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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时笔者曾主编过一本名为《在二十一世纪地平线上——清华人文社科
学者展望21世纪》（吴倬主编，东方出版社2001年）的文集，汇集了27名清华大学的人文社科学者的
文章。
那时清华大学的人文社科学科初具规模，蓄势待发。
6年过去了，今天正值清华大学96周年华诞，与那时相比，清华大学的人文社科又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
现有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法学院、美术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艺
术教育中心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院和教研部门，汇聚了几百位专家、教授，其中大部分是博
士生导师，在这些人中不乏全国著名，乃至世界闻名的学者。
至此，清华大学已经成为我国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和创新的重要基地，已经创建了为新时期培养具有
全面素质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提供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坚实平台。
笔者自1982年初来到清华大学工作至今25年了，亲眼目睹了清华大学振兴人文社科的全部历程，每每
想到这些，总是令人难抑振奋和欣喜之情。
　　如果说当年笔者主编《在二十一世纪地平线上——清华人文社科学者展望21世纪》一书时，主要
还是想向世人展示清华大学在振兴人文社科方面的信息，那么这一次主编《清华名师讲坛》一书，则
不再是为了这一目的了。
笔者的博士生罗显华等几位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干部，有感于在学习中大大得益于清华诸多名
师的教诲，便萌生了把这些知识面广博、思想理论颇具创新性、内容丰富深刻、颇能发人深省的文章
或讲座汇集成书，从而能使更多学人从中受惠的想法。
他们在对笔者提出这个建议时，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欣然表示支持，应邀作本
书的主编之一，并为他们推荐了书中的大部分专家、教授的名单。
　　我们的想法是，这本书以后将陆续编辑下去，以便形成一个《清华名师讲坛》系列，成为清华学
生以及社会人士学习人文社科知识、提高人文社科理论水平、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平台。
　　本书分为哲学反思篇、经济建设篇、历史文化篇、文体艺术篇、社会发展篇等部分，基本上涉及
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读者可以从中领略清华名师的学识和见解。
　　本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清华大学（个别是外校特邀专家）的专家、教授。
本书在选编论文时，注意选编那些在内容上具有知识的拓展性、理论的创新性、学术的探索性、视角
的新颖性，大体上能够反映该学科的前沿进展情况的讲座或’文章。
要求作者在写作时文字力求平实、生动、深入浅出，易于广大读者阅读。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少文章是面对新时期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在理论上、学术上所
进行的探索，因而难免在思想观点上、理论见解上出现有争议、不稳妥甚至错误之处，然而编委会不
可能要求所有作者按照某种“公认的、稳妥的”观点把所有文章都修改得符合“完全正确”的要求，
因为这样不仅实际上无法做到，而且也并不符合学术争鸣和探索、创新的要求。
因此，文章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就只能由作者文责自负，并不代表编委会或主编的观点。
所以，我们也欢迎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对本书的内容、观点进行讨论和批评，相信这样做也会对繁
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有益。
　　在这里，我们要对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出努力的包括出版社、编辑、编委会在内的所有朋友表示
诚挚的感谢！
　　2007年4月29日清华大学校庆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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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值得大家细细阅读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见证清华见证清华人文发展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所有组织者事隔多年后仍无法忘记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大家应该珍藏一生的书！
　　这本书代表了清华人文学院重建以来学术上的最高水平，全书分为哲学反思篇、经济建设篇、历
史文化篇、文体艺术篇、社会发展篇，共计四十五篇论文。
封面有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校长的亲笔题字：清以修身，化佩以实，人以归真，文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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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清华重建文科以来重多博导、教授共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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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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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学形象：　评说清代治台名臣刘铭传　清华的人文传统　　——纪念清华国学院成立80周年文化
艺术篇社会发展篇后记一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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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这里所要讲的，是通过剧作家的思考和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所反映出的科学家与科学的形象，
这也可以算是体现出了艺术家们对科学的某种理解。
其实，这些理解，也是与戏剧创作当时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成果的一种以艺术形式的反映。
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科学及其社会影响的认识是不同的，这从我们后面谈的几部戏的内容和倾向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而且，对于习惯于从科学内部看科学的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些以艺术的形式对科学进行的思考也是值
得我们关注的，它们可以使我们看到，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科学。
