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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创新文化,就是要使整个社会文化能够为新知识的持续创造与创造性使用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支撑,

促使尊重创新、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相应的文化制度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以形成。与之相应的创新就是指新

知识的持续创造与创造性使用。接下来,本文论述了创新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 认为科学文化的成熟、发展是

文化进入创新型态的重要前提与标志。最后,文章比较了中、西方学术传统的差异,论述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 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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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king Innovation a Key E lem ent of our Cultural Tradition: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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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 te for theH istory of N atural Science, CAS, B eijing 100010, Ch ina)

Abstrac t: Th is paperm akes a dem arcation be tw een the tw o cultura l pa tterns– the innovative and the non- innova tive

– by wh ich a culture ex ists and deve lops. Innovative cu ltures, according to th is dem arcation, intitutionalizationa lly en-

courage and protect innovativ e activ ities and m ake use of the products stemm ed from these activ ities, while non- innova-

tive ones do not. Acco rd ing ly, the paper de fines / innovation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 ltura l stud ies, as / creating

continuously and m ak ing creatively and w ide ly use o f know ledge0. Thus ou r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u lture is tom ake

our culture innovative, or, to change our cu lture from its non- creative form into creative one, by providing intitutiona-l

izationa lly a ll the soc io- cultural suppo rts needed in the processes of creating and m aking use of know ledge. Then, the

paper g ives an h istor ica l ana lysis on the relation betw een innovative cu lture and scientific culture, to show tha t them atu-

ra tion o f cu lture o f sc ience is an im po rtant prem ise and an indicating sign of the form ation of innovative culture. In the

last part, the paper d iscerns d ifferences betw een Ch inese academ ic tradition andW estern academ ic tradition, ana lyses

the o rig ins of Ch inese culture o f science, and g ives som e constructiv e po 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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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创新文

化体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应有之义, 对于建设

创新型国家有着深刻意义。任何社会活动, 都

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中存在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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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来说, 是其得以实现的保证。这种保证,

既表现为一种促进和鼓励, 又表现为一种规范和

约束。在新的历史时期,该如何调整、改良现有的

文化, 使之适合时代发展要求,在整个社会中培育

尊重创新、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让我们的文化具

备推动创新的能力, 使创新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

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挑战。本文尝试在理论层

面思考、回答这个问题。

建设创新文化, 需要了解文化发展的一般模

式或机制,需要对中国文化的构造与发展机制、对

可资利用的世界文化资源、对当代中国创新文化

建设过程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有清晰的认识。

在此基础之上, 才能从理论上弄清中国创新文化

建设的实质、意义,弄清我们在实践层面中所面临

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 进而对如何推进我国的

创新文化建设提出建议。

本文首先从文化的概念出发, 阐述文化发展

的动力理论,进而提出创新文化的含义, 揭示建设

创新文化与发展科学文化的关系, 然后对比西方

发达国家的发展路程, 分析中国科学文化的特点,

最后, 就如何发展科学文化从而推动中国创新文

化的形成,提出建设性建议。

一、文化的一般概念、文化动力学和创新文化

的含义

文化是人的创造, 也是人类生活的依托。文

化无所不在,其定义有数百种之多, 但具有经典意

义的文化定义是由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泰勒

( Edw ard B. Ty lor, 1832 - 1917) 于 1871年给出

的:文化 /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包括知识、信仰、艺

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

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0 [ 1]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

基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这两个相互关

联的方面,前者指人的各种物质设备, 而后者则包

括规则、法律、习惯、风俗、道德、价值观、科学, 以

及语言。他主张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考察文化,

并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制度研究之上。

文化有多种分类方法。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 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智识文化三个方

