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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战争不仅使西方世界笼罩在一片“世纪末”的悲凉气氛之中
，同时也使本来对学习西方文化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中国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战后的欧洲知识界对现代性的反思也带动了中国思想界的转变，国内展开了对科学的功用及价值的讨
论与反思，并在批判以物质文明发展为特征的西方文明时，积极倡导以道德、精神文明为中心的东方
文化。
李宗武曾指出：“19世纪末叶以来，从科学万能的信仰中好像已漏出许多绝望的叫声。
人类生活的背景越发现出忧郁阴暗乏味的色彩。
文明各国的悲剧惨象，知识有增无减，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原来）人的生活决不是到处可以用点、线、圆弧说明的；决不单是物质满足就得享受幸福，免
除烦闷；决不是征服自然就算已毕能事。
”许多中国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机械论战胜精神价值的后果。
科学被认为应对产生这种没有价值观念的机械世界观负责，并被指责为造成了战火的创伤与流血。
当然，反科学主义思潮并不仅仅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重视人
伦、肯定道德、关注人性、人的生存和价值的人文传统。
 严复曾大力提倡和宣扬科学，并以为科学是西方强大的重要原因和动力，科学也是解救中国的唯一良
药；至一战期间由于战争的惨烈及由科学所产生的祸端，他开始反思起科学来。
他说：“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
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
他认为：“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也。
”与战前相比，不再对科学抱有热烈的期盼。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舆论界的骄子，他曾经如饥似渴地吸收西学新知，向国人不遗余力地介绍牛顿、达
尔文、培根的学说。
一战后由于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况，开始对科学的功用和价值以及使用进行了反思。
1919年，梁启超、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七人作为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考察了欧洲。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梁启超亲身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并注意到当时欧洲新兴的对东方文化的推崇，
梁启超将西方的弊病以及战祸都归因于对“科学万能”的崇拜，归国以后就发表了“科学破产”的论
调。
他于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在1920年3月至6月被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连载
。
文中这样写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
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
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
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影子是谁？
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
潮变迁的一个大关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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