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 卷 ,第 1 期 　　　　　　　　　　　科 学 技 术 与 辩 证 法 Vol. 22 　No. 1
2005 年 2 月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 　　　　　　　　　　　　Feb. ,2005

·科技史·

“科学救国论”的特征及现代价值
———以 20 世纪 30 年代科学化运动①为例

贾晓慧
(天津大学社会科学系 ,天津 300072)

摘 　要 : 科学化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由科学家发动的民间科普运动 ,但不幸被作为“科学救国论”以贬

义的科学主义载入中国近代的历史史册。科学化运动的目的是养成国人科学的态度与习惯 ,反对只把科学技术当

成满足某种实际需要的工具。它倡导的科学既不同于洋务运动 ,也不同于五四运动 ,科学化运动有具体明确的目

标和实际操作的办法 ,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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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30 年代 ,在世界经济危机和连年自然灾害的影

响下 ,中国的国民经济日益衰败。“九一八”事变后 ,又使民

族生存的危机愈加严重。如何摆脱艰危 ,中国知识界对国家

出路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有从发展经济即“工化”与“农化”

道路上找答案 ,有在政治即“民主与独裁”政制上想办法 ,也

有在“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方面为中国寻一出路。

还有一部分不争论而做实事的人从事普及科学的工作 ,这就

是以理工科学者为主体的科学化运动。该运动的主旨是以

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 ,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

今的社会 ,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代表这一群

体的思想很少被人论及 ,而且是以贬义的科学主义载入中国

近代的历史史册。“科学”在“科工实学”学者中究竟是何义 ,

本文从科学化运动来谈“科学救国论”的特征及其现代价值。

一

30 年代的中国 ,也是中国现代化深入人心的时代 ,尽管

灾难深重 ,战乱频仍 ,但欧美工业文明范例的昭示 ,苏联五年

计划成功的鼓舞 ,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从经济发展、政治生

活、文化伦理等方面对“未来中国”进行热烈的讨论。1935 年

1 月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引发知识界关

于中国文化的讨论 ,此时 ,从事科学社会化 ,社会科学化的

“科工实学”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大多不参与思想文化

的论争 ,不介入社会的政治斗争。因为在他们看来 ,“好学不

如力行”,做推广应用科学的事 ,就肩负了文化建设的任务。

生理学家卢于道说“西洋人不因采用指南针为中国 ,中国人

采用西洋的火车轮船亦西化”,文化理所当然的是适应民族

生存的资源 ,不必计较何者为中 ,何者为西。他解释道 :“文

化建设 ,如之何而后可 ? 惟科学为最要图耳 ! 何则 ? 科学

者 ,准确之智识也。无论其为纯粹科学 ,为应用科学 ,真理惟

一 ,白为白 ,黑为黑 ,古今中外 ,新旧皆然。一加一为二 ,二加

二为四”。[1 ]只有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他举例“飞机飞行 ,江

海航舟 ,是看天气预报 ,鱼产种类 ,繁殖时季 ,有赖于生物学

调查 ,工农业、军工事业等都是言之有物 ,行之又方 ,结果效

验可期”,能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是客观存在的科学技

术。他还奉劝讨论文化的学者“不必空言 ,作‘中’‘西’‘新’

‘旧’或‘主义’之辩 ,但能实事求是 ,钻研实学 ,努力建设可

①　科学化运动是由吴承洛、顾毓　 、陈立夫、胡博渊、张钰哲等 40 余人于 1932 年 11 月发起 ,他们成立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协

会 ,组织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海、河南、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山西、福州等 12 个分会 ,通过了两期工作计划纲要 ,出版

半月刊杂志《科学的中国》。会员人数从 1933 年的 367 人发展到 1937 年的 2179 人。他们原本计划发展到一万名会员 ,并以

500 万人受科学知识的直接宣传为最低要求。然而由于日本对华的全面侵略战争 ,这次救国尝试不得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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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2 ]代表科学家言论的《科学》杂志则号召 1936 年应为

“科学年”,用以大力宣传科学。

科学家们非常重视政治对科学的作用 ,“因为政治的势

力 ,可以左右一切。”[3 ]但对于中国是“民主”政治还是“独裁”

政治的争鸣 ,他们则表现出“实科”的专业气质 ,不像人文社

会科学学者那样关注过程或价值意义 ,重视的是结果与实

效。在这方面有两位代表性人物 ,一位是丁文江 ,一位是翁

文灏。丁文江专治地质学外 ,兼擅政论。丁采取的是哪一种

政治比较地容易实现 ,就选择那种的态度。他对蒋汪独裁都

不满意 ,认为中国应是“新式”的独裁 ,“在今日的中国 ,新式

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 ,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4 ]

