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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天主教内部也发生了宗教改革，其结

杀是毅教静崮凌。瑟教静鼙现又反过寒戮爨身占主导逢佼豹文纯徐疆蕊键

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成为近代科技发展的新动力。我国洋务运动

时期，儒家惑想作为占主寻娩位的艨惩体系，却没能有力地促进中国近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中体积用”的调和形式出现的儒家文化双，从开始

就是一个矛盾与冲突的产物，它深刻影响着中国j琏代科技的发展。本文以

洋务运动对期占主导地位盼儒家愚想{乍为疆究对象，以鼗教舱理作为参照

和比较，从科技发展的文化幼因角度去考察与追寻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

因。吉找矮豢豹舱瑾携害孛与舂代麓学按术熬发晨娶求耱一致，健嘻|鏊古代

科技的发展水平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它却与近代的科学技术精神产生了严

重静臻位，筏科技静发震爨驻落螽予嚣方鞠家。簧发震遥健稀学狡术盛缬

对儒家思想及伦理进行一次变革。丽儒家伦理精神在近代缺乏的正是像两

方宗教那样的变革，究其原闽，是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是农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彤势下开始近代化的历程，科技近代他

与民族救亡的双重任务决定了近代中国独特的“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模

式。在特定懿历史袋佟下，蠢对嚣方强势文纯鲍大举入後，“中传珏月”

是当时中国为保持民族独立、学习晒方先进文化而做出的艰难的文化选

择。这也是奁摹季技发溪西薪楚舜懿今天，科菝落瑟嚣家奁疆捉纯滋程中掰

共同面临的痛苦抉择。

关键词：新教伦理； 儒家伦理； 中体西用； 近代科技； 文化选择



Abstract

The Reformation occurred in the Catholic along with the seeded of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m． The result was Protestant’s emerging． It

conn^ibuted to the fbrming of capitalism spirit as its dominant culture values，

a11d it became the new driVing forc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nfucianism which as the dominant ideology failed to

eff色ctiVely promote Chines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u“ng“Westernization moVement”period．Confucian ethics which form is

Chinese Principle and 1V％stern Utility is a reconciling fbrm．It is the result of

conn‘adjctory and confljcting ftom the beginning and profbundJy af抬cted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The paper regards

Confucianism which dominated during “Westemization movement’’ as

research object，taking Protestant ethics as a ref色rence and comparison，this

paper t1’y to find the real reason fbr the backward of Chines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0109y ft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COnsistent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ncient，ancient Confucian

ethical spirit contributed to the leading posi“on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ving serious mismatches with the spirit of mod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it“contributed”to the obviously lagging behind western countrie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0109y，Confhcian ide0109y

and ethics must change a 10t．But Confhcian ethics was characterized by

lacking changes and had not many changes as modern western religion，

resulting ftom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Modern China began

“s way to modernization going along with the invasion of capitaIist powers．

The dual task，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ing and national salvation，

decided the unique cultural choice model——Chinese Principle and Western

Utility．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facing with the massiVe strong



inVasion of western culture to China or other such undevoloped countries，

Chinese Prineipie and Westefn U蛀lity was the best way to maintain notional

independent and to learn we8tern culture．This is also the painf．ul choice of

those countries whi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backward in the rapid

advaneed technology today．

Key words； Pro艳s摇mt罐lics；Con簸lcian ethics；Chinese Principle and Westem

U畦lity；Mode“l seienee al心tee巍nOlogy；(：u羚Hfe 0ho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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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 言

驱，他～生致力于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

闯的内在关系。韦伯在他的《儒教和道教》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本

羲作中，对清救【5l和儒家伦蠼做了对比分极，并从精神和伦理价{鬟的受度阐述了

他的观点：即儒家伦理不能像清教那样促进资本主义的形成。西方民族在经过宗

教改荤以后鼹形成匏毅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熬诞避佟弱；蕊衮方古

老民族(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这般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超了严

菱懿隧褥挥躅。在《耨教辁臻与姿零主义糖Ⅵ棒》一书孛，书绉强调了郡些与资本

主义精神有着广泛一致性的教义，而忽略了那些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和谐的因素。

在《霈激与道教》一书中韦绍帮采用了耱反豹程_亭，强调了那些黻褥理性的经济

活动的精神因索，而贬低那些十分符合经济理性的经济因索。【6l书伯观点的偏失

在于：一，时窀错位的比较。韦伯的失误不在于他对儒家伦理的独到分析，而在

于他忽略了儒家伦理缺乏适废时代煦改革这一环节。所以，健犯了一个文化比较

上的错误，即在文化比较上，他进行了一个时空错位的比较，把改革后的近代新

教舱毽与中国袁饯褒容舱瑾_避}行了魄较。二，忽援_i囊饯中黧被秀方裂强缓赂夔事

实。韦伯的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没有对当时中国的儒家伦理为什么不能

形成资本主义精裤熬辩{弋霖透{辛迸一步分耩，谴或卷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正税

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侵略凌割的社会政治事实，因而，他也忽略了中国的儒家(他

称之为儒教)在近代缺乏西方那稃宗教改革的事实。也就怒说，我们承认漆本主

义精神的形成与耨教伦理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新教伦理的形成则是宗教改革的

结果。中世纪的天主教如果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环节，它像中国的儒家思想一样，

也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糖毒枣。西方的宗教改革是纂予资本主义爨瑷蕊芽茂毒一

定发展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綦础上的。中国儒家伦瑷所以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精

辛孛，是因为鬣乏稼瑶方宗教改革戆环节，蠢搿滋漆乏这一繇节，蹩释当辩中蓬靛

政治形游以及民族危机有关。

中圜静逶代纯过程始终辞箍着潜簇救亡运动。褥族救亡是近代化过程中的首

要任务，其它一切问题都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体西用”的文

化选择模式应运而生，成为当时的保守派、开明派、温和派认识问题的一种思维

观念和思维方法。“中体西用”鲍文化选择模式正怒强调了作走“体”蛉馁家伦

理的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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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蓦

当今，我们蘸毅反愚馁家伦理与邋代科技的关系阀题时，仍感到历史麴沉重，

儒家舱缝为卡}么不能逶辩遗变萃懿逶应当瑟孪爨器上韵近代仡过翟?一方添，儒家

舱理鸯宅骞身黪历史镤褴，毽瑟一方瓣，臻辱静被侵略雯仍楚我们落后瀚遗症。

与诧稻应，在现代化酾进程中，落后豳家面输着两个难以解决的时代课题：一是

如何使自己酌传统文亿(思想与精神)通过炎革适应现代纯的进程；二匙在现代

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化、众球化)过程中，如何保持民旅文化的特色。解决

这些婀题必然陷入一秘二难选择的尴尬境蜿。我嬲豹硬究，倦许能给人们走出尴

尬境地提供一些有益的崩示。



筇一章新教伦理与曲方近代科技的发展

第一章新教伦理与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历史的iL_流，而不是单方面的作用。近代科学的兴起

就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作用的产物。新教在近代科学产生的过程中

为它提供了必要条件。天主教内部的发展变化本身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反

映。始于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具有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背景。萌芽的

资本土义篮得以发展壮大必须推翻教会权威的统治。宗教改革后兴起的新教伦理

一一这一反映新教徒共同的生活行为模式的宗教与伦理信条其实代表了当时政

治、经济、科技发展在宗教与伦理上的要求。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人们勤俭节约，

积极入世并努力创造财富，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义恰好是资本原始积累所需要

的。换句话说，经济发展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但经济上只有功用这一方面的要求，

它不可能对如生物学、生理学等未表现出功用的领域出入迷。新教伦理以宗教事

业这一文化因素的形式激发新教徒探索自然领域的持续必趣与热情，这是近代科

学作为一种理论科学所必须的。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糖神

(一‘)宗教改革的实质

恩格斯认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有三次大的决战，第一次就是针

对罗马教皇的宗教改革运动。1711 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发表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

的《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此后，改革运动在欧洲许多国家

迅速展开。他们在宗教方面提出的主张是：反对罗马教皇对备国教会的控制；反

对教会拥有地产；宣称《圣经》为信仰的最高准则，不承认教会享有解释教义的

绝对权威；强调教徒个人直接与卜帝相通，不岿有神父作中介等。运动主要分为

三派：(1)温和派，以马丁·路德为首，得到市民上层和一部分德国诸侯的支持，

三派：(1)温和派，以马丁·路德为首，得到市民上层和一部分德国诸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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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教伦理与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

建立了适合君主专制的新的教会和教义。(2)激进派，以加尔文为首，在日内瓦

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式的长老制教会，并在荷兰和苏格兰成为共和党人的旗帜，

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1640年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加尔

文派的宗教形式下进行的。(3)平民革命派，以闵采尔为代表，反映农民和城市

平民的利益和要求，积极参加并领导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宗教改革

运动产生了脱离天主教的新教各宗派。

传统的看法认为，中世纪以罗马教争为首的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

主要支柱和国际中心，新兴资产阶级如果要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和束缚，必须首

先对罗马教阜进行斗争，因此宗教改革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权的第

一次大的政治运动。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定性无可怀疑。但从宗教文化的

视角看，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更应该被视为宗教为适应历史的发展而进行的一次

自身的改革。虽然通过宗教改革运动，政教分离，资产阶级赢得了自己的统治地

位，似乎是统治欧洲数百年的宗教成为最大的败家。但不能否认，正是通过这次

宗教改革，使天主教改变了过去那种僵化的思想形式，适时地顺应了即将到来的

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要求，成为与时俱进而不被历史淘汰的宗教。然而在近代

中国，儒家文化正是缺乏这方面的改革。

(二)何谓新教伦理

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脱离天主教的新教各宗派，与之相应，也产

生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价值观念，其中最大的成果是新教

伦理的形成。从基督教新教发展起来的“职业”、“天职”观念认为，上帝允许的

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去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

在现世生活所处的角色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要珍惜时光，辛勤劳作，增加资

本，生活有节制，不贪图悠闲享乐，才能为上帝效劳。这一伦理准则成为日后构

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

马克斯·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分析是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

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的入世禁欲主义开始的。加尔文的“预定论”思想排

除信徒通过教会、教士、圣事而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强化了教徒除了自己别无它

求的自主意识，这是使教徒从枯燥乏味的修行生活转向积极投身世俗生活，从改



露⋯蘩强教舱疆与鹾方避代辩技的笈震

变蠢筏到转自改交氆器的肉农戏因。禳撵鑫已在瑷实睦器熬夜凌来确定爨秀憝簸

为“上帝瓣遮瑟”熬愚恕壤教徒粥熬努力王穆，尽职寄照掰鹱缮上帝豹戆宠援炎

生命r争最耋翳瓣，璐安中的姆一令人只要安分蛮己，努力王{乍藏会褥到上蛮靛懋

宠，生愈霞鼗褥褥救。热零文在麓豹《蘩餐教蒙瑷》中裳秣：皴蜜撬黢、蘩套熬

产、缀襄赢聪、羧赞致意等簿阑攥侵教圭碜{务一榉，麓露褫瓷受念予上磐。热尔

文教豹“天歇聪”怒突成毯谂事务繇为令人逶德瓣簸裹影式，蠢悫了鼗给熏添存

在翁爨义帮徐镶，劳瓣馥瑟怒势动蓉佟楚“为了上索戆蘩溅露擞务”这～撵圣豹

馁念帮鞭蠢。这虢形成了瓷本主义{|◇有瓣谂疆耩棒，为黻纛繁本主义匏袋震掇供

了豫疆上豹支恭。麓尔文教懿毅懿入{夔“綮姣鬟”褥创逡麓蛮横撵“获搭救羧”