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 是

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 制度文化和智识文化分别

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

宗教信仰、审美情趣, 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

化, 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

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 如衣食住行、风俗习

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还可以按照时间来划

分, 分为史前文化、古代文化、当代文化等等;按照

内容可以划分为宗教文化、科学文化、政治文化等

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一切形

式的文化研究者均从他们各自的角度解读文化整

体的局部,或者说解读局域性的文化。

以中国文化为例,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

由相对独立、互相作用、同时并存的子文化系统组

成, 其中包括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科学文化、人文

文化、经济文化等等。这些子文化系统之所以是

相对独立的, 就在于他们分别有相对独立的主要

承担者和作用范围。比如政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

是公务员,主要作用在政治活动中; 科学文化的主

要承担者是科技工作者,主要作用于科技事业中。

这些子文化之间的界线不是绝对的, 承担者和作

用范围都会有重叠, 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作

用和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子文化在整体文

化中并非占有均等的地位, 强势的文化可能越出

它本身的边界广泛传播, 并在社会整体文化生活

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一方面, 文化是相对固定

的, 具有共有性、继承性和持续性, 文化中的某些

内容有很大的稳定性。这也是世界上多种文明共

存的原因。因此, 想在短期内试图改变文化的努

力, 变得十分困难。从这方面来说, 文化在社会生

活中主要表现为一种约束力量。另一方面, 文化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 文化的变化是人类

生活的永恒的主题, 每一代人都会在传统文化中

注入新的内容,抛弃那些过时的不合需要的部分。

就文化的发展来说, 其动力可以分为内部动

力和外部动力。内部动力来自文化内部各种子文

化或者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外部动力来自作

为整体的某一社会的文化与其他社会的文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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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共存的文化之间以及同一文化系统