只要能救国家危亡 ,专制独裁的政府也无防。他批评知识界

追求政治的价值取向“是缓不济急的”。[5 ]翁文灏从事科学事

业 20 年 ,办理中国地质调查所 ,成绩卓著 ,道德文章 ,能力志

趣 ,中外具瞻 ,在科学界极有威望。南京政府曾聘他为大学

校长、教育部长等要职 ,皆固辞不就。他说 :“我是一个毫无

大志的小百姓 ,家里省吃俭用 ,只想在自己的范围内尽一些

力 ,做一点与自己兴趣相合与社会无害的小工作便算了。”他

说他对政治如一张白纸 ,“说不上有什么信仰或主张”。[6 ]但

在 1936 年“抱救国之大计 ,毅然决然出任中枢”,担任了国民

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科学家从政 ,《科学》杂志给予了高度评

价 ,“如此树为风声 ,上行下效 ,推及全国 ,收效必宏 ,中央地

方 ,同为一体 ,首动尾应 ,机缄在御 ,以之赴国难 , 外侮 ,将

无往而不利矣。”[7 ]这是“应用科学方法 ,严密政治机构 ,发挥

其最大效力”,开始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

理工科学者认为救国的方法和途径很多 ,“科学”是其中

之一 ,且是最好的一个。电机专家顾毓　说 :“现在许多人高

唱救国 ,什么提倡农工救国 ,学术救国等等。不过 ,我觉得这

样高唱入云的提倡 ,比较是非常空洞的。”[8 ]因为“要想解决

实际问题 ,最要紧的是有了‘精神’还要做 ,有了‘方法’还要

用。”[9 ]他们认定经济发展是绝对的实力 ,“经济制度的变动 ,

是基于科学和机械的发明与创造 ,”[10 ]是由科学技术这一生

产力所决定。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关注不是人文社

会科学学者争论的“工化”或“农化”,而是解决工业、农业、手

工业如何科学化的问题。关于工业 :科学家们看到中国工业

的弊端是“重仿造而忽研究 ,虽计得一时 ,而隐忧伏焉”。[11 ]

中国工业化道路应是本标兼顾 ,其治本之道是使科学与工业

紧密地结合 ,“研究为工业之生命线”。[12 ]由于中国专业研究

机构极少 ,化学家任鸿　提出科学研究应在各大工厂或大学

中进行 ,不必政府包办 ,提倡私人组织研究事业。[13 ]科学家

们将科研工作的目的分为学理和工业研究两类 ,前者以证明

某种学说或假定正确与否 ,不计较时间与金钱。后者则必须

以经济价值为目标 ,如无工业价值 ,此项研究为未果。[14 ]正

确处理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关于农业的科学化 ,科学家们

提出改良农业技术、农业经营的途径。他们认为农村是最需

要科学的地方 ,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农村 ,在资本主义经济

冲击下 ,农民种植的自足农作物日益成为工业的原料 ,像陕

西、山东的农民已不产农作物 ,主要靠生产棉花、烟草等原料

作物维持生存 ,一旦市场暴落 ,或遇到灾荒 ,农民生活就完全

无法维持。因此 ,农村的复兴不能仅靠经济的救济 ,“先要把

农村科学化起来”。[15 ]农业除进行技术改进外 ,农民还要适

应地方环境 ,种植多类作物 ,做多边经营 ,当一种收入因故减

少时 ,其它收入可弥补。农业经营的科学化 ,会使农民逐渐

优裕 ,农村经济可望复苏 ;关于手工业科学化 ,科学家们提出

用新的技术、新的组织恢复中国旧有的手工业 ,并使其与现

代工业共同负起工业生产的责任。他们不认同现代工业会

消灭手工业 ,反之 ,其能与现代工业共存共荣 ,“利用科学发

明 ,动力的协助 ,与精密的工具”,[16 ]手工业就能成为现代工

业的补充。为改造手工业 ,化学家徐善祥、顾毓珍到四川考

察 ,发现该省产盐极富 ,供过于求 ,但仅作食料。而美国 1931

年产盐 736 万吨 ,利用其溶液或盐水于工业占 45 %。徐、顾

提出利用过剩之盐发展化学工业、造纸业及各种工业品。可

见 ,科学家们的救国思路十分具体而不空泛。

二

近代史上为救国而提倡科学有两个时期 ,一是洋务运动

时期 ,一是五四运动时期。从事科学化运动的科学家大都有

在海外、尤其是欧美留学的经历 ,同时又是在物质与技术领

域里工作的专家 ,这使他们“科学”救国方式既与洋务运动的

“师夷之长技”不同 ,也与五四时期高喊的“赛先生”不同。

1. 与洋务运动的“师夷之长技”不同。

洋务运动是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个时期 ,这一

时期对科学的引进主要集中于科技的物质价值层面上。国

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说 ,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是