豹鼹姆手段，认为哭商勤裔骛传、竟矧餐俭、创潦麓富瓣傣德方缝获褥t蛮瓣愚

宠，入毽禁皴煮义鼹墩照辩援，爱对袈侈攀聚稳慧慧囊缓撼致了瓷零未义麓塞瓣

积累，为瓷本荛义瓣发震奠定了狻嫫蒸疆。程热尔文器憋蒸酸上澎戒躲襁投投努

匿终生溪，撬驭数为天簸、勃蓄势黪、霓潮第後、裁逡麓蜜兹一系列愚想褒念，

{董长麓戆享主衾生活实黢中，形戏了一系列徐蘧蘩条，麴诚实守镶、獭势繁梭、憔

尽碜l守、酝繁瓣寮镣等，遮麓穰条内京羹燕镪禽“淡零主义耩耪”，簸秀秘磊凌零

主义麓技兴怒秘袭溪豹藕毒搴韵力。转‘

(三)资本薹爻糖棒

敷赘毽熬鼹煮采黉，寒教浚攀熬鞭学入穆弱藤爨本费劳不是支撼瓷零主义

豹，他们的动褫是纯粹永教敬，健稍麓改革识仅限于祭教肉郝，爵兢，不熊搬资

零主义壤褥瓣兴起萋藏爨寨教缓孳戆_鬟绥产物。鄹黧冀了一匕露露裁霆一系期激义

的灏教人士对资本主义糙享申的兴起所越的伟用，不谯予他们照接提髑资本主义制

度，露褒予镶稻掰褥撼翡耨教激义辨{誊现窭慕瓣裁耩撵黠久翻蕊影晌，遮耪赣糕

霉枣为霸瑟瓷本主义精摊的创立掇供了骥确豹糖导。

从新教豫壤所弓{审礁来静资本主义糖棒，其俸滚说主蚕肖；麓一，勤套缝努

力工捧镀认为怒一释荧德帮～耱遵鏊义务。王终{餐建毽竣零巍嚣坡渗魏。一个人

“在他的职蟾活动中藏霄一种黉任戆楚资零主义文化社会伦理中激其裔特征的

一点，在菜耱爨义，麴裁了这一稔壤鹣鏊旗”。繁二，追袋慰蜜与金钱翁滔漤拳

努就恳鼹的，丽不跫为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也不怒⋯种嚣怒，桶戚地，嚣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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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教伦避与鳗方避代科技的发展

地追求利润的活动逐渐被认可。致富、贸易和利润不仅是个人职业成功的证据，

丽且楚对个入德行的涯实。“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发财只要怒合法获得的，就被视

为美德和精邋本行的结果与表现。”【91第三，基于理性的严谨有祭鲍个人生活方

式受到珍视，遮不仅在于它怒达到长期目标和经济成功的途径，而且在于它是本

质上逡度积正当鲍存在方式。篱窭，应该为了未寒蠢推迟鼹藩载搴乐积煮绩豹幸

福。这种伦理的至善在于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尽一切力量多赚钱，同时严格地

遭受生活戆享受。薮教稔理掰缝{薹翡入存义务工揍，有义务充分舍耀缝黧羯荑季富，

有义务过自我克制的生活，这些都是早期商人的朴实、节俭、刻苦的美德，因此，

马克新·韦稳指出，新教静蘩欲主义懑想，对予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

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它哺育了i慝代经济人。”

i10】

毅教伦理不仅帮资本主义精神鸯着一静内在鳇亲和力，两且憝罢致资本主义

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新教伦理中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

精毒孛尘活麴舀鑫鳃敦秘令人签萼、个久戏裁霉要夔徐篷取趣，歪楚资本主义工穗

业发展的重要的心理因素，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则又大大推动了社会思想

静开敖轻容由=舞义懿发震。

二薪教稔理与器方邋健辩技

程方近代科学技术戆发鼹无疑其有“资本主义耩辜枣”戆魂力之源，褥“资

本主义精神”怒多种因素的凝结与合成。其中，新教伦理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精

季孛是“瓷本主义精专孛”凝结遗程审一个重要因素。运代哲学{毪帮科学一群，与耨

教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新教伦理的价值导向17世纪哲学的研究自然、

摇倍理性豹基本耩神，正是新教论毽在哲学中的体现。首巍，为颂扬上帝而把研

究对象转向自然。l 7世纪哲学家反对经院糕学把慕督教作为研究对象，丽把研

究的对蒙转向自然，把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眼前的自然事物，从天上

转到人耀。研究囊然是近代磐学鲍基本精专睾之一。人们用基然的簌霆来解释物葳

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制度甚至宗教本身。蜓代哲学的这种精神，在很大

程凄上是受到凝教关予颂扬上雩|}是蠢在鹣爨熬帮～锈麴{仑疆准裂的鼓藏。在毅教

伦理的允诺和支持下，近代哲学家们理直气壮地把哲学的对象转向自然。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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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而科学的具体发现则是科学发展规律内部的事情，与新教伦理无关。

首先，功利主义楚它们共同的孤剐。新教伦理越来越强调改造现世的价值，

它认为知识应按其有用性来评价，因为不论侍么行为，只要它能馊人类的生活变

得更甜蜜，能够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科学也是举持这样

戆原则。弗兰鞭疑·壤壤掺爨，痒嫠予言试露不产生功效躲叁然磐学，如同没有

功效的信念一样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科学应当被认作是有益于人类的事业。

弗兰瑟麓·培缀匏理想就是建立一静黻努予天类静搴幸学。辩学憝爨俸发现显然遵

循着科学自身的规律而与新激无关，但是，出于受到重视和得到鼓励，其发展就

会眈受戮泛损对要迅速褥多。丽在中毽纪，科学是被褫为髯漆而褥不到宗教支持

的，即使在比较开明的托马斯·阿奎那那里，他也只是主张要把神学和科学结合

起来而已，科学始终低于神学处于从属的地位。由于看到了科学对自然的研究能

扩大人类支配良然的熊力，科学作为社会一一经济功刊的l}人，褥剥肯定鲍谭价，

并被赋予越来越高的价值。科学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而不照令人讨厌的职业。新

教俭瑷佼鞋学疆宠骞了尊严、交褥蹇遗、戏海毒孛圣不哥侵瓷戆一壤事韭。㈨

其次，新激伦理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神圣的赞许，也就是指科学研究可以摆脱

裤学秘镇静长麓禁铟，走土～条独立发浸静道路。赣教{会壤谈为，“戳一耱令人

信服的、科学的方式”研究自然可以加深对造物主威力的充分赏识，因此，在颂

扬上帝方面，科学家眈那些稻尔的观察者更加硼练旃素。科学作为对上帝作品的

研究也因此藤受到高度重视。研究自然现象是促进靛颂上帝的一莘申有效的手段，

科学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辉煌，增进了人性之蒋。新教就是以这种直裁了当的方式

犍谗秘认可了秘学，并通过强健襄传援对辩学懿兴趣秀爨裹社会对辩学容懿浮

价。另外，科学也一再求助于宗教的保护。像当时的大科学家斯普拉特、威尔金

凝(基家学会魏主要灵魂之一)、串镢、波义霉窝爨翰t雷(john鬏ay，檀滋学家>

等人，都试图_i正明科学之路是通往上帝的，以此来为他们对科学的兴趣进行辩护，

使稀学王{乍成为一静“合法”的、可取静职渡。

第三，反对权威主义是它们共同的态度。如新教强调“一切信徒普遍鼹有教

士性质”。对于那些拥有才智的入来说，这懑昧着在受传统和教阶组织权威的影

响下独立地研究《圣经》，楚一种权利甚至义务。科学也是坚持这样的惫麇。开

普勒指出：“神圣的拉克坦狄斯，他镢认地球是圆的；神圣的奥古斯丁，他承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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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圆说，但却锈认地球上相反地区即对拓地的存在；神圣的宗教法庭，它承认对

拓地的存在，却又否认地球本身的运动⋯⋯然而对我来说，更为神圣的怒真理，

它揭示踺地球是一个小球体，地球上存在jc重拓地，两且地球在不僚地运动。”I”】

另外，新教伦理对待工作和生活的行为准则，也渗透在科学研究之中，并在

辩学家对德科学工作熬献身糖毒枣方甏打下了深亥l鲮印迹。

从马克斯·韦伯以来，人们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经济以及

近代鑫然科学豹关系遴季亍了大量懿蘑莠究，对它囊之辩翡关系已经蠢了览较滂鬻遣

认识。一般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和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活动提供

了有希j的文化环境。镣随宗教改革运动，大魏的薪教教派在各逾应运丽生，丽薪

教与旧教既有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新教戆站在殿旧教势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它继承了{目教的～些传统，又整合一批有识之士的新恿想，其中最核心的就

是反权威、反褰华，主张皂我拯救，溥心寡欲。“这弛关予思维与生活模式的共

同态度，可以用清教主义这个表达着(理一)分殊的字眼米命名。”【l6J社会学的

诞查显示，从16毽鳃到近瑗钱豹时媛，錾裁缝中秘学家戆人数癸魄人镪颈搴毒鹁

总数大得多，如“1663年，英国皇家学会有62％的成员就敦成分来说，是地地道

遥懿清教徒”。l"l薪教徒对鑫熬辩学的持续兴趣要魄l目教疑强燕褥多一一这一客

观事实是显而翁见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缴了这种效应呢?促遴近代科学产生

的有益因素有很多：对自然与手工按艺的惫度改变，人们在思想上已得劐解放，

理性能力已得到加强镰等，假这几点仍远远不够，因为对科学的磷究不只霈要开

放大胆的头脑，还需要有强烈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和普遍的支持。新教伦理正是

在这一点上把掇有这糖基驽教文化中蠢剥予近代辩学兴起豹条l牛缝一起来。

总之，独立地看，新教的产生也许是宗教内部的一次改革，但这种改革却

曩有耋太静社会意义，它不仅客菇上凳歪在澎戒的瓷零主义壤毒霉l提供了教理上赘

合法根据，同时也显明了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本身与时惧进的精神，预示着新

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存在着磐然的对抗，因而，一方蔼，新教为资本主义制

度的发展提供精神上的理据，当然，也为科技的发现与发明进行合法的辩护，尽

管科投的发现与发明时常“出上帝的丑”。弱一方面，新教本身也得到了制度上

懿支撑，资产除级的兴起同时雄砖着灏教豹发展与壮大。繁赣审裰书馆粒默顿的

研究，可以从中归纳出此类研究给予后人的骥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从一个独特的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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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考察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化因素一一特别是传统文化一一在

社会交迁中的作用及麓适当的作用方式。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看期，传统的延续

与社会发展、变摹之间存在浆种内在的联系：一方藤，传绞在社会变革的推动F

以自身改造的方式予以回应，另一方面，传统在改造自身之后又在传统的框架中

为毒圭会变革提供合法·黢论涯，以保证桂会在变革中寝藿庭性方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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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申维护任继愈的观点，近年出版的《中国儒教史》一书，成为第一部系统论述

“中圜儒教史”的学术专著，任继愈与李申成为当代坚持“儒学怒宗教”的代表

人物。第二，认为儒漤是哲学不是宗教。具体地说，孔子超人，不是裤，不是上

帝，儒学只讲现世，不讲来僦，没有宗教教义、教舰、经典、仪式，所以只能是

道德哲学，不栽是宗教。其{搴浚寒，“矮教{}激”澄实嚣上镶拯许多不羁躐点，莛

共同特点是都主张“儒学(儒家)不怒宗教”。其中相当一些学者认为儒学与宗教

没有关系或关系缀夺。主要代表人物寿张餐年、毽友兰等久。第三，议为镶学结

构有内在的矛盾，虽然是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不是传统的宗教，但在历史上起

了宗教豹律蠲。【2韬儒学其有窳教往(宗教信翻成分躐因素)，不怒纯粹的哲学，

但由于强调入世，又缺乏宗教组织、仪式，所以也不是宗教，而是介乎豫赣之间

的一种思想体系。比如，李泽厚认为，儒学所发挥的作用是一种准宗教的作用；

虽然傣学不是宗教，假它却趣越了谂理，达至4与宗教经验辐当的矮赢境器，鼹鼹

谓“天人台一”，可称为审美境界。还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有强烈的“宗教性”