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着文化元素的交流

与传播。这种交流, 或者可以促进彼此的改变, 或

者一方替代另一方, 或者产生出新的子系统, 最终

会改变整体的文化系统, 使得在某件事情上或者

某些领域中, 起作用的子文化系统之间的力量对

比发生变化, 从而使整个文化表现出一种新的

特性。

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与互渗从根

本上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一部欧洲文化史是

一部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史、斗争史、互渗与整

合的历史, 是不断发生重大文化变革的历史。如

果没有经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印刷术、火药

与指南针,没有阿拉伯文化对古希腊科学的吸收、

传承与传播, 没有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

长期的征服与反征服历史进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

化冲突与互渗进程,就不会有东西方文化在 16、17

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全面汇聚, 不会有文艺复兴

和宗教改革,不会有地理大发现,也不会有欧洲科

学革命。

从这样的文化动力学出发,我们得出了 /创新

文化0的概念, 其核心涵义是要在整个社会范围

内,形成尊重创新、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相应的

制度安排。相应地, 中国创新文化建设, 是要促使

中国文化从整体上、从根本上转变成为一种尊重

创新、鼓励创新的文化, 是一项涉及各个子文化领

域的系统的文化重建工程。与这种以文化建设本

身为目的的创新文化建设相适应的创新概念是一

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概念: 创新对于一个国

家、一个社会、一种文化而言,就在于知识 (包括自

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的持续创造、在于知识的

创造性使用和广泛使用、在于知识的创造与创造

性使用之间的协调。因此, 创新文化建设就是要

使整个社会文化发育成这样一种文化, 它能够为

新知识的持续创造与广泛性使用提供全方位的文

化支撑 ) ) ) 价值观、文化制度乃至物质文化层面

上的支持。看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不是创新型的文

化,就要看它从整体上对创新 ) ) ) 新知识的持续

创造和创造性使用 ) ) ) 是持赞许还是反对态度,

看它是否为创新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及物质资源

支持;看一个组织的文化是否创新型的文化,就要

看它在其整体制度上是否鼓励创新, 是否给予创

新型的人才以发展空间, 看它能否持续创造出或

利用新知识, 达成该组织的目标。

我们这里所谈的创新文化与熊彼特所言的创

新文化并不矛盾。熊比特提出的 (企业 )创新概

念 [ 2]是对创新一词的一种限定性使用, 他用 inno-

vat ion一词特指从新思想的创造或引入, 到产品设

计、生产实施、新产品或新流程, 再到商品流通的

完整过程。而我们是从宏观层面上探讨创新文

化, 发诸于企业创新并由之传播到全部文化领域

的文化传播进程是我们所理解的创新文化的发育

与成长的一个层面。我们所谈的创新文化, 不是

针对社会的某一子系统而言 (如企业生产部门 )的

创新文化 (如企业创新文化 ), 而是一种相对于全

社会的、广义的、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关的文化

( /企业创新文化 0只是它的一个子集 ) ,它在社会

各个部门都应该发挥作用。这样的一种创新文化

并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之内, 也没有一

个特定的职业群体作为其独特的文化主体。它也

不只是针对企业或者科技界而言的, 而是对整个

社会而言的。

知识的持续生产和广泛性使用以及二者的

密切结合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纵观西方

发达国家的历史, 它们通过一系列制度上的创

新,形成了一整套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制

度,保证了知识的持续生产和广泛使用。如果说

科学革命开启了科学技术知识之生产的制度化

进程,工业革命开启了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有价

值的知识 (如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 )之使用的制

度化进程, 那么, 随着 20世纪的到来, 随着两次

世界大战的发生, 随着战后创新经济学的兴起,

随着一个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 知识的生产、

使用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协作才发展到一个前所

未有的高度 (见图 1)。

无疑,知识的制度化生产、大规模使用以及这

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 均需要满足种种社会文

化条件。西方社会自 17世纪以来, 用了 200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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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时间来准备这些条件。在此, 我们要看到, 现代科

学技术知识是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制度相一

致的, 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共生、共

变的历史关联。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

革命, 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工业资本和

金融资本的结合, 没有科学传统和工匠传统的融

合,没有科学文化的蓬勃发展,培根的用自然知识

造福于人类的理想终归不会实现, 今天所说的建

基于知识的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也不会出现。

综上所述,构筑创新型国家,其核心内容涉及

以下三方面的努力: ( 1)构筑并维持一个强大的、

可持续的知识生产系统 (科学技术系统和学术系

统 ) ,使新知识的持续创造成为现实; ( 2)构筑一个

强大的知识使用系统 (技术开发系统和其他类型

的知识使用系统 ) ,使知识的创造性使用和广泛使

用成为现实; ( 3)在知识生产系统 (部门 )与使用系

统 (部门 )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 既保持其相对独

立性, 保持其创造力, 又能使由之构成的整个系统

处于充满活力的状态。

构筑创新型国家的文化基础, 我们也要着眼

于以上三个方面, 全面推进创新型文化的价值系

统的确立, 并通过文化制度的不断改革将创新型

文化价值观落到实处, 以此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和创新型文化的发展。

二、创新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

创新强调的是新知识的创造和创造性使用,

科学技术知识是这里所说的新知识的核心组成板

块之一。要达到新知识的持续创造, 这就意味

着 ) ) )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 ) ) 新知识的生产需要

转入体制化发展的道路 (近代以来,这主要表现为

科学技术以及人文学术的体制化发展 ); 同时这也

意味着, 强烈的批判精神、理性的怀疑精神和自由

创造的精神应该在主流学术传统中占据最重要的

位置。要达成新知识的创造性使用和广泛使用,

就需要建立起重视新知识的创造和使用的经济市

场和文化市场,建立相关的企业制度和文化制度;

同时,还需要在知识的生产部门与使用部门之间

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为此必须提供相关的文化氛

围和制度安排。

从这种角度审视历史, 可以看到, 欧洲文化在

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就开始从整体上进入创新型的

文化形态, 科学革命的发生以及科学技术制度化

进程的开启体现了它对新知识的持续创造的赞

许, 而随后工业革命的爆发及相关的工业化进程

则体现了它对新知识的广泛使用的赞许。文艺复

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这三场伟大运动无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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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于思想上的创新, 并进而诉诸于制度创新 ) ) )