在应用方面模仿西洋成法 ,所提倡的不过是西洋枪炮的厉

害 ,并非真正输入科学思想。也并非实在创立科学环境。清

末的废科举、立学堂也丝毫不能建立科学的基础。没有科学

思想便不能造成科学环境 ,没有科学环境便不能促进科学发

展。”[17 ]科学家们总结这种状况时认为 ,中国晓得科学与提

倡科学 ,完全是受西方势力压迫逼而发生 ,而非真正感受到

科学在中国之不可无 ,属于被动地学。“被动者无所主张 ,无

有计划 ,盲目片面 ,缺乏通盘筹划 ,所以浅尝而辄止”。[18 ]在

国外的经历也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民族是图实利的民

族 ,对科学只取其实用 ,对于科学之理论部分 ,每易忽略 ,这

是科学在中国不易发达原因之一”。[19 ]中国科学社发起人秉

志更深刻地揭示 :“吾国人缺乏知识 ,目光短浅 ,对于科学与

兴国大计之关系 ,只能见最浅最显著者 ,欲速见效之精神 ,误

人最甚”。[20 ]面对洋务运动提倡科学的失败 ,科学化运动是

从三方面入手 :

第一 ,科学化运动有具体明确的目标和实际可操作的办

法 ,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用科学的力量解决眼前社会的“贫

陋”与人民的“愚拙”,目标是“科学社会化 ,社会科学化”。为

此 ,科学化运动协会制定了实现“科学社会化”的三大原则 :

对于中国过去的资料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 ,使之合乎现代之

用 ;对于现代的科学知识及方法 ,应充分利用 ,以解决目前的

国防、生产、生活问题。同时用极浅近的比喻与理解 ,灌输于

一般民众 ;对于未来之科学进步 ,谋其有益于人群 ,着眼于青

少年 ,使其早受科学的熏陶 ,养成创造的心理。[21 ]同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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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出了“社会科学化”的具体步骤 : (1) 凡该会会员 ,须向社

会做关于生产、生活、国防等方面的科学常识演讲 ,在报刊杂

志发表有关部门科学常识的文章 ; (2) 编写科学小丛书、小画

报等 ,以极廉价格售于社会 ; (3) 征求各级学校校长、教员为

会员 ,利用学校现有设备做科普工作 ,使学校不仅为青年的

学府 ,而且为社会科学化的中心 ; (4) 成立工业、农业、商业的

改进会 ,研究生产技术与管理的改进办法 ; (5) 从事国防、自

卫方面的研究 ,唤起民众的国防意识。协会会员陈贻尘还进

一步指出民众生活科学化的具体途径 ,这就是 :破除迷信 ;讲

究卫生 ;节用爱人 ;努力求智 ;服从真理 ;遵守秩序。[22 ]

第二 ,科学化运动强调 ,提倡科学是养成国人讲求科学

的态度与习惯 ,是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并重 ,纠正国人对科

学的实用主义观念。李书华说 ,落后的中国“一般人所看到

的科学 ,全是应用一方面。至于理论一方面 ,除少数人以外 ,

一般人是注意不到的。”[23 ]无论是从中国的务实传统 ,还是

从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 ,视科学为工具都更易为人接

受。因此有人提出“以应用诱掖国人 ,以理论扩大国人之心

雄 ,如此锲而不舍 ,持之岁月 ,科学在中国或能有相当效力

也”。[24 ]科学家们的主要观点是 : (1)科学化不等同于用“科学

救国”。他们一再强调 ,科学化的意义不是坐享科学的现成 ,

也不是模仿科学的皮毛 ,而是采用科学的精神 ,应用科学的

方法 ,去把各种事情做好。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　说 :“科学

不是器械 ,”飞机在当前作战非常重要 ,但它不能代表科学 ,

就像当年船坚炮利不能代表科学一样。在应用方面模仿西

洋成法 ,所提倡的不过是西洋器械的厉害 ,非真正输入科学

思想 ,自然不能有科学的基础 ,也并非实在地创立科学环境。

“这是忘记了根本的科学”; [25 ] (2)科学是理论与实用相关联 ,

“有如灵魂之于肉体 ,实一而二 ,二而一之东西”,[26 ]中国人

对科学只取其实用 ,是遗弃精神而袭取皮毛 ,是空壳之科学。

秉志说 :“吾国科学工作 ,方始萌芽 ,迷心实用者 ,忽视纯科学

之研究 ,贻误将来 ,”后果“岂堪设想。”[27 ]因此当有人提法不

当 ,片面提倡应用科学时 ,立即受到同仁的批评 ; (3) 对国家

强调 ,科学救国之根本是科学精神救国 ,科学精神的确立是

科学发展的后盾 ,因为“科学发展之国家 ,其国人必富于科学

之精神 ,科学落后者 ,其国人必缺乏此精神也”。秉志将科学

精神概括为 :“1、公而忘私 ;2、忠于所事 ;3、信实不欺 ;4、勤苦

奋斗 ;5、持久不懈。惟有此五者 ,以治科学。”[28 ]他说“此五者

普及于社会浸渎程度 ,愈广愈深 ,其人民愈优秀。”所以提倡

科学不是仅作科学知识的传授 ,而是培育中国人具有科学文

化素养。“欲就国家目前之大祸 ,必须提科学之精神刻不容

缓 ,人人能公、能忠、能信、能勤、能久。”[29 ]

第三 ,“科学化运动 ,不仅欲灌输科学知识与一般民众 ,

更欲引导全民于科学方法之途径 ,”[30 ]使科学文化建立在切

实可行的制度里。中国有句古语“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科学化运动以规定统一度量衡币、规定各行业标准作为“中