　　如果不谈那些虽然通俗但却有失准确的科学家传记，仅就严格地符合学术标准的著作来说，在科
学史家笔下，科学家传记中科学家的形象使人们认识和了解了那些为人类知识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
的伟人。
而且，科学史家们通过他们的研究工作，在描绘科学家的形象时，也掺入了他们自己对于科学和科学
家的理解；在勾勒出这些科学家的角色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心目中对于科学及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
认识。
但是，随着科学在当今社会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关注早已超出
了像科学史家这样的学者的范围，自然，科学家的形象也不仅仅只出现在那些由科学史家们撰写的历
史和传记著作中。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被几位戏剧大师在其堪称当代戏剧经典的代表作中，搬到舞台上来
表现的物理学家的角色，并将由此展开一些相关的议论。
　　首先，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及其《伽利略传》。
对于布莱希特这位戏剧大师的名字，我们不会感到陌生。
他不仅以其戏剧创作，而且以其独创性的戏剧理论体系而蜚声于国际戏剧界。
《伽利略传》是布莱希特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据说它体现出了布莱希特的哲理思想和史诗戏剧风格，被研究者们誉为布莱希特戏剧的皇冠，是代表
一个时代的戏剧名著。
自此剧问世以来，它在欧美国家的舞台不断上演，人们将它与莎土比亚、席勒、易卜生的不朽剧作并
列，视为当代杰作。
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此剧也曾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搬上舞台，而且是粉碎“四人帮
”之后在我国话剧舞台上演的第一部外国当代戏剧名作。
遗憾的是，约10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对笔者就此剧复演可能性的询问，当时青艺负责排演此剧的
导演回答说，限于目前的条件和演员情况，短时间内几乎没有可能让我们再度在国内舞台上欣赏到这
部世界名剧。
　　在科学史上，伽利略经常被称作近代科学之父。
关于这位近代科学开创者的故事，人们当然更是耳熟能详。
正是伽利略通过揭示了亚里士多德运动观中的错误，正确地解释了力、质量与加速度的关系，研究了
惯性定律，发现了速度叠加原理和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并且总结出了自由落体定律，从而为近代力学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伽利略最先将望远镜对准了天空，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提供了证据。
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是近代科学的经典之作。
他开创的结合数学与实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直至今日仍为科学界所遵循。
更不用说他因宣传、论证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学说而被教会审判并被迫“认罪”，以及在几百年后又被
教会“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使得伽利略成为科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
　　虽然是作为艺术家，作为世界级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却并不忽视科学。
在其戏剧理论的论著中，布莱希特经常提到科学这个字眼。
他曾指出：“戏剧艺术，只要它是一种表现重大题材的戏剧艺术，就不可避免地要同科学发生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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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关系。
”“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转变是，戏剧艺术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科学。
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它远远不只是利用科学知识的问题。
”尽管他的这些言论更多地是指戏剧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强调正确地运用现代科学，特别是对于戏剧
有不可估量的益处，但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相关的对于科学的关注与思考，使得布莱希特能够运用其艺
术天才，以戏剧的形式来表现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历史形象。
　　有趣的是，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这样一部历史剧，倒并没有像当今影视圈拍摄历史题材作品
那样引起众多的关于“真实”的历史与艺术表现之矛盾的争议。
似乎人们更是将其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来对待。
其实，布莱希特确实是严肃地对待这一题材，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出色地发挥艺术家的想
象力，生动构想出戏剧的场景和人物的对话。
在此剧中，重点地表现的是从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观察天空，发现支持哥白尼理论的证据开始，到与教
会发生冲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并被迫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最后又写出《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
话》，创立了新物理学的过程。
鉴于人们对伽利略故事的熟悉，这里对剧中生动的情节不再一一介绍了。
这里，我倒是想讨论一些与情节相关，但却又是在情节之外的话题。
　　基本上，伽利略还是以传统的形象，是作为一位“新时代”的创立者的形象出现在剧中。
用布莱希特自己的话来说：“剧本表现的是一个新时代的破晓，并试图去改正对一个时代破晓的一些
偏见。
”他要表现的是“一个新时代的不加粉饰的图画”。
在剧中，伽利略的角色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相反，除了对探索科学真理的执著之外
，伽利略也是一个凡人。
他爱吃，“当吃好饭喝好酒的时候常常出现灵感”。
他经常为金钱的拮据而操心，甚至不惜拿他人发明的望远镜冒充自己的发明呈献给威尼斯共和国来换
取提薪。
当为了宣传论证地球绕太阳转动而被宗教裁判所审讯，在看到刑具后，只因害怕肉体上的痛苦而放弃
其学说。
但是，这些凡人的弱点并不削弱伽利略作为近代科学创立者的光辉。
在布莱希特笔下，伽利略毕竟是理性的代表者。
正是基于这种人类的理性，在1610年1月10日，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的观察，使“人类在她的日记里写上
：废除天堂”。
“我们为真理做了多少工作，真理就能获得多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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