_耱“宗教感”，著不楚摇秀方传统定义下魏葵寿严鬻组织戆麓疫能宗教，两是捂

儒家价值的信仰者对于宇宙的超越的本体所必起的一种向往与敬擞之心。【21】

觚滋土瑶馥看窭，德家蠡搴宗教定性本身并不怒一个穰本豹阔题，学者争论

的实质在于依据儒家的宗教定性问题来解释他们所震解决的当代社会思想文化

阔题。书伯把儒家称为儒教，其实质在于与新教比较，来解释中国何以缺乏资本

主义精神的阅题。因此，儒豢的宗教定性闻题更具蠢解释学的意义。据此，我们

较为赞同上面的第三种观点，因为，它更能够为我们本文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

勰释学上豹理握。

二甓家伦理糙裤

孔予儒家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相关，它的仁爱思

想反映了人们脱离野焱的奴索社会而转向较文明的封建社会的精神，虽然在当时

它的愚想具存怒夔蛙褥不被统治除级驱接受，但一摄封建到度确支之曩，它竣愚

想立刻就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散应。因此，从本质上说，儒家思想就是中国封建社

会豹基本精稿。楣鼹予疆方孛整纪黪天主教潦说，它虽然没有统一瑟独立瓣宗教

组织形式，但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与天主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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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具有宗教性，韦伯以儒家为儒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iiiI，也正是其缺乏西方

中世纪天主教严格的、统一的、独立的宗教形式，它与中谶纪的天主教又有本质

的区别，它更多的表现出理性的思想特性，与宗教的情感信{屯有一定的距离。122j

儒家思想的这种二重性特性，决定它对中国古代科技和近代科技有不同的

影响。燕妻嬖毅教稔理键戏了资本主义糖季孛懿形成，孔子瘊开镁浆鬟家稔瑾瞧捉戒

了中国封建主义精神的形成，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就是儒家伦理。作为

中鹫羹建享±会穗孛唪豹糯家伦理精毒害袭现在戳下冗方覆。

(一)天人会一熬大一绫壤秘——整髂糖害孛

中华民族憋文明楚农拱文暖，国家形成憋基礁楚跌农立屋。这决定了骧家窝

个体的意识与行为都必须放鬣在人与自然(天)的关系中，因为在生产力不发达

靛1癔凌下，久豹生存崧须谈羧予天。露潜，与鑫然鹣凌鬻并不是肇个个搭掰戆实

现，农耕文明要求人组成集体，在集体中，憨体的力基被置于优先的地位。所以，

中国表耩文稠拜境形成先民酌整体躐念和整体耩丰串，孔子掰代表静儒家整这种整

体精神凝练者。儒家的整体槠神首先以“天人合一”的观念表达出来，“天人合

一”强调入与自然(社会)怒一个有机整体，在此熬体观念中，天、道、太极、

气、理是整体泼全体的健身，阴阳、五行、八卦等怒整体螫素联系赡鳃结。人要

生存，其意识与行为必须以熬体为出发点。孔子说“生死由命，甯贵在天”，把

人数生惩与塞爽与天、会这些整体瞧东秀关联起来，辈人黪生琵塞费在整搭豹行

为和意识中才能实现。此后，藻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理学家提出“天人⋯理”、

“天入一气”、“天入万物一体”等，都是撼人静生存鋈予熬体静字密中象憨考，

人在整体中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儒家不仅把人置于整体的宇宙中思考，而

且，更强调把入置于熬体的享士会中。在社会整体中，入方商生存的可能与价值。

“仁爱”、“天理(公理)”、“天道(公道)”、“良知”具有普遍的整体的意义。当

个体的生命与普遍的熬体观念冲突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个体的优先选择。

霆为，仁与义本身是毒_七会整体褥以存在的兹提，藤个体的人只有奁整体挂会中蠢‘

能生存。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是农耕文明的结果，农耕文明的整体追求便形成了

政治裁凄上黪“大一统”糖耱，瑟馁家俭理溪是这耱文明豹反愚，又是鼷发藉毒串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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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阴阳和谐的辨诫精神——中庸糖神

当然，儒家也注随构成魅体的个体要素，整体必须有单个的诿素组成，从

宏观宇宙说，缀成宇宙整体的是天、绝、入三才，怒目月爨辰、春夏秋冬等；铁

微观的社会来说，组成社会熬体的是家庭、团体、阶层等。儒家对构成憋体的个

体要素都有较多的论述。但是，儒家对个体舞素的论述重心并没有放在单个要素

熬恚在结兹分摄上，憨是放在了单个臻素之阕在整体约功裁上的分辑上。瞧藏楚

说，它没有把个体要素从整体中剥离出来做单一的考察，而始终在整体的架构视

努中亲考察单个要素，看萁在整诲孛舞{霉莛嚣么样瓣乎鬻凌戆。零令要素在整镄

中的平衡功能成为儒家思考个体要素的唯一出发点。

邋过{窜税俯察，儒家认识羁在熬俸要索之闻，其平衡整体功髓的主强是闭

阳两种力量的对立统一功能，以及鑫、木、水、火、±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的联

系功能。阴潮五行既怒实体(阴阳二气)，又是功熊，而童要是功能。儒家(当

然也包摄道家蕊)把阴阳五行之间躲功能耱遍化为所有单令要素之间的功能关

系，从而形成了思考问题的思维模式：任何懿体以及整体内的个体臻素都可以放

在掰翳五行瓣愚维挺絮中。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整体要保持质的稳定平衡，必须使各要素在阴阳五行

豹平餐功麓下保替和谐有痔浆狭态。保持令俸要素之闰释落有痔袋为考察令簿要

素的唯一追求。此种思维观念的追求表现在社会整体中，就骚求组成社会的家庭、

个人为保持整体(集体)的稳定平衡，必须浣挥密和谐的功能来。保持入与入之

闻的和谐有序是个人功能价德的体现，单个人的私欲在整体中变褥无意义。如何

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序?一方谳，个体疆体现出仁、义、礼、智、信在社会

关系中酾谐懿秘能；癸一方露，还皮薅止弱鞠五行之阕黪极端走囱，具体寒说，

是在处理问题时应避免“过”与“不及”，遇到问题应“叩麒两端”而“执其中”，

痤“辍蔫鞠露遴中腐”。}2魂上下骞黟、柱会稿谐、天下太乎是茨寒葑建绞渗者遥

求的理想社会。儒家阴阳五行平衡功能的追求凝聚成了和谐有序的精神，而这种

精神芷是中菡这个敬农立国的封建王琶酌铡度精{诤。驻4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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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入世糙神

相对于佛教等宗教的出世思想来说，儒家历来存入世的精神。入世精神要

求社会现实中的个体溉不能逃避现实社会，也不能抗拒现实，而麓要积投正视现

实，投囊现实，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类社会做出大的贸献，只有这榉，人的

价值才能体现。“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5]

是其理想的追求{“来妇生，焉知死”，要把握生懿，不要考虑死蜃是成傍还是残

仙。当然，儒家也讲“不朽”，但是，它的不朽更着重人的功业精神的不朽，“立

德”“立功“‘立言”怒天生瓣不箨静遣求。在臻家番寒，入戆存在首先建道德豹

存在，人的德性和德行表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人活在世上，得首先证明自

己是一个其有入性的人，道德至上、道德优先是其精神的核心。儒家对入的重视，

儒家的积极入世追求凝聚成儒家重现实的精神，也具有某种实用的精神。这种精

神也正是封建社会制度的精神之一。自从汉代儒家独尊以盾，由子政治制度上的

支持秘文化知识上的认圆，僚家伦理成为普逶性伦理，馕家的佗黩糖毒枣成为封建

制度的台法精神。在此后历史衍变中，儒家伦理精神逐渐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思维

鼹念秘愚维方式。与德家稔鬟壤薅秘对应，壤家鲶趱壤稿壤寒下瓣憨维戏念与愚

维方式也有三方面：黢体思维、辨_i难思维、实用思维。

三儒家伦理精神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影响

无可否认，直至明代中期，中豳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先进的地位。

中国古代科技蟪先遴健与中圈鸷建拣会占绞潼遗像戆意识黪态一一壤家懋想寒

内在联系。在古代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虽然需要一定的经验基础，

毽是，疆技躲滚匏形躐窝簧攒需要绺识太煞慈结。甏古代掰辖藜科学家无一不起

在儒家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他们从小读儒家经典，受儒家精神的熏陶。他们的

思维躐念窥思维方式深深打上孺家愚怒豹烙印。因就，彳乍为儒家慈悲核心的伦理

精神对中国科技的发展有直接的作用。当然，作用商积极的方露，也有消极的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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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伦理精神对中国古代科技的积极影响

1．原创儒家与古代科技

《汉书·范文志》则对“儒家”作了概述和界定，说：“儒家者流，箍出于

司徒之宫；劲久君颓黼疆、麓教纯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予仁义之际，褪

述尧舜，宪章文武，宋师仲燃，以熬其言，于道最为赢。”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

中可以看出，儒家文化有三个主要的特点：熏道、熏学、漾致用。

营先，镁家重遣。馁家谫的道凝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馕家

所谓的“天”既有天命之意，又有自然之意。因此，儒家讲“天人合一”包含有

对羹然瓣疆究。姨魏予对吉代辩技萋终熬整理和聪究，到纛盂学溅懿、鹫予戳及

《易传》建立了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和阴阳八卦自然观，都充分的表明

锈家耋视对自然懿研究，重耩对辩羧的骚究。萁次，儒家霪学，“游支亏二六经之

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他主张“多闻，择其善

者而扶之；多觅而识之”。孔予讲“博学”，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纯、伦理道德方

恧的知识，而厦也包括学习良然方藤褥知识。因此，他不仅自己学习和磷究以往

的科技著作，而且还向学生传播包括科技内容的知识，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

本之名”。后来豹愚煮攀派跌及苠予、《易传》同榉瞧广泛涉猎基然簸识。正因先

儒家重学，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着科技，先豢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研究古

捉辩按蘑终。键餐掰熬理、磅究淤及撰著装《大戴魏遗·爱小正》、《滏书·篱贡》、

《礼记·月令》等都是当时爨要的科技著作。此外，《诗经》、《尚书·尧媳》等

儒家经典氇都涉及丰密的科技知识。这样，先秦儒家实际上把科学知识毽容予儒

学之中，而这魃科技藩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

知识基础。再次，儒家重致闱。孔子熏入道、重学问，最麓又落实到致用上。在

为政方露，孤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托”，f2q讲邀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f271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螽子发展成为“仁政”。在儒家看来，

游“仨黢”，藏要发袋农选尘产，当然逡藏离不秀发震农鼗秘按。12蹦由数器衷，

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

关，又要磷究天文学、建瑾学渡及数学等等，这本赛就表锈穗家憨想与稀技豹密

切相关。在中围古代科技体系中，农)№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学辩领域发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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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艨御儒家具有的重道、霞学、煎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本身包含了融合科

学、研究科学和发展辩技的要求和可能，因藤饺馁学带有明显的秘学内涵。嚣且，

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髓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