通过制度改革或新制度的构建 (新的制度化进

程 ) ,西方文化转入了我们可以称之为 /创新文化 0

的文化发展形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科学技术

知识以及人文知识逐渐替代传统的经院哲学成为

主流的知识, 科学及人文学术也走上了制度化发

展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一转折过程中, 科学技术

知识的社会声望逐渐上升, 并在人类整体知识体

系中开始占据突出的地位。与此相应, 现代意义

上的科学文化也逐步形成并获得广泛传播, 最终

超越科学共同体 (科学家群体 )的界面而发展成为

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科学文化的充分发展成为

西方文化从整体上转入创新型的文化发展形态的

一个基本前提和重要表现。

科学文化形成于科学制度化的进程中, 在其

发生之初是一种局域性的文化 ) ) ) 作为科学家群

体的一种文化而出现的, 继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

发展传播到全社会并对之发生重要影响。科学文

化本质上所要求的就是新知识的创造和使用, 所

以它本身即是、而且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要求创

新、鼓励创新的文化。正是为了达成新知识的持

续创造和使用, 现代科学走上了制度化发展的道

路;没有这种制度化发展, 科学文化不会作为一种

群体文化出现, 更不会得到广泛传播乃至成为一

种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西方科学的持续

发展, 连同社会科学的建立, 无不是以强大的科学

文化为背景支撑的: 科学文化的发展、传播与普及

既为科学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辩护, 促

使社会公众对科学技术持赞许、支持态度, 也为科

学家开展科学探索活动提供了文化处所、规则与

价值原则 [ 3 ]。在更深的意义上,可以认为, 科学上

的成功可以改造科学系统本身, 可用之于改造自

然,改造一个国家;而科学文化的成功则可以改造

人,改造一个民族,改造人类文化。

伴随着 20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功, 科学文化的

作用界面和传播界面获得了极大的延伸, 也正是

在这种传播与发展进程中,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文

化首先出现于西方社会并逐渐传遍世界, 成为其

他类型的文化施行文化改革所必须借重的文化资

源 [ 4]。从整体上讲, 今天的人类文化是一种以科

学为其最突出标志的文化。科学文化不单单涉及

科学组织或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文化, 它还涉及科

学知识、方法、价值伦理观念在其他社会文化领域

的广泛传播和应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文化冲突

与文化整合现象。在此意义上, 科学文化的行为

主体不仅包括科学家, 还包括其他一切在某种意

义上认同科学文化之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并据之

行动的人们。而这种延伸又促使科学文化与其他

类型的文化之间出现紧张关系, 以往的科学与宗

教、科学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互渗进程,

为科学与人文、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冲突

与互渗所替代。二战以后, 人文学者对现代科学

技术的负面社会效应、对唯科学主义、对传统的科

学进步观 (科学进步必然导致社会进步 )提出了强

烈的批判,要求为人类心灵自由、意志自由留下地

盘。然而, 20世纪后期, 新型 /知识推动论0 (知识

的创造与使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取代传统

的科学进步观,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确立, 世界各国

无不将科教兴国、科学技术立国视为国家的根本

大计。

因此, 一个国家的文化转变成为创新文化的

过程, 就是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系统的先进因

素 ) ) ) 尤其是科学方面, 进而带动各个子文化不

断发展, 各个子文化各行其是, 相互配合, 使得整

个文化系统表现为创新型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

中科学文化的发展、成熟具有决定性作用。

制度化是这个过程得以实现的保证。一方

面, 新知识的创造和使用需要进入制度化发展的

轨道;另一方面,要在文化上进行制度方面的保证

措施。仅仅就创新价值观作出概括再通过媒体或

其他传播设施在全社会加以宣传和倡导是无法建

成创新文化的。文化有智识文化、制度文化以及

物质文化三个方面, 创新文化建设亦须从这三个

方面同时着手。就政府而言, 除尽己所能为创新

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以外, 还必须在大

力发展社会主义智识文化的同时继续坚持进行社

会 -文化制度的改革。没有哪一种制度 ( inst itu-

tion)是永久不变的,也没有哪一次制度化进程 (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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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itutionalization)是一劳永逸的。在此意义上, 建

设创新文化的过程是再制度化进程 ( re- institu-

t iona lizat ion)。对于我们来说, 需要从创新概念的

角度、以开放的心态观察历史,寻找赖以进行创新

文化建设的各种文化资源, 需要对中国当代文化

的各种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结构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需要从文化互动、从制度改革的角度理解文化

从非创新型到创新型的转折机制, 需要通过制度

改革真正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设置, 使创新真

正进入我们的文化传统、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

今天,我们讲创新文化建设,就需要讲如何发

展科学文化, 就需要讲科学文化、人文文化、政治

文化、经济文化等子文化之互动。是科学文化、技

术文化与经济文化、人文文化的互动, 以及不同民

族之间的文化互动, 织就了今天世界各国所提倡

的创新文化。没有文化互动和思想碰撞, 就不会

有创新的动力和灵感。制度改革, 或者说, 制度化

和再制度化, 是创新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只有

在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里, 创新才能找到合法的

理据和保障;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度改革, 创新才不

会因为制度的僵化而至停顿。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文化

在建设创新文化的过程中, 必须要直面传统

文化的问题, 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深受传统文化

影响, 对外交流相对较少的大国来说, 这是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决定着对创

新文化的认可和接受程度。遗憾的是, 中国传统

文化从整体上讲并没有真正发育成一种创新型的

文化: 尽管它在古代形式的技术知识的发明和使

用上在世界上曾居于领先地位, 但它没有为各种

类型的新知识的持续创造提供社会机制与保障。

(一 )中国传统学术系统和西方传统学术系统

在此, 让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系统和西方传

统学术系统作一简单比较。毫无疑问, 在这里我

们可以看到两类不同的学术传统。中国经学系统

的宗旨是训释或阐述儒家经典。汉武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而后历代朝廷以经学规范学术, 中国以

