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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科技文化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马文萍!靳凤凰!李
!

先

"大连交通大学思政部$辽宁大连
!

##%"!D

#

摘
!

要!中华传统科技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素材&中华传统科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针对当代大

学生对中华传统科技文化了解不深)认同度低)荣誉感差的现象$充分发挥中华传统科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育人)导向

和激励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传统科技文化!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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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化是指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

程中$利用科学技术使自身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革

所获得的能力及其产品的总和$具有系统性)整体

性)基础性和创新性等特点&中华传统科技文化是

指以农业)畜牧业和相对较弱的手工业为物质基础)

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以血缘和宗教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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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总和$存在于中

华民族早期文化中&其作为一种优秀文化$赋予了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自然和人文的意蕴$充分实现了

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和科技

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主要内容和

特质

#一$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主要内容

英国科学史学家贝尔纳曾说%*中国许多世纪以

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

#

-

&据

#G$@

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0记载%明代以

前$世界上的重大科技发明约
&""

项$其中属于中国

的有
#$@

项$占总数的
@D̂

,

#

-

&中国在科技领域取

得的成就巨大$科技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包括灿烂的

科技思想)求真开放的科技精神以及卓越的科技成

果等&

#=

灿烂多彩的科技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界出现了*百家争鸣+

现象$主要代表为儒)道)墨三家$在这三家思想体系

中$中国古代科技思想也运用而生&周易作为儒家

的哲学基础$其科技思想的核心是*观象制器+&老

庄科技思想的核心是*好道进技+&墨家科技思想的

核心是*巧传求其故+&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科技思

想处于发展阶段&汉代思想家形成了阵线分明的两

派$一派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为核心!一派

是以王充继承荀况*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为核心$

针对*天人感应+的思想而提出*天地含气之自然+的

实学观点,

!

-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在三国两晋南北朝

时期进入成熟阶段$其中玄学思潮的兴起$一定程度

上扩大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领域$并拓展了人们的

思维空间&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在唐朝出现僵化的趋

势$随着阴阳五行说的不断盛行$在科学家的理论研

究中出现了空前的解释性真空,

!

-

&到北宋时期$中

国古代科技思想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著名人物有

沈括)苏颂等人$他们主张用新的科学方法去描述各

种自然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并立足于对宇宙的观察$

同时还关注自然界物质的存在状态$他们的思想意

识成为了北宋科技发展的轴心,

!

-

&

!=

求真开放的科技精神

科技精神作为科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科学技术的灵魂$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提

供了强大的内驱力&古代许多科技文化的产生一定

程度上都体现了伟大的科学精神&/论语2子罕第

九0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孔

子断绝了四种毛病%不瞎猜$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

为是$这不仅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维持思想活力

与生命力的保证&孙思邈在医学方面提出四个有关

医德的要求$分别是%大医之心5大医之体5为医之

法.谦虚好学$尊重同行!为医之道.勤学深究$学

术精良$这种医德的高贵品格值得颂扬,

&

-

&唐朝在

科学技术的发展阶段$积极吸纳外来科技成果$坚持

开放的科学精神$进入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辉煌

时期&中国古代$通过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引进

了先进的制造技术$也充分说明只有加强交流$才能

创造新的知识&

&=

卓越辉煌的科技成果

中华传统科技成果取得了卓越辉煌的成就$给

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带来了极大的

财富$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

国的四大发明路人皆知$其他方面的成就也很是辉

煌&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天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典型代表即/甘石星经0的问世$为世界最

早$并且在声学及光学等物理学方面也取得了极大

成就!两汉时期$张衡对月食作了最早的科学解释$

并在此阶段$形成了完整的数学理论体系$除了天文

学和数学方面的成就$编定于西汉的/黄帝内经0$为

医学成就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东汉时期$

医药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

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0!隋唐时期$天文学和医学

方面的成就也甚是辉煌$主要有能准确反映太阳运

行规律的/太衍历0的问世以及/千金方0和/唐本草0

的编著!明清时期出现了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的

/本草纲目0$并在地理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除

此之外$我国在瓷器)太阳能)光源)温度计以及纸币

发行等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二$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特质

中华传统科技文化在农业)手工业)天文历法以

及医学)地理等等领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在中国生

产和生活领域的作用不可小觑$同时$其表现出许多

不同的特点$有经验性)实用性)整体性等&

#=

经验性

任何一个事物包括科学在内$其在产生之初$人

们对它们的认识往往依赖于对表象的认识$而不能

上升到理性思考&当然$人们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文化的认识亦是如此$产生于中国早期的科技文化$

人们对它的认识只局限于感性层次阶段$还不足以

能深刻而理性的认识其内涵$这种现象对近代中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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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技的产生与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中

国早期的科技思想$其主张的是直观主义认识论$忽

略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的逻辑认识$只求其然而不求

其所以然$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凭借的是主观臆断的

猜测,

#

-

&比如%古代数学$虽然一开始就与实际相结

合$但大量应用题只有题目而无中间计算过程$令人

费解$发展了两千多年仍没有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

没有发明自己的符号系统$甚至连个引号也未引入&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

A

-

A%$

&中国传统的科技

文化由于受人们主观经验的束缚$使自身的发展遭

到重重阻碍$最终也不能进入理性思考的范畴&

!=

实用性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的科技文化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都是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产生&中国

四大发明的产生$也是适应大一统的需要而出现的$

指南针$长期被用于*看风水+!火药是人们在制药与

炼丹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发明的$后来随着战争的日

渐频繁$火药被用于军事$巩固国家政权$现在的火

药主要用于制作鞭炮和焰火!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

制定$是农民占卜天象所需$满足了农业发展的需要

等等&这些古代科技成果的出现$都是与当时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促进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是过分地强调其实用性$加强