涎德耋点畜涨不嗣。翔寒钱爨学礁立了鼹家瓣遴学传统，鞍多遣发撵了锾家重道

的特点，同样也明显飙有科学的内涵。宋代理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

瀵静鹜最下，大都深入学习耱磅究当露寸的辩技，辩按懿发装戬及秘学家对是熬之

理的探讨是程朱理学的“理”的科学基础。因此，“理”一L丌始就具有科学的内

涵。采熹静“理”，氍是形葡上的“太极”，又是其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

因而也包括了岛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哲学。这

些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

释，使之包含了接叁然之螺魄内涵，贼予了科学懿惑义。采代理攀家，尤其是寒

熹，不仅以科举为基础提出“理”的概念，而且运用“理”的概念研究科技，并

取褥一定懿辫技残裁。圜魏，妇暴露寐我稳豢学考述幸亍全方位戆磷究，藏不麓不

提到他们对于科技的研究和贡献。

2．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

中图古代科技孕育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阑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与

古代辩技的关系，不仅表瑷爻蘧家惫容秘搜，馕家学者磅突辩技，；丕表现必臻象

文化具有科学的内涵，【29】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荫先，儒家文化培养科学家的

久格素震。在儒家文纯免主流文讫静背景下，缝大多数科学家鑫夺都学习过孺家

经典，为的是进入仕途。他们无论詹来是做官，还是成为学者，或是平民，早期

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对于他们的价值观以及知识结构的形成都必寇会产生霾要的

影响，这事实上为他们后来从事科学研究奠定科学基础。他们在成长过稷中、在

闩常生活中、在学术交往以及科学研究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

文化是鼹髓数人撂素矮，影蟪麓链们熬生滔以及科学磅究。其次，馕家学毒芟靛价

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幼机。中国历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肖三种：～是处

于莺诗民生静霉要；=是密予“仁”、“孝”之德；三是塞予经学戆嚣馥。腿撮零

上说，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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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拳”之德。就怒要实践儒家的“仁”、

“孝”理念：Hj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蘩发挥儒家之道。因此，科学家研究科学的

动机最终都源爨儒家魄价值淡。第三，儒家学说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磺究的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商相当的知识熬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

多数秘学家数嫠礁知识甚至一些专数基硝懿识最镑帮是驮馕家经典中获缮戆。在

此基础上，经过他们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第

霞，镛容靛经学方法成为重蘩豹辩学研究方法。毒予尊豢经典，繇以科学磊秀究只

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J1=，只是在对经舆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

章算术》，君有《丸章算术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裔《神农本草经集注》

诸如此类。这与儒家经学的发展方式是一致的。

慧夔羲袋，霭豢瓣谂瀵精穆瓣吉代搴萼技戆教涎蒸蠢积极的{謦瘸，遮转积缀

终羹l淡联为德家稔瑗糖糖每秘毅躐念戆一羧瞧。逸藏楚诞，秘技发爨发瑷黥愿绦

鼹念方法与镶家舱懑壤释黎蠢～致魏，～方溪，馁家稔攥掰表联滋憝熬体精狰、

辫{垂酾瀵耱糖、入墩壤耱暴侮僖襞为挚爱蔑羧豹蘩傣戆、交凭豹、蜜麓豹蕊缭浚

念秘瓣绫方法，邀萃孛露缭溪念霹方滚撂移了吉代辩蔽戆发疑秘翎逸；嚣一方甏，

袋学技拳本爱反避聚又强德了馁客俊褒鬻霉枣。对予蘧卷褥毒，申嚣袁我秘警搜本

无一不镄蕊l曦馕家徐壤精害枣戆褥饺，中陵吉代科学审农澎、蘸学、天文学、数攀

较为发达，遮藏发逸豹秘学帮爨寄爝家“天入会～”魏憋缀残念游最。在敛农立

圈黪农娩文嘲中，入冬爨然、人与人、入与蜜巍都嚣予懿铬戆、交纯稻瀵、实震

靛蕊考中。农娩要事浚，妊颓对舞然蕊境鸯憨傣貔掇攘，鼹天邋与入邋之阕静嶷

纯关聚畜漾刻戆试浚；怼予久懿德藤寒滋，久髂懿燮瑗、瘸建交纯甄与羚在环壤

存在饕变蘩关添，穗与蜜囊内在羲索瓣平德蠢关蓉。中嚣学熬“轰运六气”谖藏

是蘩予久与熬然黪关系纛撵趱；“蘩、测、翊、落”瑙蘩予久楚鸯税熬舔、入髂

聚豢之闻霭袋交纯平簿羲瓣念；耀慰予谣鼷宋谥，中医并不饕黧入侮攀个要素懿

磅突，露受麓霪要素之逡(懿聂黢六茨)静交纯乎鬻关系。

壤家论蘧耱享枣不阏予中艇鳃瓣寨教像璎壤季枣，申瞧鳃豹窳教稔瑗精李枣建交

在寒敬壤{霉蒸磁主，猿然褒教义联论专骰爨密瑗瞧靛藏努，毽瓣越整袋愆上繁翡

馕慧臻镩燕整蘩鹣，它蚕容经鼹辩援发明来凌援上粢戆存在。德寨恿怨潍嚣宗教

瞧袭鞠它爨蠢莲瞧主义【3q懿姆征，宅撬继豹“天入会一”莠不疑蠢怒越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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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天人之间关系的思考更多是基于人性的意义，丽不是僚仰的欲求。因此，在

儒家恩怨中，它并不讴斥科举技术的发现与发明，相反，它往往利用科学技术韵

知识作为其人性的证暇。这也{车就是古代中犀科技能在儒塞文明中发展的主要原

因。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缺乏了西方中世纪聪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缺

乏了嚣方这些癀蒙运动鼹爆发窭懿擎鑫力爨与运饯秘学技本发震豹强大劾力。不

过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在j垃代不需要改革与启蒙，儒家恩想所具有维护封建制

凄鹣宗教牲功能淘棒彩响蓉中蓍近代嵇援静发袋。

(二)震家稔疆糖秘瓣遥我摹萼技发震戆溥辍彰夔

馕家文像默及馕寰抡理壤毒孛所孝斥射出的思维淡念秽思维方式与中国吉钱秘

技的特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儒家思想、科学

技术始终娃子一静菝极瓣、稳定懿互确关系中。整楚这静鬏极静互动关系疑憨在

封建制度内运行，一盟超越了这种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范围，那么，其积极的互

动关系将被打破。姨辩学技术发震酌角度看，封建敢治经济翻废、儒家的伦理精

神、古代的科举技术三者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处予一种三足相互支撑的平衡中，

如果其中任意一足出现问题，那么，其平衡性也会出现问蹶。在中国近代的历史

中，封建魄政淤经济制度、馁家的伦理精棒没有变化，藤发生变亿妁是近代科技，

所以，前两者明显会与后者发生碰撞和冲突，儒家伦理精神与近代科技发展显得

毒些疆榛不入，馁家捻理糖枣誊对吉代秘鼓懿壤壤方褥筵瓣嶷藏了漤极兹方露。器

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与其自身的思维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关，此种思维观

念与愚维方式在哲学主体魂鸯形焉上学或掇缀论静躐点。辩铁÷纛氆纪以来，交

然科学为了研究自然界的各个细节，就把它们从总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对其特性

进行分门剐类的研究。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深入到许多具体过程的细节，把各种自

然现象分别解释为某一特殊物质(如燃素、热质、电液、必粒等等)的机械移动

和量的增减。如，在自然科学中逐渐分化出许多具体科学，像热学、电学、磁学

等等，冬门学秘罄积累了大燮瓣知谈，露虽对已有憋熟识，蠢了分类，毒了头绪，

便于揭霈其中的因果联系。自然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同古代的、中世纪的直觉

豹笼统静或愚辨豹试识方法耨魄，麦疑是基大戆遗步。毽这些方法帮灌穆默铯遮

使人们养成了一种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肴问题的习惯。即形而上学的思想方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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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反杜轼论》中，恩格斯对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有比较详细釉糖辟的论述，

一方面指出它从自然科学产生的必然性，在许多研究领域中的必瑟性，另一方面

又指出把它移植到哲攀中成为一魏特存的思维方式艨具有蛇局眼性。“当我靠】深

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

眼藏懿，是一凝出季孛耱联系翻程互终耀无穷无尽圭|廷交织起窳夔垂麟，其中没畜任

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

素翰的、餐实矮主正臻豹毽舞蕊是吉希籍哲学熬瓷器鼹，褥量是蠢赫拉竟零l特最

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两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

变纯，不断地生成和消逝。像是，这种观煮辍然正确地把强了现象的总萄丽的一

股性质，却不熙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丽的各个细节；丽我们臻是不知道这必细节，

就看不清总画丽。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

中抽出寒，扶它们的特性、它嬲数特爨的原爨和结鬃等等方囊来分燃缝热以硒究。

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

在吉受瓣我豹猿疆人郧墨只占有放鼷戆遮鬣，因为魏餐营建必矮羧集末季瓣。糖确

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熙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丌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

拉馅入继续发震下去；可是，真正静鑫熬秘学只怒从15{逢纪下半时才开始，飘

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蘸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拟备种自然过程

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

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器方面获褥巨大进展的熬本条传。但是，这种

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纳各种南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

开宏大瓣总戆联系去逑嚣考察，因熊，裁不是从运耪豹状态，露楚扶戆史瓣状态

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糈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褥作永憾不变的东西；不是从

活翦状态，藉怒获冤瓣状态去考察。这器考察方法被涪穰帮洛克觚鑫然辩学孛移

植到哲学中以厝，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丽上学的思维方

式。”【31j

恩格斯虽然是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论述谣方自然观吉代与近代的不

同，但同样也揭示古代科学技术与_i琏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不间特征。指出了近代形

露上学基然鼹京科学技术发鼹史上的必要性。对照疆方，中国近代正是缺少了这

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方法论。儒家的伦理精神以及由此丽衍生的思维观念和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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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法始终停醴在古代素朴的、辨证的自然观上，与近代科学技术追求的自然观

并不一致。其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宠的羹要动枧之一在予满足

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

重豹主要是毒连技兹实际功用，这裁决定了中禽吉钱萃萼技爨嶷翅特缝，富鸯务实精

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

技匏实舔特缓薏耱当鞠显豹，是主要静。与实焉毪{|每捱穗联系，吉代辩学家较为

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缀验性的描述，因而是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其结果，

使褥科学研究仅仅箨籍在经黢住豹鼷面上。

从思维观念说，儒学长予辨证思维，却不善于分孝斤思维，谈论问题往往是

浑论不析，习惯于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在整体中各个部分息息相关。这个

戏点发展到科技中来簸是重视综合。黢的整体硬究，滚视从熬体上把握事竣，不韪

把研究对象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研究它们的实体和属性，细致探

讨宅聪豹奥秘。因毙，攥家黪整体毪糖耪往往注重攀秘整髂懿功虢疆努群，焉缺

乏事物内部各要素的构成性分析，其分析结果具有模糊性。而且人们对一切物质、

精享牵现象靛鑫采经都不愿幸警实质往豹蛩}究帮解释，往往班一“气”了之。辩于元

气说，严复曾作过一个很中肯的批评：“今试问先擞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

可界说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媳。然则先生一无所指，皆谓之气而已，指搦

说理如是，与梦呓又俺以异乎?”mj

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熏和谐，坚持中庸，浸透于中华

民族文凭腿傣躲每一个毛手l。赛“窝”转“孛”撵为中缮民族豹一顼蘩本糖李枣，镬霉

中国人十分注煎和谐岗面的实现和保持，做南不走极端，糟力维护集体利益，求

丈溺孺存夺舅，藏了入察懿饕速愚缭暴翊。但是，中藿镶学这耱爨“帮”持“中”、

贵“和”轻“争”，讲和谐，求统一的观念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道德理

想，对于科按的反思就有着狠大豹不足，它缺乏了积极避取的精神，求稳怕变，

也制约了社会、科学鹈生产力的发展。口3j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缀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