经学为核心的学术系统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虽

然经学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由历代官僚文人加

以阐发和议论,整体上有所发展, 但其本身并不倡

导批判尤其针对经典的批判, 它只是对原有学术

体系进行改进而不触动其根本宗旨。千余年来崇

奉勿替, 缺乏批判精神、因循守旧, 自然就谈不上

是一个拥有自我更新能力、富于创新精神并能实

现新知识之持续创造的学术系统。儒学如此, 算

学、史学亦复如此: 5九章 6、5史记 6奠定了中国算

学、史学延绵两千年的治学形式, 可喜哉? 可

悲乎?

譬如,与儒学之兴盛相伴的是墨学中绝,是诸

子百家的消亡。有了科举制度, 特别是八股文占

统治地位之后, 中国知识分子的智力就被约束在

八股思维方式之中, 就被约束在儒家或者说统治

集团所关注的问题之上, 想的是如何 /治国平天

下0。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经学 0思维模式

仍一度大行其道。譬如,在改革开放以前, /哲学 0

几乎就是指 /马克思主义哲学 0, 仿佛世界上除了

马哲之外,别无其他哲学。

西方的学术系统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创

新型的学术系统, 但是, 亚里士多德将一种 /吾爱

吾师、吾更爱真理 0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注入古

希腊学术传统之中; 基督教神学的建立则为古希

腊的理性思考与批判、为自然哲学 (或者说,科学 )

留下一席之地 ) ) ) 尽管是婢女的位置。托马斯 #

阿奎那发展自然神学, 要求信徒们也要以理性的

方式了解上帝的存在及其作用, 使得在神学框架

内, 科学和哲学理性获得了庇护与发展, 并最终冲

破神学框架的束缚获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正

是在这个时代, 科学的思想与精神获得了极大的

恢复与发展。

近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在于其强烈

的批判力,哥白尼、伽利略批判了地心说; 笛卡尔

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 牛顿批判了笛卡尔

的方法论和宇宙学说,建立了他的力学体系;康德

更是给出了他的三大批判, 改变了整个西方哲学

前进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社会

伦理学说和经济学;今天, 爱因斯坦批判了牛顿的

绝对时空观, 建立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们

批判了经典的因果性概念, 建立了量子力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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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解释方式;波普将他的哲学称为 /批判哲学 0;

法兰克福学派继续发展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后

现代主义哲学家甚至对启蒙理性、对科学进步观

也进行了社会批判。总之, 批判的精神在西方思

想史上贯彻始终。

(二 )中国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科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中国的现

代科学,不是在中国传统的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而是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 5]。中国最早与

西方科学的接触, 要数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

来华传教, 当时的西方科学也随之传入中国。但

是,最终传教士既没有成功地使中国人普遍接受

他们的教义, 更没有让西方科学在中国社会 - 文

化中扎下根来。 19世纪中叶之后, 清教使团在中

国传教的同时又一次传播了西方科学。在这一时

期,中国知识界的少数精英才逐渐意识到, 中国与

西方列强的主要差距不仅仅在于后者拥有坚船利

炮,而是包括科学与技术在内的全方位落后 [ 6 ]。

明万历年间,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活动

的主要目的是宣扬天主教教义, 而传播西方科学

知识仅仅是一种获得中国上流社会认可的手段。

他绘制的5万国舆图6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世界地

图,这幅地图第一次彻底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 /夷

夏之分 0的观念, 从时间和空间概念上大大拓宽了

中国人的世界观, 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宇宙

观;他和徐光启、李之藻所合译的5几何原本6、5同

文算指 6、5浑盖通宪图说6等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向

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以及蕴藏在科学背后的

逻辑和哲学思想, 对明末清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以 /科学传教 0的方式, 传教士与当时的

