩散 ，而实 

质上 ，却是 多个波纹 的相互迭加 。无论 是强 

势文化还 是弱势文化 ，对 外来文化都应 该采 

取兼 容并 蓄的态度 ，积极学 习外来文化 的先 

进之 处，有效 用于本土文化的升级 改造 ，是 

保持本土文化持续先进性 的必然选择 要代 

表先进文化 的发展 方向 ，不 但要清楚方 向所 

在 ，更 要学会 如何保持 先进 ，才能真正 实现 

这一美好的理想。 

2 科学的发展是连续渐进的积累和 

不断革命的统一 

科学 的发展 也始终 处 于不断 的进 化之 

中 ，目前对科学发展模式 的解释无非有三 。 

如附 图所示 ：一是 渐进式 发展 观 ，认为 从前 

的知识包 含在后继 的知识 当中 ；二是革 命式 

发展 观 ，认为前后相继的知识体 不可通约 ； 

三是进化式发展观．认为前后相继的知识体 

互相有部分重叠llI。虽然对科 学发展模式 的 

解释 各有 不同 ，甚 至存在激 烈的 争论 ，但各 

种学说都有一 个共 同点 ，即都 承认科学 的理 

论、方法和观念体系等始终都处在变革与进 

化之 中 ，或 者至 少是处 在异化 之 中，只是对 

进化或 异化 的方式 、性 质 、速度 的理解 或解 

释存在争论而已。综合各种观点可以认为， 

科学的发展史既是不同科学体系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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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更替和革命的历史，也是不同领域知识体系 