对资源无限制的利用$不利于构建科学的自然体系&

&=

整体性

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主要

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从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动力

来看$它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中国古代大一统封

建王朝的实际需要$使得科技可以*利用国家的权

力$利用集中组织的社会力量+来推动与发展,

#

-

&中

国很早就出现的*太医院+等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

就是以国家之力搜罗大量从事天文)数学)医学以及

工艺技术研究的专门人才&二是从中国传统科技文

化的思想来看$它蕴含有*整体性+的理念,

#

-

&中国

古代受*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影响$运用传统科技

在探索大自然的时候$不会置大自然于不顾$往往强

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追求的是自然和社会的

和谐&

二"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

认识

在互联网和现代高科技的冲击下以及西方社会

各种思潮的多方位渗透$当代大学生思想多元化倾

向明显$出现了多种思想的相互碰撞与交融$积极与

消极)正面与负面思想的交织$使他们对事物的认识

包括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认识存在迷茫与困惑&

#一$了解不深

在很多大学生看来$孔子不仅是一个相信*天

命+的人$而且是一位严格的保守主义者$但是按照

李约瑟对孔子的解读$孔子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

者$不仅对自然界的看法是这样$对人类社会亦是如

此&许多大学生认为*天命+即命运由上天安排$相

信*神+的存在$是典型的宿命论观点$实质上$/论

语0中提到的*天命+多是指宇宙与人生的运行规律$

另外$孔子讲的*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

律$不同于西方的*上帝+或*神+

,

@

-

&因此$/论语0中

的自然主义科技观实质上是引导人们挣脱宗教与迷

信的束缚的&包括对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学等方面

的成就$还有我国的四大发明$部分同学根本不能清

楚认识这些成就的表现以及发明的背景和意义&

#二$认同度低

认同是以了解为基础的$只有了解才有可能接

受认同&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认同度

低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大学生认为中国科技的发展

是和世界相脱离的$实质上中国传统科技取得的成

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其开放的策略&李约瑟认

为$如果说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科学特性的传统观

念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世

界性的$近代科学和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都是相

互联系)相互包容的,

%

-

&

#三$荣誉感差

鉴于大学生对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认知与认

同$他们心安理得的享受着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成

果$但是却没有真正地体会到古代科技给我们遗留

下的值得颂扬的民族精神&中国能在农业经济时代

取得如此巨大的科技成就$我们应该感到中国传统

科技文化的极大魅力以及其发展潜力$更应该感到

自豪$而当代大学生恰恰相反$反而对西洋文化怀有

尊崇心理&

三"充分发挥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

!"#$

年
!

月
!$

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见0中指出$要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55要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55强化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的引领作用,

$

-

&鉴于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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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化认识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发挥中华传统科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课中的育人)导向和激励作用$让大学生全面了解

我国优秀的传统科技文化&

#一$发挥中华传统科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是通过培养)提高人们的思

想政治素质来实现的&就当代大学生对我国传统科

技文化认识存在的欠缺以及部分同学不能正确认识

我国优秀传统科技文化的价值而言&我们应该将中

华传统优秀的科技文化的思想精华融入到大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使大学生对自然主义科技观

的认识不能只凭借感觉和表面意思$而要用辩证的

思维方式理性地去理解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深刻内

涵&同时$教师不仅要完成规定的课程任务$而且要

挖掘传统科技文化的精髓$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素

养和科学文化素养的培育$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主渠道作用&另外$教师要有机地运用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梳理传统的科技文化$适当地通过历史

典故)演讲)参观等形式$来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传统

科技文化的了解$增强对其的认同度$从而全面提高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具有合格而

优良品质的大学生&

#二$发挥中华传统科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导向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性)意识形态性的体现$对于引导大学生增强对中华

传统科技文化的认同度有重要作用&针对当代大学

生对中华传统科技文化认同度比较低的现状$我们

应该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握其意识

形态的正确方向&首先$要改进教师教学方式$发挥

理想信念教育的引领作用$对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

精华和糟粕区别对待!同时还要注重强化大学生理

论和实践的联系$教师不仅仅要加强大学生对传统

科技文化理论的认知$使大学生对传统科技思想有

所感悟$而且要将思想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中$提

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发挥科技创新精神&其

次$要引导学生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部分同学

之所以对中西方科技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他们不能把世界科技发展看成一个整

体$致使思想和行动目标缺乏一致性&对此$要强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让大学生在了解传统科

技文化的同时$构建自己对传统科技文化的知识框

架和思想体系$并且在强调人文理论价值的同时$注

重科技的教育价值&

#三$发挥中华传统科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激励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是指通过思想政治教

育$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目的在于充

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加强对传统科

技精神的重视$使其成为大学生思想行为的重要组

成部分&众所周知$在我国传统科技文化中$蕴藏着

浓浓的科技精神$比如%勇于探索的精神)坚持开放

的精神以及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等等$要通过情感

激励措施将这种为科技发展而勇于奉献的精神传承

下去$并激励大学生养成为国家)为民族兢兢业业的

精神&同时$充分利用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成就让

大学生了解其发展的历史成果$并加强对大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度$同时激发大

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培养当代大学生勇于

探索)敢于拼搏)以发展科技文化为荣)以科技发展

为职责的精神$为推动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理论支持&另外$还可通过树立典型$进行榜

样示范$引导大学生从优秀传统科技文化的典型代

表人物中汲取精神力量$达到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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