国科学化的先决问题”。[31 ]在经受过科学训练的人看来 ,形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以建立标准为起点的 ,国人日常生活

无时无刻都与权度发生关系。如果全国无统一的度量权度 ,

没有建立各种标准 ,国民没有共同的准绳可资 ,工商实业 ,无

从进行 ;中国兴办工业发展缓慢 ,“讲到生产失败的原因 ———

就是出品没有标准 ,产额没有标准 ,原料购进 ,成品卖出 ,也

没有标准 ,组织同管理的方法更没有标准。”[32 ]因此 ,产品、

生产、原料、方法、设置等优劣无以为断 ;就科学本身而论 ,标

准不确定 ,“则事物观察之纪录何由传播 ,分析类别之结果何

由比较。”[33 ]所以科学化与标准化相辅相成 ,推动着科学的

昌明。度量衡局局长科学家吴承洛称 :“标准 ,是物质的精

神 ,标准是物质的灵魂”。[34 ]许多科学家还认为国民求真的

科学观念、讲信义的道德都与标准化相连。李方训说 :“西方

文化之根源 ,在科学精神 ,此精神我国人最为缺乏 , ⋯⋯对于

全国民众 ,除推行度量标准制外 ,更当度量衡为训练民众 ,使

有正确精密精神之工具。”[35 ]吴承洛号召 :“今欲领导国人于

科学之境途 ,惟有增进其求真之观念。欲增进人民求真之观

念 ,惟有先将最虚伪之度量衡 ,一扫而空。代以精确可靠之

标准 ,支支一律之器具。于不知不觉之中 ,挽回人生固有之

真诚。庶几科学之应用 ,可以普及 ,而科学化之前途 ,可有一

线曙光。”[36 ]这时期科学家大力推行标准化运动 ,着手制订

全国统一市用度量衡 ,解决货币统一 ,规订各种工业标准。

这些举措在当时不仅是解决中国工业化的前提和与国际接

轨的问题 ,而且是奠定了求真精神、准确习尚的科学文化之

基。标准化运动正像水利专家李书田所说 ,“则科学愈社会

化 ,而社会亦愈科学化。非独工程师便之 ,工匠便之 ,常人亦

便之。”[37 ]

2. 与五四时期高喊的“赛先生”不同。

科学家们认为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提倡是注重科学抽象

的“精神”,基于科学具有的价值和广义的“方法”,提倡科学

的第二时期。其缺陷是“对于科学知识没有注意 ,”[38 ]把科

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精神力量而没有被社会公众理解

和接受 ,在实践层面更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

学的“方法”之上 (后者包括唯物史观) ,运用科学的方法使故

纸堆“大放光明”,[39 ]因此不能推动科学与社会的发展。这

一时期“因主角诸君方集中精力于国语文的提倡 ,国故学的

新诂 ,遂卒无余力以及于自然科学之阐扬和倡导。”[40 ]而且

是少数文人呐喊、号召 ,无具体的方案 ,只有几位先生谈一谈

科学的人生观 ,没有科学研究高深的成果。科学家总结五四

提倡科学的局限 ,认为“要有科学高深研究的成功 ,一定要先

从灌输人民科学知识起首 ,这好比金字塔。有科学知识的人

民才是科学专家研究的基础”。[41 ]程时　十分明确地说 :“怎

样使科学与民众发生关系 ,怎样使民众科学化 ,这是我们从

事科学运动的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过去的科学运动 ,总在

上层士绅阶级做工夫 ⋯⋯广大民众无与焉 ! 我们今后要从

切实的基础下手 ,把科学的精髓一点一滴地渗入民众的细胞

里去 ,使得他们一切传统的反科学的精神和思想一点一滴地

从脑海里排挤出来 ,换上科学的新生命 ,才是我们的大成

功”。[42 ]为此科学家们从三方面努力 :

第一 ,不作形而上的争论 ,不是封闭、孤芳自赏的学院式

研究 ,而是做民众的科普工作 ,使科学知识通俗、普及化。

科学普及是科学家与公众交流勾通的重要方式 ,也是科

学家服务于社会的重要途径。胡博渊在电台宣讲 :“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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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者不必一定研究高深的科学真理 ,凡能利用声光化电、

土木电机工程、动植物学自然科学、经济政治社会科学知识

与方法改革社会不良习惯及政府不良制度以振兴各种需要

的事业 ,皆是科学化运动。”[43 ]科学家们强调“社会科学化”