学家来说，苓仅馁家熙想是不可违饕的，露显，各门学科懿“经典”也楚不可违

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的继承、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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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或注疏、诠释，并猩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网而表现出明鼹的继承。即使

有所剖耨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酾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西销家稔理嶷革静缺乏

瑟方近代季喜学技零是律隧蔷爨中蘩嚣方转教±麴是遗露簧入孛零豹。瑟怼

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当时西方传教士为了吸引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对天主教的

支持，往往鬻话方酌一些按术发窝<如钟表、玻璃、三棱镜、撬球役等)寒酸§l

上层人士，而且，他们也像佛教刚传入中国一样，尽量把外来思想披上本士思想

的外衣，因此当时西方的宗教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恿想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人

们对磷方科学技术的力量没蠢深刻的认识，最多嗤之以“毒技淫蠲”。鸦片战争

的失败，人们才真正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力量有切肤的感受，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

弱落爱，于是攀习嚣方数秘攀技术残为当务之急。健是难翔蓑瑟缓说，经济政治

制度、制度伦理精神、科学技术往往在一个社会中构成一个互动的平衡整体，任

{可一寿静交纯豁可煞打破其熬薅静警德瞧。鸦片藏争螽，清朝柱会藏瑟狡麓这个

整体平衡被打破的局丽。对于清朝来说，在引进学习西方避代科学技术时膘保持

平衡，簸必须肖促使逝代科髻技术繁殖发育的土壤，必须改革不逡合近代科学技

术发育的经济政治制度因素以及与之楣关的意识形态，但怒要改攀这些，无疑是

清朝政权的颠覆。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说明，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不适成近代科

学技本豹发鼹，馁家豹伦理糖神也不戆孕育燃近代科学技术螅愚缭戏念秽恩维方

法。儒家伦理精神如果要促进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就必须对自身进行变

革。整跫，辕辫予封建经济致浚裁癀上茨矮家伦瑾糙糖在辩建经漭政治制度不改

变的情况下要作根本性的变革谈何容易。所以，如果把儒家伦理与西方宗教改革

稳眈较，儒家伦理缺乏的芷蹩像谣方宗教那样懿改革。

儒家伦理为什么在近代缺乏一种与时俱进的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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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体西用”下的中国近代科技

民族恁枧与民族心理

鸦片战争觚，中飚文化跫开始了交流，假是，那时的交流是在民族独立、主

权独立的背景下迸行的，无论是明朝还是清初的帝王都具霄华夏民族优越于蛮夷

的自傣心积优越感。褥且，蠼末清翅的中鹾文化交流，并没有构成广泛鲍影嚷，

交流只局限在上层极少数有识之士的小范围，交流的内容非常有限。鸦片战争的

隆隆斑声，打骏了涛蠢王{薹及民众长麓形成戆民族巍绩心移凭越感。

清初，曾谢短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但是，由于清满族入关前魑一个人数少而

落焉酌民族(农毅镧液)，入关看，蠢对入数众多静汉久霸中覆毙避赘文纯，统

治者始终存在糟一个矛盾的心理，～方面，他们要接受中原汉族先进的文化，他

们才能被汉族所接受，其统治才能稳固。另一方面，他们裔身民族的落霜性和少

数性，又使他们具有民族的忱患恐惧心理，惧怕外在文化对零民族的浸染和改变，

从而影响本族的统治。因此，他们对待异族文化的政策也共有矛盾性，对汉族文

纯寒瀵，健稍一方嚣大曩采取笼终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嚣科取士，开馆修书等，

另一方面，对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异己分子，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高压政策。而

鼹嚣方文豫来浇，一署始是龛诲，聪蓐是簿斥封阕。清耪绫治者在文德这铎上始

终处于接受与排斥的心态。不同的是，他们对待汉族文化是接受与排斥同时进行，

丽霹西方文化是先接受后捧舜，壹弼疆方焉藏力敲嚣文证交流的大门。瑟以出魂

这种不同，是阏为谭方文化在清初并没有对其统治地位构成直接的威胁，简单的

采取排斥的态度并不会造成统治地位的动摇。

潼纫统治卷的这秘文化上的矛矮心态可以说一誊贯穿予清朝的任键一个帝

王，鸦片战争盾，这种文化心态发展到了极致。如果说在清初，这种文化心态典

型逮葳浚在对德先进豹汉族文证上粒活，那么，瀵寒刘共黧逑反浚奁砖镣霆方文

化特别是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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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对“坚船利炮”带来的西方文化所做的一种文化选择，成为中国人突破“夷

夏大防”、调和中西文化冲突、重新定位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也成为中国近代

化变革的思想基石。【34】如何对待“中学”，成为如何对待“西学”的不可分割的

另一面。洋务运动酝酿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倡议“采西学”的大背景下，己经

自觉地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做出了安排，后来在与守旧派的论战中，有关“体

用”、“本末”、“道器”的论说，逐渐成为众所关注的论证方式。

(一)古代哲学中体用、本末、道器范畴的演化及内涵

1．“体”“用”范畴的提出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用”分别表示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体”指

本体、本原，“用”指应用、技用。在“体”、“用”的相互对峙之中，“体”是

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因而“体”又往往与“道”同义；“用”则是“体”的外

在表现，是“体”的产物，因而“用”又往往与“器”同义，或者也可以将这

两个词连用为“器用”。像许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一样，“体”“用”也是从日常

用语衍化而来的。“体”指肢体、物体，“用”指作用、功用。苟子最早把“体”

与“用”同时并举，但仍是从直观的日常的意义上说的：“万物同宇而异体，无

宜而有用，为人，数也。”【35】后来，“体⋯用”从一对日常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

但它们的直观的、日常的含义仍有很大影响。

最早把“体”“用”作为一对哲学或玄学范畴使用的是魏晋时期的王弼。

王弼把老庄的“道”理解为“无”，因此“无”就成为本体或实体。无与有之间

的关系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体和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万物都

是作为本体的无的表现(用)。【36】在王弼哲学中，本末的范畴是与体用范畴相联

系的。“体用”与“本末”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本体论色彩。虽然在概念形

式上，它不是由王弼最先提出，但却是自王弼开始而具有了哲学本体论意义。

王弼称：“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

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万物只是依赖“无”才显示出自己的贵重和发挥出自

己的作用，因而“无”才是万物和作用的本体。如果舍弃“无”以为体，也就

从根本上背离了大道。即道是无德，有德则己失去了道。在玄学家看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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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族文化的先进性有可争议的话，那么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性则存在

着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的失败，证明了中国当时科技的落后。面对这样的事实，

清朝统治者以及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深有体会，国家要强盛，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

科学技术。但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和西方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为主的资本主

义制度相关，而要在中国发展先进的科技，必须具备这些刺激科技迅速发展的因

素。清朝统治者面临着制度的选择以及自身统治稳定的问题。对于先进的、强大

而野心勃勃的欧洲资本主义来说，丌拓国外市场，进行经济剥削是其唯一的目的，

当其遇到阻碍时，战争侵略以及紧随其后的政治控制成为主要的途径。在这种情

况下，落后的民族又面临着民族存亡的问题。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民族存亡问题

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对当时的人来说，民族的存亡常常和当时的政权存亡联系在

一起，为保持民族的独立，就必须维护政权的独立和存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

独立的标志，民族存亡必然关涉到文化存亡。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儒家文化特别

是儒家伦理构成了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构成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石。因此，鸦片

战争后的民族存亡问题首先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存亡的问题，中西之间的冲突首先

表现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论是当时清朝的统治者，还是普通的士人和民众，

其文化心态都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客观的事实逼迫人们承认和学习西方

先进科学技术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本位。在二难的文化

心态下，“中体西用”应运而生，他们试图在此观念下，走一条既能保持民族独

立又能使国家富强的道路。

二二难心态下“中体西用”的形成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引进外来文明成果，无论这种文明成果具有如何

先进的性质，也只肖解决好它与本土情况的结合问题的前提下，才能驻示出它

绣具有的先进效能。对予中国这榉一个鸯着长期独立发展历史的大国，尤其楚

有着卓越而悠久的传统文化的大国来说，这桩从西方引进文明成果的大举动，

无鬣燹是妥芬}起文鲠：瘸念主豹匡大震撼霹猛蒸洚突。“审终疆震”蘩“中学羹钵，

西学为用”，它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形成定型于洋务

运动詹赣。鑫冯桂芬最先撬毫，最螽集大成予张之漏，怒19警绝惹半期中藿文



第三章“中体两用”下的中国近代科技

“用”容易，假会通“体”却很难，即便是圣人也是如此。【”

2．“体”“用”范畴的几种基本内涵

总起来说，“体”“用”关系的錾本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懿先，“舔”“焉”是实终与功耀之闺瓣关系。在这令意义上，“俸”“矮”

范畴同它们的日常用法的联系比较接近。“用”不仅被理解为“体”的表现，而

且被毽勰为“体”酌劝霜。摩朝崔漾在《墒翁探玄》中说；“凡天邋万物，酱有

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磁之妙用也。”【381“实

体与功用”也包含社会伦理、价值、功利等函素，察体的“功用”之所以为“功

用”是相对于人需要和目的谣言。

其次，“体”“用”之间的关系作为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南宋的朱熹主张以

“理”淹“髂”，毽悠瞧主张“爱”叛“髅”爻投撂，劳表瑗“传”：“与避为俸，

足与那道为体。道不可见，因从那上流出来。若无许多物幕，又如何见得道?

便是诲多麓事，与那滋为髂。”【391寒懑还说：“拳之滚或壹，或激躐波浪，是臻；

即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和波浪处，便是体。，，【40J因此，从认识过程来讲，既

然{奉决定了用，那么我们就河以由潮而知体。比方说，强月寒暑疑雳，所以Ej

月寒暑之理是体，因此，可以从日月寒暑这种表现去把握其背后的体或根据。明

清之际的王夫之与朱熹相反，主张以气而非理为本体，但他像朱灏一样相信由

用薅熟体：“蛰言道蛰，出赐以缌俸。不善衰道者，妄立一髂瑟瀵用以从之。”

【411作为“本体与现蒙”之间的关系的“体”戚“本体”，既有自然的客观的万物

之理懿含义，又有入与入之溺熬孬免凌列、徐篷理想戆含义。一方瑟，“体”是

“所以然者”，另一方面，“体”又是所以然的道理。这样理解“体”，对洋务运

动中豹“体～‘锺”范畴鹃含义将奢纛要影酾。

第三，由以上这两层关系，又衍生出体用的第三层涵义，即根本原则与(受

根本骤则支配、制约的)具体方法的关系。因为本体之所以为本体，即怒现象

存在的根据，所以本体的援定性或特征，必然也要体现子现象界。如“逆法基

然”，则万物均以自然而然为原则。崇本息术，即是依据体用不二的通则强调本

钵对瓒象雾静绞辜支浆建位。事实上，王弼在注《老子》繁三十，℃章露阏时邀

写道：“本在无为，母在无名。”理学的心本、气本与理本中的本字，都有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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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换句话说，这第三层弓I申义与本来范畴内涵4S卷棚近。此外，体用还

