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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年前，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组织专家学者从理论高度探讨科学与和平的内在联系和持
续在中国开展联合国倡导的国际科学和平周活动的战略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时期·新
观察：科学与和平研究在中国》理论研究专辑。
　　20年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进入了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力量均衡化的新时期。
科学、和平、发展、合作、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环境与生态危机等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再次成为新时
期的热门话题，需要我们从新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研究世界，了解世界，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为此，2011年9月，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系列活动“弘扬科学和平精神，携手共建和谐世界”理论研
讨座谈会在京召开，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科学与和平发展，军控与维和行动，构建和谐世界等人们
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科学促进和平，和平促进发展，发展推动和谐，以及科技进步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会后，在专家学者撰写的论文基础上，编辑出版本理论研究专辑，它是《新时期·新观察：科学
与和平研究在中国》理论研究专辑的续篇，也是海内外热爱科学与和平事业的专家学者纪念联合国国
际科学与和平周二十三周年的一份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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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潮，1932年生，吉林省人，研究员。
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毕业，现为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主任，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
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李长和，1942年生，天津市人。
1965-2002年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国际司副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代表（大使）、中国常
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兼裁军事务大使、中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
现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非政府组织）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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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科学技术篇科学对和平的意义科学家献身世界和平事业的典范现代科学技术对和平发展的正负
作用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和谐发展中国核技术利用之路初探试论技术
对和平的影响资本利益、科学技术滥用与人类未来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加强军事技术研究物理战的未来
图景人类和平与人文情怀揭示科技的终极价值坚持和平利用军工技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平安全篇危
机动荡蕴机遇和平合作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行动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与世界和平大势东方和平主
义：中国文化的和平智慧与和平社会理想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与动荡不安的根源未来5至10年国际战略
与安全环境发展趋势核不扩散和国际安全中国蓝盔贡献和平生态伦理视野中的国防建设中国“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与国际核裁军“民间的和平”与全球治理和谐世界篇漫议联合国的作用与贡献中
国传统“和为贵”思想与和谐世界理论中国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促进和
谐世界建设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互联网技术与和谐社会建设民主党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
的优势和作用弘扬中华孝道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和平教育从青少年抓起的重要意义中国国际科学与
和平周的缘起讲科学、谋和平、促发展，携手共建和谐世界作者简介附录一：罗素－爱因斯坦宣言附
录二：国际和平宣言附录三：联合国大会第43届会议第61号决议：科学与和平附录四：历届中国国际
科学与和平周的贺信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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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人类道德和个人心灵境界为基础，如何能达到消弭战争、避免社会暴力的目的呢？
在这里，东方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在“和”的法则引导下走上了一条寻求“内在超越”的路径。
也就是说，从天、地、人的关系中所领悟到的哲学启示，最终把和谐与秩序的求得归结为人的一种心
灵状态或境界的修养程度，因为人类的道德修养和心灵至境在于体认和复归于天地之“德”。
如前所述，“和”是天、地、人共有的“六德”之一，“德莫大于和”，后来的思想家把这一精神推
于极致。
我们知道，“德”的范畴在周代以后的政治与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和”与“德”相联系，无疑推动了东方和平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
　　四、“人和”与“天人合一”　　和谐的精神要求在人类社会的大系统中必须考虑到人类与自然
条件以及与人类自身的协调与均衡，即要达“天时、地利、人和”相一致的原则。
在这三项条件的最佳配合中，表现出人类社会的最佳状态。
因为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并不外在于人类社会自身，所以，人类要顺应自然如气候、地形水利（“天
时”、“地利”）等条件，既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人类社会内部也必须体现出人与人的和
谐，即维持“人和”的社会原则（也就是原始的人道、民主关系）。
李泽厚先生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相协调，是产生“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个体与
群体的顺从、适应的有机关系）观念的现实历史基础。
也就是说，原始氏族体制下的经济政治结构和血亲宗法制度是产生“人和”原则的基础，也是由“人
和”向“天人合一”过渡的重要历史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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