应以“科学社会化”为前提 ,实质是“民众科学化 ,”[44 ]即考虑

到民众如何接受科学的实际问题。他们说 :“只要大多数民

众享受科学的利益 ,就是浅一点也不要紧”。[45 ]使社会人士 ,

对科学无神秘的观念 ,驱除“特殊阶级始能享受科学”的误

解 ,“而认为科学与人生有不可分离的印象”。[46 ]为此科学家

一是专门研讨了普通与专门的关系 ,考虑怎样把一些浅近的

专业科学知识变为民众普遍懂得的科学常识。如 1936 年地

质学会发刊新杂志《地质评论》,主要目的是让一般没有专业

背景的人 ,知道一些基本的地质问题和知识 ,介绍一些在国

外很轰动 ,国人不知晓的事情 ,如中国猿人化石研究 ,采寻中

国石油的情形等。地质学家杨锺健说 :“有许多东西 ,固然很

专门 ,但也可以使它普通化。如化学上的许多浅近知识与常

说的元素名称 ,如气象学上的许多现象及连带的名词 ,都是

一般人应当知道的。”现在国民文化程度低 ,但只要坚持这样

宣传、介绍 ,“10 年 20 年后 ,这个专门的东西 ,会成为很普遍

的东西 ,成为很普遍的读物”。[47 ]二是专门讨论了“深研”与

“普化”的关系。卢于道说 :“过去吾国之治科学者 ,于提倡高

深之研究 ,尚有其人 ,而主张普化科学 ,使之深入民众者 ,反

被忽视。吾国科学不能发达 ,此实一大原因。”[48 ]锺观光对

中日科学差距作了形象的比较 ,“吾国如非洲好望角之矿山 ,

除几颗金刚石外 ,尽为沙砾 ,不能应用。而日本则多是熟土 ,

可耕可耨 ,善于养人。”[49 ]所以一般社会人士不认识科学的

重要性 ,“苟一般社会人士不认识科学之主要 ,姑无论经费筹

措 ,不易得社会之赞助 ,即进行工作 ,亦多掣肘。”[50 ]竺可桢

说 :“在这时候 ,中国科学家更应该加倍努力 ,埋头苦干。但

是要中国科学化 ,不是仅仅靠了几个专门科学的人去努力就

行的 ,必得要社会民众、政府当局共同努力才行。”[51 ]因此科

学家提出“发展国家科学事业 ,一方面在提倡高深的科学研

究 ,一方面则为科学知识的普及使民众懂得科学常识 ,以改

善生活。‘深研’与‘普化’,乃科学一物所具之两面 ,二者不

可偏废。”[52 ]

为普及科学知识 ,扩大宣传 ,科学家们将科学刊物分类

面对不同的读者群 ,以满足民众的需要。如 :由留美学生主

办的《科学》杂志改变专门化趋向 ,以力求通俗为标准 ,读者

对象面向高中及大学生、理科教员 ,也能供给初学者及一般

民众 ;《科学画报》是面向小、初、高中学生和普通市民 ;《科学

的中国》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刊物 ,内容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实