蠲来袤示一秘多、全鄹谪、必然窝稻然、源戮帮结巢、圭螯秘次瑟等关系。麸

这里我镪霹以蓑剩，单缝豹实体积功蠲鲸关系，翱攀缝懿本体与蛾象静关系，

都不镪含价餐和工具之间韵关系静意慧。只有这两滕关系的交叉，郎不建把本

体溺现象相对藏，氇不怒把功蠲同实体相辩邋，丽逶淝本体，尤其蔻儒家的“天

瑷”同功用相对应，才能引出十九世纪下半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命灏。

3．“体用”与“道器”、“本束”

“体”“爝”范涛瓣传统疆解劳不包含价值与工其懿含义，所鞭，逅代主

张“中棒话蒡l”翡愚憋絮常糖“体”“翔”关系等同予“道器”关系。因为“遭”

明显更邋台于表达“本体一现象”中的“本体”的含义，丽“器”则同样很明

最墟爨适合于表这“蜜体一劝爝”中的“功用”的含义。《爝易·系辞》中挺出

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东两，“器”是具体的、

蠢形有蒙的永露。Ⅲl鸯彤有象的器镪默无形茏象敬道理薅戈缀据。逅代麴一些

思想家在处理中国的伦理道德与西方的器物之间的关系时很自然地接受了《易

传·系辞》载这个蕊点，俸耀与遵器糕联系，覆其鸯了徐篷与工是瓣意义。

“零末”与“搭震”黟联系始予魏晋瓣期故玄学家，魅们爝“本来”涞说

明本体论上的“有无”关系嗣社会争执哲学中的“道”和名敬的荚系。【43|在王

弼看来，无稻有，道和名教，怒本鞠束的美系：“薄，本也；子，末毽。褥本崴

知本，不舍本以运末也。”【44】在这里．本末阐然有主次、高低等价值评价的含义，

傻重点已经从价值评价转向对分别标以“本”、“永”两项之问的那种决定与被

决定、弗且不可相互分开的关系。王弼讲“崇本以恩末”，并不是为了贬抑术，

弱歪楚为了“崇本以举菸寒”。【451远代隳怒容攀把“零寒”萼“体躅”并撵，“本”

巍“主”罄“根本”、“主要”熬意熙，“泰”即“支末”、“次要”毂懑愚，它织

主要辫j慕处骜中学与西学、农妲与工鬻监的轻重圭次关系。中謦传统豁豢本榔

束、蘩农轻工裔静蕊点在中国近代籽技发疑中有鬟鬟影响。

总之，自从“体”被确指为伦理瀵德、纲常名教以来，“体”萤“用”轻，

就是中国哲学家们奁处理体、鞠关系上所长期坚持的一种蹒点。“中学为体，茵

学为用”是中围近代知识分子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上所采取的一种态度。H叫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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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期的文化争论中。不管哪一派人士使用这些范畴时，都并不在意其精确的

内涵。袍稍无非是借溺这些人们惯搿的字敝、术语，表示中学和两学哪个重要

哪个次要，哪个是主干哪个怒枝节，哪个越主导作用哪个起从属{乍用，哪个是

最高准刚哪个是应用方法。f47I

(二)近代不弼派剐的体用潞

“中俸瑙霜”强调了中阑垂身文{乏相辩于西方文他的主体璁餐，弓{遴滔学，

是为主体所用。对于个体来说，中学是立身之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立

身之本。就传统思想方法言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语)强调体用在

同一时空中的一致性，有体必有用，由用以显体，蠢什么样的体必有什么样的

用；有什么样的用必宵什么样的体。体用关系是指同一事物的体用，而不是把

耀令事憋拿采，一个菇体，一个戈用。毽卡丸世纪审赣之嚣中国社会夔瑗实，

却对这种思想传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中”的物性实践层面的“用”的怀

疑成为普遍往鹣葑我瓣灞。褥在燹深垂熬耩李孛皈镀逸释上，在疆生懿闯入者与

濡染已久的父母之邦之间，士大夫们心灵的天平当然只能倒向精神伦理价值之

体。所以，“体”“用”在“中体西鬻”这一命题中由于分满“中”‘西”蕊产生

分裂，遮反映的并非思想方法问题，而是现实运动本身的内在张力。反过来说，

这种张力也意味着，“中”“西”两个本是相距万里的地域概念，由于“体”“用”

的分别定位露获褥数趣论上瓣统会关系，联反映的共裴物性数瑷实，薅仅仪是

主体心态性的希望，一种弥合现实中国与理想中国间差距的希望。它深刻地反

映了一个重要瓣褒实蠢霉题，帮麓鼓遥锭往与文纯谨绕懿尖锐矛薅。

：i聩代洋务时期，无论是开明派、温和派还是守旧派的代表都愿在“中体西

耀”静穗维模式下楚联嗣邃的，都强调中鬣豹“儒家伦理”之体静不交懿。

l，瑟黉派静我寝——洋务运韵撩裁戆瓣怒家：j舄桂芬

滋桂芬(180§一1874霉)，i王芬受县人，字辏一，号爨亭，遂建进±，援

翰林院编修。猩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冯桂芬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继承并

发震了鸦片藏争时期儒家改孳派静经毽愚憨，又是_i蕴{弋中鬻维薪运动静憨想先

驱，他的本辅思想是避代“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蓝本。‘481冯桂芬的思想对于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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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应对飚方文化挑战时的能量与机制，留下了很大

的研究空阕。i49j

亲身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冯棱芬清醒地感到阑难当头，民族已经深陷危

机。国家与民族的重煎危机，促发了冯桂芬的爱国热情，1861年他写下了关系

图计民生的《校鼻S庐抗议》一书。在书中，健全嚣缝握露了渣朝绞浚的腐朽，

怒斥了资本主义对中网的侵略，集中表达了他的思想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

凭主张。全书j囊簇都愚藿绕爨强震舞，蘧我塞强方路成为开启一代囊嚣{豹先进

思想，深刻体现了他的中西文化的体用观。冯桂芬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鼓诸国富强之术”，瓿蹩德裔强方珞静药方，萁基本涵义赣是：在基本维持中

国封建制度和儒家伦理的意识形态这个旧“体”不变的前提下，达到学习西方

各国的先进技术这个新“用”，依靠政权实行自上衙下的变革，谯中学和西学

兼容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鹾学辅助作用魄价值。

后来洋务派的“中体龋用”说，改良派的“道本器洙”说等，都源于这里。无

论说“本”，遥是说“遴”、滋“{搴”，其实溪都是鸯讨论镁家学说、抡絮簇教、

宗法观念、封建专制制度等，认为这些是完荚无缺的，不能改变的；而中国不

霜露方豹姥方，不在“本”，不在“遘”，不在“铬”，嚣程稔迤黪耀帮秘学技

术，即所谓“器”、“术”。因此，要变革的不是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而是怎

样使国家富强的措施和方法。

在《校郐庐抗议》中足以反映冯桂芬思想中进步性、时代性的是他对两学

的倡导。i5。1这在他的《制洋器议》、《采西学议》、《善驭夷议》和《上海设立同

文馆议》等嚣零中，都有详尽的阐发。在《铡洋器议》中，冯挂芬站在天朝大

国的传统立场上认为：“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美)，百倍于法，二百倍

于英”，嚣且“五溅之内，目瘸吾嚣无求予稳重焉蠢足者，独有一中华”。正是

这种带有盲目自负的心理，使他痛感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屈辱求和和资本主义侵

路者霉无忌撵缝劫稼，趸“有天遮开薜骏采来有之裔绫，尼有心知盎气焚不}孛

冠发上指者”。【51】他认为“广运万罩”，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的“第一大

国”，却“受剃于小夷”“丽见然屈予圆国之下者”并非偶熬。饱总结说：“入无

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德不如夷。”这“四不

如夷”涵盖了中学与西学在认识、缀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在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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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已经朦胧地接触到君主专制与西方民主的优劣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人

自不如，尤可融也。”l鸵}这种话出自一位饱读诗书、萃耳第得意的传统士大夫之口，

确实是非同小可!他一扫虚骄自大的陋儒习气，提出一系列“博采戳学”、改革内

政的变革思想。153j

势7技出“皱俺以小悉强，我何以大憨弱”魏原匿，冯桂芬对中露文纯终

了较为认真的比较。在他看米，中国文化的劣势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述包括

经济、教弯，瑟至竣渗裁度。嚣方奁技艺、教弯、军事等方嚣懿优势一藏被矮

固派视为“雕虫小技”。冯桂芬则把他提到“富强之术”高度来认识。在《采西

学谈》中，泻棱芬曹斑措密：今之天下，已{#三代之天下，中国传统的菜黧文讫

知识已经落后于时代。他说：髓方国家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

得格物至理，鼹地书备列百豳山川聪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这不能不

是中华“学士之羞也”。【54l他从“法萄不善，虽古毙吾斥之。法萄饕，虽絮貊吾

师之”i551的基本认识出发，掇倡采磷学，即向西方国家学习。而鼠采西学，不

隈予“历算之本，揍皴之理、割器巍象之法，轮瓣火器”镶。中灏蔑是臻藏茜

方国家的书籍，应“择其有理者译之”，凡有菔于国计民生的，都应该广泛吸取，

磊不瘦寝其势惫援淫巧。由藏毒冤，缝霹瑟方国家翡稀学援零÷分熏程与赞赏。

尤为重要的是，冯桂芬从“制洋器”到“采西学”，把幽时中阔人对于西方

文纯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德曹先肯定了话学的丰富警先进，并且依据“夫

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56l的道理，观察到先进的瑗学正是产生先进的技术和

机器豹基础。他所提剿的“器”“技”已经不仅仅限于船炮，而且箭眼点忍经从

“器”“按”的层露上升至4学理鲍层藤，也就是自然科学鲍层垂。表明觉熬的A

士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文化的认识已从为求船坚炮利而提倡引进西方先进

军事爨壤泠段遴震龚认谈其鑫然辩擎窝裁蕊工艺豹镶走露是张学露嚣方瓣学技

术的阶段。

在冯桂芬静思葱中虽有遥蠹毽器潮流采谣学酌一面，德{渔熬立论去|】镄不褥

不奉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遮既反映了时代国情所加给他的思想烙印，墩反映

了披荆斩莽的先驱者所受到的羁绊和局限。冯桂芬龆强方略中作为“体”的“中

国伦拳名教”，本来楚挝建制度的精幸枣支柱，然露，在中殛文化盼接触中，这个

“支柱”和“根本”融经腐朽不堪。因此，冯桂芬提出以“诸国寓强之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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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的形式来支撑这座封建大厦，免于坍塌，这是传统的儒学人士在内外

交困之中所能找到的唯一支撑点。科举出身的冯桂芬，儒家思想和文化对他的

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不可能抛弃从小信仰的学说，更没有从儒家文化本身去

寻求对它的改造与更新。即便如此，冯桂芬主张变法、革新的言论仍旧是大胆

而激进。他生前密友吴云在为《显志堂稿》，作的序中就说到：该书“愤世嫉俗

之心时流于笔墨间，故立言不免稍激”。[57]他的以“本辅论”形式所呈现的对

待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体用观”也正体现了他从激进派思想向维新派过渡的思

想特点。

2．温和派的代表——洋务晚期的洋务重臣：张之洞

洋务派虽然与冯桂芬在《校郐庐抗议》中的主张存在某些相通之处，但他

们竭力抵制变法、反对革新、压制民权。洋务派的“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

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虽提出某些改革主张，但是这与“中体西用”初始阶段着

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是违背和矛盾的。冯桂芬在经济上反对官僚垄断

工业，主张发展民用工业，政治上深刻批判封建吏治，推崇西方民主政治。这

是他与洋务派思想的基本分歧。

张之洞(1837一1909年)，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宇孝达，又字香涛，

号壶公，晚年白号抱冰老人，洋务派后期代表人物。作为晚清重臣之一的张之

洞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期正是晚清

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时代。时代造就了张之洞，而张之洞的言行也深深地

打上了时代烙印。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有关中体西用说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在戊戌维新期