相互融合 的历 史。 

科学 的相对性 决定 了每一 科学 体 系都 

有 其适 用界 限 ，都 有 产 生 、发 展 、成熟 的过 

程 。一种科学 体系成熟后 ，其发展速度 会渐 

趋缓慢 ，发展空 间也渐趋 明朗。此时 ，一旦有 

新兴 的强势科学 体系产生 ，它会坚决地 侵入 

到其 他科学 体系 之中 。牛顿力 学体 系确立 

后 ．在 200年问 ，其有关 “力 ”的概念 几乎渗 

透到 所有 自然科学 的学科 之 中 ，甚 至连宗 

教 、哲学 等也受到极大的影 响：由于人类认 

知水平发展的不平 衡，每 个时期都 会有一些 

学科 领域发展得快一些 ，这些发展 得快 的领 

域作为带头学科 ，往往可能会对 其他学科领 

域提供方法论上的灵感 和启 发 ，这样一来 ， 

旧的科学 体 系的发展 空间 也因新 兴科 学的 

不断扩张而受到抑制 

但科学 同时也具有一定 的韧性 ，一 个成 

功 的科学 体系在成熟之后 ，总是试 图维护 自 

己的核心地 位 ，即使遇 到巨大的 困难也 仍然 

会加 以坚持 ，而置 大量 反证 于不顾 。因此 ，和 

文化一样 ，科学一经产 生 ，也不会 消亡 ，总会 

以某种形式保 留下来 ，这 一点和文化 的绵延 

性极为类 似。我 们说科学的进化 ，除 了上述 

的扬弃和 否定之外 ，科学 的继承性也 占有重 

要地 位 ，即使 是激烈 的科学 革命 时期 ，知 识 

的变革也并没有那 么绝对。甚至 像地 心说 、 

占星说 等 今天看来 缺乏科 学根 据的 人类认 

知活 动 ，仍 然被列 在广 义科学 史的 研究范 

围。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 以说 ，科学 的继 承性 

超过了革命性 。科学 的发展 ，更 多地发生于 

继 承性 占主导地位 的所谓 常规科学时期 ，即 

使是科 学革命 ．也并非完 全绝对地抛弃 、否 

定 已有 的经验 材料和经验 知识 ．而只是调整 

或 改变 了整理 、理 解 、解释 这些 材料和 知识 

的标准 ，并 使新的标准 占据 主导 地位罢 了。 

一 般情况下 ，科 学革 命 中的 旧科学 体系 ，也 

不是 毫无保 留地被 抛弃 ，全盘被 否定 ，旧科 

学体系只是丧失了先前的垄断地位，正如儒 

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待遇一样。旧科学体系 

往往可 以通过将 不正确的东西剥离 ，将真 理 

性的部分有机融入到新科学体系中而获得 

再生，只是在新科学体系中不再占有主导部 

分 ，居于从属地位罢了。 

现代科学 的发展 ，一边 是纵 向研 究愈 

加深入 ，一边是 横向领域 层 出不穷 ；学科 内 

专业渐趋深入细致，学科间的统一和整合更 

加紧密 ，这两 种科学发 展潮流必 然会 导致面 

向各种 文化 的冲突和交融 。科学发展的上述 

兼 容特性 ，也就决 定了其面 向不 同文 化冲突 

时 ，可以有多种同构关 系的可能 。 

3 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同化和 

异化并行的同构兼容 

如上 所述 ，文化 与科学 ，是 人类 社会 两 

个相互影 响的子系统 ，二者的运动时而此 消 

彼长 ，时而相互融合促进 ，很 多时 候 ，这种互 

动关系是 同时进 行的。在传统文 化中 ，科学 

服务 于信仰 ，价值影 响着认 知 ，道德上 “善 ” 

的或政治 中上 “是”的东西 ，必然也更容易成 

为科学上“真”的东西 ，反之 亦然。在欧洲 的 

中世 纪 ，基督 教文化 盛极一 时 ，由于受 到宗 

教文化 的残酷打压 ，科学时 时都处于可能被 

认为是宗教异端的境地 ，此时的科学成了神 

学的奴婢 。科学也被某 种形式地宗教化 了。 

典型 的如托勒 密 的地心说成 了维 护宗教 文 

化权威的唯一科学学说 。直到中世纪末 ，注 

重 数 学 和 谐 的 尼 古 拉 ·哥 白 尼 (Nicolas 

Copernicus，1473～1543)要想发表《天体运行 

论 》，仍然要 以宗 教学 说的表现形式 才能得 

以出版。在该书序言 中，哥 白尼写道 ，“甚 至 

在 我所生活的地球上最遥远 的一隅 ，由您的 

教 廷的崇 高 以及您对一 切文 化还有 天文 学 

的热爱 ，您被推荐为至高无上 的权威 。”、“想 

到哲 学家 们不能 更确切 地理解 最美 好和最 

灵 巧的造物 主为我 们创 造的 世界机 器的运 

动 ”、“不 久 前在 里 奥 十世 治下 ，在拉特 兰 

(Lateran)会议 上讨论 了教会 历书的修改 问 

题 ⋯⋯因为 年和月 的长度 以及 太 阳和月亮 

的运 动测定 得还不 够精 确 ⋯⋯我把 注意力 

转向这些课题的更精确 的研究”121．上 述词语 

足以说明 ，科学 大师在用词上是 多么谨慎和 

无奈 。即 使这 样 ，红 衣 主 教 柏拉 明 (Be1． 

1armine)还 是宣 布 日心 说是 “错谬 的和完 全 

违背 圣经的”，哥 白尼的书在未经改 正以前 

不 许发行 ，只可以 当作 一个 数学 假说来 讲 

授 。直 到 1822年 ，太 阳才得到教廷的正式裁 

可 ，成 为行 星系 的中心 。这是文 化与科学之 



间异化 同构关系的一个典型 。 

令人欣慰的是 ，文化与科学之间，更多 

地表现为彼此同化的关 系。在文 艺复兴中形 

成的近代科学 ，事实上就融入 了基督教的传 

统 ；在西 方科学后 来 的发展 中 ，充分表 现 出 

了科学 和基督教传统 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科 

学 和宗 教的兼 容性在许 多方 面均 能得 到验 

证 。在古 代，科学和宗教都起 源于巫术 ，许多 

僧 侣和 教徒所从 事 的炼 金术 、炼 丹术 、观 象 

术 、占星术 等活动 ，实际上也正是 医学 、化 

学 、天文学 、物理学 等学科 发展 的前 身 ，只是 

到后来 由于 两者 的效用不 同而逐 渐分 化开 

来 ，甚至走到 了相互的对立面。再 比如 ，许 多 

著名科学家 同时也具有虔诚 的宗教信仰 ，法 

国 科 学 家 帕 斯 卡 (Blaise Pascal，1623～ 

1662)、英 国科 学家 波 义耳 (Robert Boyle， 

l627-l691)、牛顿(Isaac Newton，1642～l727) 