际 ,克服社会陈规陋习 ,传播科学知识等。为培养青少年 ,科

学化运动协会还设立了中学毕业会考数理化奖金 ,举办了中

小学科学讲演竞赛 ,用儿童玩具巡回展来普及科学知识。该

协会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举办了一系列科学化演讲。科学家

还举办各种科学展览会 ,扩大科技在社会的影响。如 1934

年北平研究院成立 5 周年 ,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厅举行纪念

会 ,各研究所对百姓开放。北平研究院博物馆设于中南海怀

仁堂内 ,平时多陈列市内庙宇所塌碑片 ,并收门票 ,参观者不

感兴趣。这次 5 周年纪念 ,更换一些艺术品 ,增展书画、考古

文物后 ,免费开放 ,参观者络绎不绝 ;动物研究所开放标本陈

列馆、标本储藏室 ;人们参观生理学研究所的生物化学实验

室、制药室、实验动物饲养室、图书馆等。中国科学社还利用

开年会之际向社会开放 ,科学家们做通俗科学演讲 ,分别做

化学战争、电的常识等表演 ,用种种实验的办法 ,使国民能亲

聆目睹 ,模仿推行。

第二 ,以科学的方法、用科学眼光 ,解释生活及自然现

象 ,驱除迷信 ,使一般人的生活科学化。

竺可桢说 :“使民众头脑科学化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一

要养成社会民众科学的态度 ,二要社会民众能应用科学的方

法。”[53 ]因为中国不科学的空气太浓厚 ,要移风易俗是科学

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民间就有许多迷信 ,一般人以为柿子

与螃蟹同时吃 ,是会致死的。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专

门做了实验以证明两种食物同吃 ,并无害处。刘咸写的文章

《科学与迷信》,也是针对当时流行迷信的谣传。1936 年南昌

建筑一座新桥 ,因河底岩石坚厚 ,很难打椿 ,偶尔打下椿 ,因

河流湍急 ,随之惊动岩石中大量龟鳖相率迁居 ,成群而出 ,漂

浮河面。于是南昌谣言四起 ,说是惹恼了城底的龟神 ,它们

相率他去。南昌城不久将会陆沉。于是一唱百和 ,不胫而

走。1935 年建湘江铁桥 ,还发生了杀人祭桥的种种谣传 ,致

使铁桥附近 ,天未入黑 ,已路断行人。深夜叫喊及用手电成

为两大禁忌 ,疑神疑鬼 ,稍一不慎 ,即可引起人命惨案 ,工人

胆小 ,多怠工不前 ,致使桥梁工程受阻 ,社会不安。刘文对以

上两种现象有的作科学解释 ,有的澄清事实 ,他说 :“由以上

两种绘声绘影之谣传 ,可知吾国民迷信之深 ,至今并不因 20

世纪之科学昌明而稍减 ,且势力之大 ,直足阻挠现代科学之

建设。”这种兴科学工程 ,而造成迷信传说之事的发生 ,说明

“盖发展科学固为当务之急 ,而启迪民智 ,破除迷信 ,尤属刻

不容缓之图。”他号召科学工作者“于图发达吾国科学事业之

际 ,同时宜担负破除吾国固有迷信之责任 ,无论何时何地 ,无

论演讲著述 ,凡遇有破除迷信之机会 ,即宜多方开导 ,设法破

除 ;同时更宜灌输科学知识 ,解释科学真理于一般民众。”[54 ]

第三 ,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今的社会 ,用科学方法

解决国民的生活和事业问题。

这个时期 ,中国科学家在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重要成

果 ,如数学 ,陈建功于 1930 年在日本出版《三角级数论》,是

世界上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 ;曾炯之在抽象代数方面的多项

成果被人称为“曾定理”;物理学方面 ,吴有训、赵忠尧、萨本

侗、周培源、丁燮林、严济慈、王守敬等 ,在美、英、法、德等学

术杂志发表论文 50 余篇 ,表明中国现代物理学基本形成并

有初步发展。化学方面 ,侯德榜在 1932 年撰成《制碱》一书 ,

是当时世界上制碱工业的权威著作。竺可桢研究中国气候

的历史变化 ,提出中国气候的脉动说。李四光研究东亚大陆

板块的构造和运动规律 ,创立了地质力学。此外 ,生物、机械

工程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少成就。1936 年曾昭抡在七科学

团体联合年会上自豪地说 ,“中国的科学已可以说是比上不

足比下有余 ,至少在一部分重要的科学上 ,这几年来的成就

已经超过若干海外的国家 ,这一点是国际科学界不吝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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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5 ]

科学化运动协会明确指出现在的科学工作 ,以谋解决中

国的困难问题 ,工作的对象“乃为我国无机会求得科学知识

之多数人民 ,而非一部分特殊阶级”。[56 ] 30 年代中国大规模

地兴建公路 ,以解决交通运输与国防问题 ,但中国没有石油 ,

使汽车燃料急缺 ,报载每年进口汽油约 3000 万元 ,并逐年增

加 ,如不解决燃料问题 ,不但汽车交通受阻 ,而且对国防有直

接的影响。科学家们实验用木炭或酒精混合物代替汽油 ,从

煤炭中炼油 ,或从植物油中炼油 ,解决汽油代用品问题。化

学家曾昭抡不但研究防毒设备 ,建议在军队中进行防毒训

练 ,而且于 1936 年 12 月率领师生数十人专程赴绥远前线 ,除

携带医药品慰问伤员外 ,还考察前方的防毒设备 ,证明了科

学及工业在战争中的绝对必要性 ,使科学为抗战服务。国民

政府提出开发西北后 ,1934 年 7 月至 1935 年 3 月 ,复旦大学

西北问题研究会的杨家庆教授亲自带领部分师生赴察、绥、

宁、青、陕、甘 6 省考察西北实况 ,调查西北的农村经济、农民

生活、垦植牧畜、矿产、交通、教育等情况 ,为科学开发西北提

供了依据。

科学家们特别注意到灌输科学知识于农民的重要。卢于

道说 :“中国一般农民仍在过中世纪生活 ,淳厚古朴虽有余 ,而

知识则异常缺乏 ,故纵令吾国都市发展 ,能追随纽约、伦敦 ,或

多的诺贝尔奖金之科学家 ,以中国全体论 ,其无补于大多数民

众 ,仍然如故。”[57]陕西中部 (关中)平原莽莽 ,有泾渭诸水流贯

其间 ,盛产棉、麦、粟等作物。一般农民墨守古法 ,不知改良 ,

更乏人指导 ,所以陕地棉花品质日见低下。南京金陵大学农

学院与西北农工改进会于 1933 年 6 月在陕西泾县合作设立了

西北农业试验场 ,占地 500 亩 ,种有棉花、小麦及粟作物栽培法

与品种改良 ,数年试验结果 ,确定美棉 4 号斯字棉最适宜关中

风土 ,该棉不仅成熟特早 ,而且产量较高 ,有纤维长等特点 ,优

于先前推广的脱字棉。该场 1936 年繁殖出 4 号斯字棉 200

亩 ,共收优良棉种 16000 余斤 ,1937 年春在附近农村推广 2000

余亩 ,也有周围农民去索要棉种。试验场还进行麦种试验 ,共

9 种 ,有一种红皮小麦最为优良 ,其产量比农民最优品种还高

15 % ,1～2 年后大量地推广农家。在粟育种试验中 ,徽南宿洲

之白谷最为优良 ,产量较当地农家高出 25 % ,准备 1～2 年后

即可推广。

三

从事科学化运动的理工科学者是在具体领域里工作的

“专家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科学文化场域中具有学术的权威

性、知识的系统性、实践的可操作性 ,较比洋务运动与五四时

期 ,他们的“科学”主张和实践更有价值 ,就是今天看来也仍

有意义。例如 :