间(1898年)颁行全国。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把自己的文化观表述为“旧

学为体，新学为用”【581。这一主张在中国近代通常的表述为“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也

就是内篇解释中体，外篇则讲西用。而所谓旧学、中体，就是在“保国”、“保

教”、“保种”的大题目下，维护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内篇·教忠第二》

列述清朝有仁政十五，强调“本朝德泽深厚”，中外古今均无与伦比，因而四

海臣民都应对清王朝尽忠报国，杜绝一切犯上作乱的邪说。在张之洞眼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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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即是国家，“保清”就是“保国”。《内篇·明纲第三》重申“君为臣纲，

父为予纲，夫为妻纲”，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馥之原本，入

禽之火防。”抨击了民权学说和父子、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张之洞看来， “保

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这些构成了旧学、中体的核心，也是中体西用

理论框架癌中学提对予嚣学鼹最后黪线，一垦它们拔突破，中体双恩说也就失

去了意义。所以，虽然在《劝学篇》问世眉，尤其是康梁等人的变法失败后，

中傣程爱说罄一度残隽文纯瓣怒赛黪嚣遣，达到登蜂造辍的逡步，毽它态到了

顶点，也接近了终点。清术新政，承认君主立宪政体的合理性，猩政治思想上

放弃了对传统政体静潮守，中落谣掰{筵觚魏稽淡下去。鬟辛亥革命推蘸满赣，

建立起菇和政体，“霜为臣纲”的中体更是从根本上被推倒了。

当然，张之酒并非冥顽不化的顽固守I料派，程《外篇》中能键倡学习西方

的科学技术，甚至有条件地学习西方的教育、文化、经济体制，妻张变慧，抨

击顽固守旧派窗目排斥西方文化，“固蔽傲慢”、“自陷危亡”。洋务运动使

张之溺意识到仅仅爱中学来“正太，§”是不能摆腿被瑶方列强款褥懿命运熬，

而要求强求富就必须通过“务通”以“开胍气”，就是要提倡西学。所谓“西

学”裁是摇“疆致、疆艺、秘变”，张之濑试隽“嚣艺菲簧，瑟竣荛要”。强嘲

对于西学的学习，“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予经义，其心圣人之心，行圣

人之彳亍，良拳涕惠信为德，戳尊主疵民为敬，虽朝运汽税，夕骢铁路，无害为

圣徒也。”[60】可见，学习西学，仍襁务通，开风气。

酋先，张之洞倡器对外开放豹方针。他承认欧洲国家先进，中国已经落后。

欧洲兔进的魇阏在于“教养纛强之政，步天测地、辏物利民之技能；曩出凝法，

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按，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

阕茏广，载匿零戳采焕然大变，三卡霉内遴凌戈速。”瑟我国“聚是簇其}曩法，

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蒲围”，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排除自塞之心，学习西

洋各国的“教养富强之政”。否蹋，“若循魏不改，谣智藏餐，中愚盏爨，”

“举中因之人民以尽为西人之所役受。”【61】这里，张之洞已经把实行对外开放

的必要性和不对外开放的危害性讲得很透彻了。第二，张之洞主张推行戳“兴

剥”为基标撵弦农工巍协调发展的方针。他泌，“保民在赛，葬民在教，教农

工商，利乃可兴也。”【621农工商是相互依存的，三者之中，农为基础，并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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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要重视科技的投入。否则， “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于解于土满人满之

饥。叫”1第三，张之洞提出了以培养人才为宗旨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他认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并指出“智以救亡，学以益

智，是以导农工商兵⋯⋯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

国虽危，不能残其种。”[64l这样他就把兴学育才提到了自强救亡的高度来认识。

作为中国温和的开明士人的一种文化选择，“中体西用”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

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深刻交融的产物。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

却是“中体西用”说的力行实践者和理论总结者，同时，也是有意识地对于中

学和西学的斗争做了一个官方的总结者。作为守旧派代表的叶德辉在当时就指

出张之洞与康有为观念的共同处，他说： “《劝学篇》言保园即以保教，国强

而教自存。此激励士夫之词。其实孔教之存亡，并不系此。”l65l张之洞关于保

国保教的言论与康、梁当时的同类表述基本“雷同”，他也接受西方人以力之

强弱分教之文野的观念，大胆表明“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的观

点。【66J而叶德辉认为，中国文化本来就不是“以兵力从事”，更不能“以强弱

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6。¨应当指出，无论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是冯

桂芬的“本辅论”思想，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从封建王权的利益出发，认为封

建制度和封建的“纲常’制度不可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与守旧派是保

持一致的。

3．守旧派的代表——保守的晚清文人：叶德辉

叶德辉(1864—1927年)，字焕彬，号郎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后

迁居湖南长沙，曾做过清政府的吏部主事，所以人们常称他为叶吏部。在中国

近现代史上，叶德辉是著名的守旧派、顽固派，一生几乎始终处在进步运动的

对立面，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思想自然微不足道，然而作为清末民初的文化

名人，他一生的经历、思想的变迁又是近代中国中西之争、新旧之争、政治与

学术纠缠不清的一个缩影。

维新变法时期，为抨击新政，湖南人苏舆将一批守旧人士反对维新的文章、

言论编纂刊印成《翼教丛编》(1898年)，叶德辉的文章几乎占了三分之一，

这使他成为新派人士眼中顽固守旧的典型。【68】他反对变法、反对新政，首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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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出于维持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立场，另外正像他在《与俞恪士观察书》中

所说的：“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粱

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69】这表明他反对变法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

保守的儒家文化立场，是一种对儒家文化前景的焦虑使他做出了这样一种选择，

这就是：唯恐变法以夷变夏导致儒教的衰坏，最终教亡而囤亦亡。以至于表示

“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有所不顾。”[70]这里所表现出的是

．干十强烈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或者说是保守思想。【71】

传统儒学认为，孔子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系。叶德

辉正是由此出发，反复论证儒教是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同

时极力辩护儒教优于西教，反对通教合种的说法。叶德辉在《非幼学通议》中

说：“生民不可一日无教，教不可一日无学，学不可一日无经。”【72l以儒为学、

尊孔崇经是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儒学是儒教的理论部分，儒经是儒学所绕

以旋转的轴心。而文集以“翼教”命名，就说明他们维护的不仅是儒学的是非，

而且是儒教的存亡。在叶德辉看来，儒教最重要的原则是“忠君”。其他原则，

如敬天、孝亲、爱人等等，基督教有，儒教也有，这不是他们的特点。只有忠

君，才是儒教的特点，也是儒教的最高道德。儒教已经成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

根基，是人心所系：同时，儒教也是普遍百姓的信仰，“虽不识字之农夫牧竖、

妇人幼子，无不有‘孔子’二字横于胸臆问。”【73j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叶德

辉认为“用夏变夷，则必入穴以探虎；援儒入墨，则将买椟以还珠”。只有深

入中西文化底蕴，才能做出判断。在叶德辉看来，西学不过是诸子之学的流风

遗韵。西方文化凭借着坚船利炮涌入中国大门，又以各种各样的奇技淫巧给中

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先进技术的传输过程中，西学也将宗教、价值观念、

政治思想输入到中国，使中西文化呈现出强弱之分。可以说，叶德辉是中国近

代史上较早认识到西方文化侵略的危险，感觉到西方文化在“力”的方面的优

势，但是他从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角度出发，峰持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反对西教

胜于儒教、西学优于中学，极力主张夷夏之防不可破、合种通教之说不可行。

“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则鄙见断断不能苟同者。”

【741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叶德辉的见解似乎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华夏农

耕民族在被周边的夷狄所征服之时，却能凭借先进的文化最终将征服者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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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叶德辉的致命弱点在于，他所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的变局，此时的西学决不

是掰史￡的夷狄所能纥的。

叶德辉维护儒教的正统地位，排斥西学、新学，似乎是不识时务，傻又有

他自身的内在逻辑。缀然他怒守l丑顽同的熊型，但是有关他的“新”的一面的

言论也很多，烟“忱时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宣变蠹，憔是朝廷不言瑟孳茅言

之，未免近于乱政”，“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夫不通古今，不得谓之士，

不识粒务，不雩罨潺之俊杰”。}7邓但怒熟餐交，变赞么，时戆辉舂它不阂戆怒舞，

在某种程度上，他主张学习西方的技艺，“中国欲图自强，断非振兴制造不可”。

至于萁德方瑟，要么不是关键；要么是不熊变鹃立国之零，特嗣怒文教方蟊。

如果说洋务派和维新派主要是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出发，宣传不倡导西学不变法

将要亡国的话，那么，叶德耨更多的是着眼于中国文纯的前途来反对通教合种，

反对伸民权、开民铿，但对变法、对疆学不是全部反对。这静变法和对魏学敬

吸收都只能是在坚持以儒教为“本”的前掇下进行。当内部变法变乱儒教、外

部文化入侵威黪到攥教地盘魁，德裁会采取一穆森严壁垒戆对策，从恧鼹示篷

不合时宜的强烈的保守性。正像他自己所说的： “人持异激也愈疑，则人之护

教龟愈力。营入之言鞠‘争爨存’，瑾雪然氇。”泓l不遵，我费逡痤当蠢到咛

德辉的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开扁了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先河。

扶玛61年冯桂棼在《梭绨庐抗议》中疆“本辅论”最早阐轰“中俸两用”

的内涵，到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表述方

式成为“举国至言”，依然阐守中学之“体”，历时三十多年，期间守jH的顽

固派反对“瑗鼹”的声音不终于耳，足可以想象“中体”浆生命力俺等顽强!

“西用”的引进受到朦层阻挠折射出文化磁撞中的心灵挣扎。不问的人站在不

嚣黪立场对“孛馋嚣矮”茌敬驻零，毒戆更强谖“疆援”熬一瑟，存鳇受考虑

“中体”的～颇。以溺桂芬为代表的洋务思想家在阐释“中学”时的特点是菲

薄“遥吉”之学，鄯：秦汉之螽静专锎主义文纯；豢蠢“远古”之学，帮：尧

舜三代文化。他们遵循的是一条“返本开耨”的思路，所提倡的“中学”更多

的是指中华文化的原稍性精神，如优患意识、变邋精神、行健不怠、民本思想

等等，他们鼓吹设议院，呼吁民权，当然供助于茜学，同时也以五经和先秦诸

子佐证。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擞臣们都是以“名教”的捍卫者自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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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倡导的“中学”，侧熏点在于秦汉以至明清愈演愈烈的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

谴铜静纲领就是“三缁矗常”。“中体西用”部分满足了当时朝野上下许多人有

心救国又要维护文化自尊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和嚣方国家的双重身份有

关：既是瓜分中国的“列强”又是富强和先进的学习榜样。即便怒将“中体西

耀”宗鐾付诸实践努力的洋务派也不褥不联对文化抉择数瘸苦，露随着警午战

争的失败和因势同衰的局面，不能割舍“中体”而引发的心灵的挣扎，对中华

爱族瑟言，这个过程怒籀丝裂菠般到弱乐骞浆文纯魏越感耱文往鑫蓦麴邋翟。

三“孛体嚣躅”褒对孛嚣近代攀}鼓鳆影睫

(一)学习题蠢、发燧科技的泛奈途径

鸦片战争以来，积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阕荧自守的大f1，对中翻进行

了疯_狂的侵略，使中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时期中园科学技术的发

展，馁深刻逑磴羞这榉款对代特色。【771囊对羹强懿侵略移因家民族戆危亡，中

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出现了一批要求向西方学习的人士。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技术，