等 都是 如此 。甚 至科学 家在 表述科 学理论 

时 ，也常常使用宗教领域的术语 ，著名的如 

爱 因斯坦所说 的“上帝不掷骰 子”141。这些都 

说明 ，一定的科学总是沉浸在 一定的文化传 

统之中 ，包 括宗 教在内的传统 文化对科学也 

具有一定的兼容性 。当然 ，也不能 简单地认 

为 ，科学可以等同于某一 具体 的宗教 。 

科学 的发生 和发展 是近 代社会 发展 和 

进步 的重要动力 和标志 ，科学 的社会化 和社 

会的科学化是近现代社会 的主要特征 。科学 

的社 会化就 是科学 知识 及蕴藏在 知识 背后 

的科 学方法 、科 学信念 、科 学思 想和科 学精 

神等 ，通过特定 的方式 如教育等传播 到社会 

之 中 ，为广 大社会 成员所 理解 和接受 ，并内 

化为 自觉 的行为规范的过程。通过科学的社 

会化 ，科学也同步完成 了与传 统文化的兼 容 

同构。科学精神及其方法 渗透 到社会文 化革 

新运 动之中 ，实 际上 就是对传统文 化进 行解 

构 和建构 的过 程。就中国而言 ，传统文化 来 

源于 自然经 济的封建 生产方式 ，要去除 中国 

传统文 化中封建生产方式 的不利影 响 ，就必 

须求助于现代科学 的异化与重构 。任何时 代 

的变革 ，本质上 都是一 场文化 变革 ；时代 的 

转换 根本上也 是文化 的转换 。新时代文化一 

旦确立 ，旧时代文化 的社会应用 价值也就必 

然地要让位给新时代文 化。现代科学的迅速 

发展，使得西方社会宗教文化的主导影响早 

已让位给科学 ，也使得科学 逐渐渗透进 社会 

文化领域 的各 个层 次 ，科学 文明成为人类 文 

明 中越来越重要 的强影 响因素 ，甚至引起 人 

们对唯科 学主义泛滥的恐慌 和批判 。无论如 

何，现代科学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不可避免， 

问题在于如何 协调 二者的对立关 系。传统文 

化所固有的世界观 、价值观 、生存方式 、思维 

习惯 等都要受到科技文 明的挑战 ，这必然会 

造 成传统 文化的部分隐退 ，甚至一些 传统文 

化的精神 只能顽强地蛰伏于 家庭 观念 、社交 

意识 、生 活情调与 价值心态之 中。然 而，如前 

所述 ，在冲突中发展的传统 文化本身也是一 

个有机成长的开放 系统 ，今 日中国的文化 与 

20世纪初的文化已大不相同，与 20年前相 

比也 有惊 人的变异 。所有这些 变化发展 ，都 

是 传统文 化与 现代科学 之 间彼 此 交流适 应 

的必然结果。 

在文 化与科学 的同构过程 中 ，不能认 为 

科学就具有绝对 的先天优势 。实际上 ，仅仅 

追求客观正确和有效性 的科 学是不完 善的 ， 

科 学的发展还需要人文理性 的文化支持 。核 

科 学 、克 隆技 术等 都提 醒我们 ，科 学也 应受 

到来 自人类 不同文化价值判断 的合理制约 。 

这样说 ，并 不是 要限制科学 的任 何发展 ，而 

是说科 学的 发展也应 顾及 人类文 化的 正确 

价值判断。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也应积极应 

对科学 的新进 展 ，科学无 禁区 。不论我 们反 

对还是拥护 ，都改 变不 了科学 的发展方向： 

只有积极考虑建立 相应的政策法 规 ，对人类 

的科学行 为进行有效 的管理和控制 ，才能在 

文化与科学之 间确立 正确的同构关系 。今 日 

人类世界早 已拥有 足以毁 灭 自身 的核武器 ， 

但人类 并未 因此而 自我毁 灭 ，其原 因 ，正是 

文化与科 学在 如何对 待核武 器上 取得 了正 

确 的同构认知 。 

传统 文化与现代科学 的同构 兼容 ，是 当 

今文化与科学互动的一个必然趋势 ：现 代科 

学在技术手段 、思想创新 等诸方面为传统文 

化 的继承 和发 展提 供了新的契机 ；科学 的发 

展也 同样离 不开 传统文化 思想 精华 的价值 

批判 ；现代科学正从单纯认识 与改造 自然的 

初级阶段 ，发展为不断 满足人性化需求 ，既 

符 合 自然 规律 ，又符合 人 的生 存 、享受 和发 

展 ，趋 向于更加 高级 的当代全球 先进 科学 与 

文化兼 容同构 的文明新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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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ative Exploration about the Co-constructing and Compat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 odern Scien
．

ce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CO—constructing and compat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science iS analyzed． It points out that the human culture which developed from confliction iS an organic and 

open—end system，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s also the unification of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
SO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culture and science determines that it is completely possible tha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science pursue a favorable CO．constructing and compatible relation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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