1.中国进行经济建设 ,必须确立科学治国的国策 ,宏观

上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刘咸作为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

社编辑部部长 ,负有统筹科学社舆论的责任 ,他“以解除国难

为中心鹄的”,为国家提出推进科学的国策。包括“科学教育

如何推行 ? 国民科学常识如何灌输 ? 科学工业如何建设 ?

科学研究如何施展 ? 科学专业人才如何培植 ? 科学勋功如

何奖励 ? 科学事业经费如何固定 ?”[58 ]等方面。为使规划建

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 ,他提出“首应实施清查国富之工作”

(国富是指国家究竟有多少资源) ,[59 ]他说“动谓吾国地大物

博 ,足以自豪 ⋯⋯所谓物博 ,博于何在 ,此不能不深研者。”又

说 :“一国真正富源之所在 ,为动物 ,植物 ,矿物三者 ,斯三者

为国家之至宝 ,国民之生计资之 ,国家之富强系焉 ,一切农工

商业皆利赖之。吾国以前对于此等国富之源泉 ,从未作精密

的科学调查 ,动植种属 ,究有几何 ,矿苗产量 ,总有若干 ,概不

明晰 ,何者有经济用途 ,何者为立国根本 ,均无稽考 ,为急起

直追计 ,首宜组织大规模之清查团 ,分赴全国各地 ,采集所属

之动、植、矿物标本 ,依次加以精密之研究 ⋯⋯”[60 ]这是裕富

国民 ,筹建国防首先应做的事情。“中国现在正谋尽力建设

的时候 ,若没有高瞻远瞩的计划 ,结果必致徒浪费而无益于

社会。”[61 ]

中国近代以来 ,是这代知识分子开始注重方法 ,注重事

实 ,眼光远大 ,通盘筹划 ,其技术路线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科

学规划 ,其思路就是我们称谓的科学发展观。

2.发展科学技术 ,必须纠正中国教育的偏失 ,树立科学

文化的价值观 ,培养人的创造力。魏学仁说 :“我国极少数科

学家之成功 ,多凭天才或国外教育 ,得我国教育之助力者极

少 ,是以我国科学之发达亦极迟缓。”[62 ]欲求科学在中国发

展 ,必先注重科学教育 ,这是科学家们的共识。学校是科学

家的发源地 ,但“中国的教学法是书本的教育 ,用的是注入式

的方法 ,学生没有观察的训练 ,更谈不到实验的精神和自动

的思想”。[63 ]许多科学家认为中国落后 ,并不是中国人不聪

明 ,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教育中没有贯彻科学精神。裘家奎举

例 :“一个学生学了一门科学 ,这门科学无论是数学、天文、物

理、化学或者生物 ,过了一年半载 ,大概已经大半忘记 ,这是

一个人记忆力有限 ,没法免除的 ,但学的一门科学之后所得

到的科学精神 ,应该终身影响这学生的行动。”[64 ]这就是说 ,

“科学教育最大的使命是教学生使有科学精神。”[65 ]仅有科

学知识的层面是不够的 ,要养成问难及观察的习惯 ,专一的

心志 ,以及牺牲的精神 ,才能有创造的科学。裘家奎将科学

精神的特点概括为 :A、尊重事实 ;B、力求精确 ; C、注意微小

事物和微渺地方 ;D、不轻易下断语 ; E、存疑。他指出“这五点

不是科学家专有 ,但是一个科学家没有这五点 ,就难有成功

希望。”魏学仁提出改革各学校的科学教学法 ,鼓励大学与工

厂合作 :“工厂可以利用大学改良它的出品 ,指导它的工作。

大学可以借着工厂以培养学生对于科学的兴趣 ,并启发他们

创造的能力。”[66 ]在掌握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体会科学的理性

批判精神。

3、科学社会化 ,社会科学化的目的是复兴中华文化 ,西

方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并行不悖。这一代科

学家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既不必妄自尊大 ,亦不必妄

自菲薄”[67 ] 的态度 ,“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

化”,[68 ]使之合乎现代之用。提倡科学文化不是取代中国传

统文化 ,“凡以不科学抹煞或诋毁中国固有之文化产物”,“以

浅常之西方科学 ,或自视为科学专家 ,毁灭中国历史必排除

之 ,”就是古人已用神道设教而成之道德风俗习尚 ,如今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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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人群 ,又合于科学结论的 ,是尽力予以合理说明 ,“是祛