{蔓跑较j跫速遗传灭中潮，其蔑摸之大，数量之多，彩旗之广帮是蓊瑟未有豹。

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中翻广大知识群，尤其是～向笃信儒学的人士，对于

瑗学输入给中学构成滟{串击，t阮心静{唾l丽又箍着蠢可奈筒靛态度，大有入在，

可是并没有～个人能够拿出一种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合理方案。尽管是～些极

其热袁提倡学习西学的人士，～旦念及中学的价值时，也立刻变成了迂腐圃执

救卫遭喾。这秘状况，是与彀期作为宦方哲学的程寒理学对于自满以来的宫宦

士庶造成的巨大影响十分不开的。

鑫于统治嶷溷斡{瑟导，缮着魏纛之遂的名义恕体理寨法秩淳躲龌豢褒教襻

圣化、绝对化起来，于是得以造成了学术文化定予一尊的社会舆论环境。在这

样的舆论环境中，在缡鬻名教已被羹造藏骜遍蓿静煞气氛笼罩下，人销一时自

然难于解除思想上的传统偏见，难于挣脱长期形成的约定俗成式的束缚。因此，

在“中学与西举之争”中，蔽对西擎的一方，固然以维护纲常名激为旗帜，而

提倡鹾学的～方，也蠢不以无害恧有蕴于维护纲鬻名教为其采西学的理论前提。

论战双方都在力证自己才是凝正豹卫道之士，至于洋务派所尊崇的纲常名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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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程度上是出自信仰的真诚，何种程度上是出自策略的需要，则因人而异，

且难以划分清楚。不过其中识有一个共同之处，遮就是德们把{睾为“大本”面

推崇的巾学，并不解释为内容极其书富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丽怒只把

它归结为孔孟传承的礼乐教化、纲绍伦常。这和守旧派心目中的中学，并无实

质性的区别。可以说撅中学螺结为理学家鼷宣扬懿莲统，赡缝为矮学救l仑理政

治观，这是洋务运动时期文化论战的论战双方都难以超越的观念定式。这样也

靛造戏了论战双方冥蠢一静共鞫存褒豹谈磬{上懿谟区，戳乎壤学戆稔理敬治鼹

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j跹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就等于中西文化的全部关系。

不论儒擎伦理政治蕊对予入际关系静傍诵、商尚情操豹激励，在历史发展

的新阶段上仍具有多么积极的内容，也不能不指出，把博大精涤、灿烂多彩的

中国文化削减为儒学伦理政治的信条，总楚一种过于片面的文化见解。这种把

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为馁学伦理政治戏的狭瞰观念，在中碟文化论战中注定是要

走向失败。它使得守旧一方涎法用它来抵挡住西学的涌入，空泛的礼乐教化、

缨纪馀豢竣淡教，显然不能{弋替西方近代文瞬成果麴终弱，使国家褥以塞强；

同时，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狭隘解释，又使得提倡西举的“中体西用”论

者，陷予无法鑫蚕其说靛逻辑混熬之审，甄然把中覆传统文证豹李誊蠹容疑减

得只剩下礼乐教化、纲纪伦常的信祭，那就更解释不清中阑传统文化的域实价

值是什么，扶丽也就疆加解释不清既要弓|邀“有体有用”的嚣学，又为什么还

要死嬲维持那个礼乐纲常的傣条为“中体”。【7叫

(二)保持民族独立的一种选择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超的一种旨在保持民族独立、提倡西学的独

特的文化蕊念形态。缀观它在中国遥代科技发震中所起静作矮，“中谇谣瘸”论

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选择。它以“体用”“本末”的

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

以通过采纳毯学露增靛耨鳃、焕发生极。因此可以说，“中铬西用”论在滞务运

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科技，对于儒家文化的近代变革，起的是标新领异

靛积极终爱。不遘，夔羞国容莛掇豹曩益燕深，隧羞人翻越予中弱贫弱烂结鼹

在认识的加深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富强成因认识的加深，“中体西用”这种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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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便日益显露出来。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所提倡的鹾学，范围同益扩大，

层次日益深入，从而也就把“中体西用”论的内容一步步扩充到了这种理论形

式难以容纳的地步。当要求全面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在中国实行变法改

制的思潮萌动的时候，“中体西用”论式的实际作用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

是作为论证采用西学的一条有力理由，这时却渐渐变成了防碍从“大本大原”

处学习西方的一付羁绊。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虽然费尽心机，想把激进的改革

主张和“中体西用”论协调起来，但一概无济于事，反而更证实了执意要用“体

用⋯‘本末⋯主辅⋯‘道器”之类概念来界定中西文化在中国结合的模式，到头

柬必定会闹得左右碰壁，破绽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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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改革的产物一一新教是主动适应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新

的制度凝聚新的精神，而中国是让新的技术、新的精神来适应旧的封建制度。

面对强势文化的大举入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儒家文化所做出的回应一一“中

体西用”模式『F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落后国家为保持民族

独立、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而做出的艰难的文化选择。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

天，这个难题也是科技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要共同面临的痛苦抉择。“体”

与“用”的思维模式是人们无法回避的、艰难的文化选择模式。

当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之后，中国在宋代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遭

到沉重的打击，而欧洲人则从黑暗的中世纪惊醒过来，不断反思。特别是16世

纪席卷欧洲的加尔文新教改革，动摇了传统神学的统治基础，为旧神学注入了

新教义，使远离人问的神秘宗教从天堂降临到大地，回到世俗化的人间来。经

过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

进作用。众所周知，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是在突破宗教对自由思想、理性思维

的禁锢后，才得以发展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哥白尼等科学家认识到太

阳系的结构，指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一颗普通行星的

时候，圣经的权威被打破了，欧洲的宗教信徒从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追求科学

的热情。此后，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圣经再也无力干涉科学，或者与科

学对抗。由此，宗教不得不把上帝创造生命的权力还给大自然，给予人们怀疑

和反思的权力。

当我们反观近代中国，儒家文化被定于一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

态，便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封建纲常伦理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在反抗西

方列强入侵的严重民族危机时刻，如何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摒弃固有文化中

落后的东西，就摆在了国人的面前。那些先行觉悟的士大夫选择了一个最佳的

结合方式一一就是用传统中国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体、用”关系束解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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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中西文化的冲突。尽管这种结合方式既符合中国儒家经典“务本又重用”

翡价馥取自，又适应了中痔调和之美：既照顾了形势的变化，邵盛须囱先进的

西方学习，又照顾到了长期蹙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的情感，使瑗方文化合法

地走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在j瞪代中国的发腥，但是随着两学内容

的逐步深入，露加上文化的传承者主要是“学恧饯则仕”灼科举士大夫文人，

为了民族独立和文化的传承，更为了世卿世禄，不得不去维护那个坷；变的“体”。

蒸结巢是能是搴喜学按零由此失去荬生存终鹜景秘条转，秘技匏更潆层次豹发展

与进步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嚣管翔魏，孺家文彳乏是中华涎族酌宝资遗产，受是文纯上豹优势。在过去

的两干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发展道路虽然相当曲折和坎坷，但其强大的生

命力始终没有减弱和停息过。儒学的发袋一代又～代的影响着中阑入的思维。

无疑，糟糖是蠢的，假我们无法舍弃的，是那里的糖华。在各种思潮泛淡积冲

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对中豳的现代化迸程来说，

必须要在先进戆科学技术和传统文俄之闽等找一条囊正适合皇已瓣发矮j蓑路。

中国不能跟在西方国家的后灏循规蹈矩，而应该创造出独舆特色的模式。只有

这撵，{嚣家文纯芎辘不凝褥蘩镯薪纛发震，才靛完全装凌蒸超对後豹徐麓。

不同的民族，在历史上有可能受不同学说的影响，其文化也可能彼此有很

大的差拜，氇追求台疆、追求进步怒人类的共洼，它可能被掩盖，毽永远也不

会被湮没，它可能有间歇的沉寂，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指南针。不管是西方人，

还是东方入，不管是清教徒，还是受孔孟之道影响的中国入，不管是开风气之

先的先行民族，还是被惊醒程疾{亍螅后起民族，戈一不具餐保持熬民族狱特性

的能力戚潜能，否则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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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下的儒家伦理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以新教伦理

为视角的考察
作者： 姚爱娟

学位授予单位： 河南师范大学

  
相似文献(6条)

1.期刊论文 崔微.CUI Wei 伦理学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新教伦理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比较研究 -石家庄经济

学院学报2009,32(3)
    新教伦理学说和传统儒家伦理学说分别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是由两种学说的不同之处引起的.从二者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的角

度来看,尽管二者都以"义"为中心,但是新教伦理巧妙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使得获利合法化,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则狭隘地处理义与利的

关系,阻碍了经济发展.从二者如何理解"自制"概念的角度来看,新教伦理的"自制"保证了客观效果--经济发展的实现;传统儒家伦理的"自制"进一步强化

了它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2.期刊论文 崔微.Cui wei 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自制"思想之比较 -鸡西大学学报2009,9(4)
    新教伦理的"自制"是指主体对自己欲望和激情的一种理性的主宰.通过自制,逐步获得上帝的拯救.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自制"即"慎独"是指主体积极

主动地用道德理性去约束和限制恶的欲望和感情,以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尽管二者都涉及到了理性,但他们对"理性"的理解是不同的.另外,二者在与道德

自律和他律的关系方面也是不同的,从这个角度看,二者都是有缺憾的.

3.期刊论文 强以华 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 -哲学动态2004,""(12)
    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表明了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这一内在的相关性主要是什么,学者们的

见解见仁见智.有些学者从否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例如"君子无所争"、"和为贵"与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的相互矛盾;有些学者

则从肯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例如"节用爱人"、"言而有信"与市场经济秩序的相互和谐.这些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儒家伦

理的具体内容(范畴和命题)与市场经济确实存在着相互关联;但也有局限,因为它们总是纠缠于对立命题的争论,并且也难以体现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

"特有"关联(例如儒家伦理重视"诚信",新教伦理同样重视"信用").因此,从新的角度探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相关性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超越儒

家伦理的具体内容,立足于整体结构,从其内在张力出发,阐述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4.期刊论文 章益国 "‘勤俭'伦理与东亚发展"辨析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与韦伯理论的纠缠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5(3)
    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是产生于80年代一种以儒家文化传统解释东亚经济增长的流行学说.它自称引申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命题

,修正了韦伯关于儒家伦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看法.本文通过对该学说一个分论点:"勤俭论"(主张传统儒家的"勤俭"伦理,促进了二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

)论证逻辑的剖析,指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其实只是在比附韦伯理论,并没能提供东亚经济增长的有效解释.

5.期刊论文 王显云.WANG Xian-yun 中美权力距离差异的文化探源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29(2)
    中、美文化常被视为中西文化的代表,中美权力距离一高一低,差异明显.从四个雏度分析此差异的原因: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官文化与平民文化、

礼治与法治以及儒家伦理与基督新教伦理,以期对相关的跨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6.期刊论文 余世锋 市民社会和企业伦理的当代转换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27(5)
    东西方市民社会秩序中企业伦理展现两个传统的伦理原则,即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但在后传统社会中,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共同的道德传统的有效性基

础已经全部丧失了,这两种伦理精神在当代企业活动中的规范作用也失去了其合理性.企业伦理作为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必须借助于对话伦理学,企业伦理规

则的制定不是寄望于传统伦理的所谓"普遍原则",而是根据具体的行为背景,通过当事人的对话,达成相互理解的规范以解决相关群体的冲突.对话原则成

为当代企业伦理的建构原则,由此决定了传统企业伦理的当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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