中国士大夫构建起牢固的关系网, 西学逐渐在中

国获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 但传教士并不打算在

中国传播西方社会的科学制度。

19世纪后期,西方科学思想第二次登陆中国,

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欧洲在产业革命

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崛起, 发动了对中国的

侵略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以中国为中心的

/天朝0观念受到无情的冲击。面对这种严峻的局

势,中国社会前进的巨轮被迫改变旧时的方向。

这一次, 传播西方科学的主体是中国的一些有识

之士,传播的内容也不只限于科学知识, 而是向文

化制度的层面展开。随着中西交流的进一步加

深, 国人对西学的认识逐渐上升到了文化制度的

层面。洋务运动的后期, 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开始

在经济、政治制度上向西方学习。西学的传播也

得到官方的支持。清政府设立了以外语和西学为

主要教学内容的教育机构, 并派遣留学生到西方

学习。在鸦片战争后, 传教士传播西学的主要方

式是报刊宣传和建立教会学校。

20世纪在中国史上是一个革命的时代, 各种

思想制度和文化生活都有了激烈的改变。第一次

和第二次西学传入都注重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

现在转而热衷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很多中国

人通过比较中西科学文化差异性、以及中国与日

本在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不同之后, 都认为中国

不仅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和文化上,落后

于西方。

正是自 /五四运动 0以来, 中国的科学体制化

才开始形成。辛亥革命以后学成归国的理工科留

学生,他们本人不仅都以从事现代科技研究为职

业, 而且在他们的努力下, 中国大学里的各个学科

才正式构建, 中国的科学学会也才正式创立。这

一时期对科学体制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数中国科

学社的成立, 它是当时唯一的综合学术团体,它的

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的开始 [ 7 ] ,

为西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传入中国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 /五四 0时期的科学活动虽然

明确提出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运用, 但是随

着社会的剧变、政治的动荡,他们所提倡的科学方

法和科学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科学0和

/民主0并没有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

传播是价值负载的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与文

化价值系统是一个完整的、不易分割的系统,任何

一部分内容的传播都不是分立地进行的; 一旦涉

及到文化价值的传播与相互作用, 就意味着价值

的重新判断和再选择, 就意味着不得不在接受某

些价值理念的同时放弃另一些价值理念。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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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在试图成功地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生产能力