除迷信之流弊 ,不能以‘迷信’二字抹煞一切”。[69 ]生物学家

杨锺健说 :“无论何种自然科学 ,更无论在中国或在外国 ,最

初都经过一度非科学的时期 , ⋯⋯非科学的传说或猜谜 ,与

科学的研究两时期中间 ,不能用横线来划明。”[70 ]科学家们

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邹树文说 :“把中国历来所奉

为大圣大贤批得一钱不值 ,其意要想把民族的中心信仰 ,全

部都毁坏。这是科学化所不取的。”[71 ]许多科学家不赞成在

高中和大学一年级使用国外教本 ,大多数人认为基础课的物

理、化学、生物、数学之类用外国语文会造成很多隔阂 ,不但

阻碍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妨碍其充实国文的机会。在他们

看来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相通 ,竺可桢

说 ,开白儿 ( Kepler) ① 和法拉第 ,不但他们研究的成绩值得我

们钦仰 ,他们的人格更值得我们崇拜。在中国正遭受内忧外

患 ,天灾人祸连年不断侵袭的时候 ,“我们固然应当提倡科学

的应用方面 ,但更不能忘却科学研究的精神。他的精神就是

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开白儿 ( Ke2
pler)和法拉第就是这精神的榜样。”

4.真正的科技兴国 ,不单单地提倡发展科学技术 ,普及

民众懂得科学常识 ,而是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 ,确立科

学文化的价值观。如胡刚彳复纠正国人对科学的看法时说“科

学好像就是富国强兵的法宝 ,一般人所谓现代的科学万能 ,

或者就是这个意思。然而科学断不是仅限于物质的 ,因为各

国之所以能富强 ,决不光靠枪炮 ,亦自又其立国之道理。

⋯⋯这样说来 ,科学并不是偏于物质 ,凡任何基本的成一系

统的学问 ,俱当在科学范围之内可无疑义。”[72 ]科学家倡导

的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文化对于国民 ,不仅是为实

用而求知 ,而且是为真理而求知。科学家们对“中国究竟需

要何种科学”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提倡学理研究 ,有的提倡应

用技术) ,“说科学理论不必要的当然是笑话 ,但尤其在中国

现在环境下 ,当然我们不能不第一想到与实际社会比较有关

的问题。”[73 ]他们重视科学的应用 ,但更重视运用科学技术

的土壤。科学可以治“贫、病”,但更重要是治“愚”。竺可桢

说 :“我们要晓得 ,近世科学 ,好像是一朵花 ,必得有良好的环

境 ,才能繁殖 ,所谓良好环境就是‘民众头脑科学化’”。[74 ]因

此 ,他们将科学普及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专门研究的

结果 ,必是以应国计民生之需求 ,其普通知识之灌输 ,亦必影

响社会之改进。”[75 ]

当今中国 ,社会公众对科学技术的重视问题已经基本解

决 ,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基本国策 ,但并不等于人们具有科学

意识、科学精神 ,培养国民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仍是中国

发展科学事业的艰巨任务。

余 　论

科学化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由科学家发动的民

间科普运动 ,运动的倡导者直接经受科学文化的洗礼 ,但不

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他们不因专业的局限而对学科外的

问题漠不关心 ,带着中国传统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印记 ,有很

强的社会责任感 ,如王南屏说“埋头在实验室作专门的研究 ,

我们并不反对 ,不过只去埋头研究 ,忽略了大众科学的实用

⋯⋯那又有什么意义”。[76 ]他们的理论也有致命的缺陷 ,以

为“欧美各国无论何事皆用科学的方法去做 ,国家得以富

强。”[77 ]在国外的感受和自然科学方法的训练 ,使他们认定 :

“科学不仅是我们理解一切的工具 ,而且是我们生活上实践

上一切的法则 ;也可以说 ,科学的权威可以统制一切的”。[78 ]

正是科学方法统制一切的话语 ,被后人称为科学主义。正是

对这种语境的担忧 ,生物学家周太玄在当时考察各地后就

说 :“近年以来 ,国人渐知重视科学 ,因而依赖科学 ,希望有了

若干学者 ,若干机关便可以解决民族国家许多当前急切的问

题。本来也是 ,在贫弱愚　的中国 ,我们科学也应该似乎是

个救星。可是科学万能 ,在现在是说不上 ,这不过是科学研

究者的一种信念 ,因为需要急切的缘故”。因此 ,科学研究者

应知其可为与不可为 ,“在国家社会属望甚殷的情况下 ,更应

当严格保持研究者的精神风度 ,慎重行事 ,真诚不欺”。[79 ]

20 世纪之初马克斯·韦伯就指出 :“对科学真理的价值的

信仰不是来自自然界 ,而是来自一定的文化产物。”[80 ]其实

今天值得我们反思的不只是科学方法统制一切的科学主义 ,

更值得思考的是科学家们倡导的科学文化真正的价值为什

么没有弘扬 ? 科学社会学之父 R. K. 默顿说过 :“科学的持续

发展只会发生在具有某种秩序的社会中 ,它受一组特定的隐

含性预设和制度因素的制约。⋯⋯但是对科学的这种支持

只能靠适宜的文化条件的保证。”[81 ]他的观点可能会对我们

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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