的同时仍然袭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 ) ) ) 中国的

经学传统, 也不能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纳

入其中,形形色色的自欺欺人的 /西学中源说 0终

究在洋人的坚船利炮前化为乌有 [ 8 ]。中国人在遭

遇西方科学与文化时一度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传

统和文化,但却以隔绝东西方文化交流为前提、为

代价: 文化隔绝的后果只有一个, 这就是, 文化发

展失去前进的动力, 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创造遭到

压抑。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迅速完成了现代科学

学科体系与国家科技研究系统的再建制化过程。

然而, 中国在实施科学技术的国家化发展战略时,

没有同时致力于科学文化的养育工作, 而是以政

治文化替代科学文化。这样, 在那些应该由科学

文化发生作用的地方, 常常是由政治文化来起作

用,政治权力运作直接决定着中国科学资源分配

和科学奖励系统的运行过程,甚至直接介入科学

探索的过程。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经

济功能与军事功能得到了强调与发挥, 但其文化

功能的发挥通道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堵塞; 科学文

化在中国科学家群体内部也未能充分发育, 科学

自主性遭到漠视, 科学家的创造精神也在某种程

度上受到压抑。这导致了两方面的不良后果, 其

一,科学技术的制度化完全是以国家化的形式实

现的, 这使得所生成的科学技术系统缺乏相对自

主性, 在科学文化应该起作用的地方实际上是由

政治文化来起作用, 由此对科学家的创造热情和

创造力形成负面作用。其二, 科学技术的文化作

用未得到充分彰显。科普工作 (包括科学教育在

内的广义的科普 )重点长期放在科技的知识层面

上,而且,中国科学家大多无涉于科学普及和传播

工作。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如科学史、科学社会

学乃至科学哲学也长期处于未发展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

同时也对科技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科学文

化发育不良的基本状况有所好转 (如,在国家科学

基金项目评审时, 引入了同行评议 ), 但仍未获得

充分改善。应该看到, 在过去的改革中, 改革的主

要目标在于科学家们的产品 (以量化指标度量的

科技成果及其经济效益 )而非科学家个人素质及

科学家群体整体素质的锻造。因此, 构建一个充

满创造精神且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共同体, 构建

生机勃勃的科学文化, 进而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

文化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 是我们时至今日仍需

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

四、建设科学文化,促进创新文化发展

从 /西学东渐 0到 /洋务运动0, 从五四新文化

运动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北

平研究院的建立, 从新中国的科学院的建立到近

几年建立现代科研院所政策的实施, 表明中华民

族对科技的认识不断深入, 最初只是看到西方列

强的坚船利炮, 然后注意到坚船利炮背后的科技

知识,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建制化的重要性, 但是仍

然忽视了在进行科学体制化过程的同时还需要着

手构建强大的科学文化。今天, 党中央、国务院已

经深刻认识到文化创新关系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命

运, 从 /科学发展观 0、/和谐社会 0到 /创新型国

家0,这些新的国家发展政策,反映到文化上, 均要

求进行文化改良, 发展全社会意义上的创新型文

化。建设创新型国家, 需要同时建设创新型文化。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与互渗是人类历

史前进的动力,只有在这种视角下, 我们才能够充

分理解为什么 /改革、开放 0能够给中国带来如此

辉煌的成就, 才能够理解我们今天在创新文化建

设中所面临的困难与责任。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文

化动力学,我们需要认识到,创新型文化的发生有

着复杂的文化互动背景与机制, 其构建也需要有

多方面的、协同的文化努力; 需要认识到, 中国建

设创新型文化的出路仍然在于 /改革与开放 0之

中。党的 17大报告不但提到了要建设创新型国

家, 还提到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

出要推进文化创新, 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并且指

出, 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

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保持民族性, 体现时代性。同

时,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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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看,我们今天讲创新文化的建设, 就

需要讲科学文化、人文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

等等子文化之互动, 从而使整个社会文化呈现出

创新的形态。是科学文化、技术文化与经济文化、

人文文化的互动,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

织就了今天世界各国所提倡的创新文化。制度化

是创新文化发展的基础,只有得以制度化, 创新才

能找到永恒的动力; 制度化是附带着文化建设意

义的制度化,没有文化层次的变革, 单纯的制度化

是没有意义的。创新是制度化的前提, 创新通过

制度化来实现。制度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

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本身成为文化改良的必由

之路。

建设创新文化, 并不是要在社会上建设出一

种新的文化形式,而是通过发展文化中的子文化

系统,通过子文化间的相互作用, 促进社会文化

生成创新形态。因此, 在实践中, 不能指望仅仅

通过提倡某些观念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发展创

新文化必须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 要有制度改革

上的配合。唯其如此,创新的理念才能真正得到

全民族的认可, 才能真正完成其制度化进程。当

创新制度化进程获得稳固, 当创新真正成为我们

的文化传统, 我们才有理由说我们的文化是创新

文化。

要使中国真正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 成为科

学大国,就必须努力为知识的持续生产和广泛使

用以及二者的密切结合提供价值观、文化制度乃

至物质文化层面上的支持, 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提

升中国科学系统的创造力和履行其社会责任的能

力,塑造与科学的制度化相配套的科学文化。为

此,中国需要培育强大的科学传统并以此为内核

构筑全民族意义上的科学文化。培育强大的科学

传统和科学文化,是建设创新文化的重要战场, 是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功能的重要途径。

在科技事业中,要树立科学文化的主导作用, 促进

科学共同体健康发展。在全社会要普及科学知

识, 提倡科学方法, 弘扬科学精神, 提高国民的科

学文化素质。科学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要将公众

引向科学实践活动的历史与现实, 让公众获得全

面感悟科学、理解科学的通道。在经济建设中,依

靠自主创新, 带动生产力质的飞跃, 推动我国经济

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需要大力营造尊

重创新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唯此, 创新才能

成为我们的传统, 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 意味着我们要以宽阔

的胸怀对待人类文化的全部遗产和资源。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 勇于向传统文化中不适于创新文化

的部分说不, 勇于接受新的文化形式, 从制度层面

进行创新文化建设就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重任。

让我们的文化具备推动创新的能力, 让创新文化

成为驱动发展巨轮的动力, 让创新精神化为全体

人民的共同行动, 使创新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是

我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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