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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1927-1937年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为考察对象，指出这一时期科学（化已经进入有组织、有
目的的发展创造阶段，并出现了大众化的传播趋势。
这一方面深刻影响了人文社科领域，使人文知识分子纷纷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要求衡量人文学术；另
一方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科学的技术性转化直接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而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也被寄予厚望，对中国的政治科学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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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云，女，汉族，1972年出生，山东淄博人。
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教师。
200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表过《论“五四”传统的现代意义》、《试论中国近代科学
文化的体系化进程》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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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等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除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外，更重要
的是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因而得出了“中国积弱，由于患贫”的判断。
先富而后强，如果没有有效的富国措施。
不改变中国贫穷的经济状况，中国是无法走向强大的。
基于这种考虑。
洋务派形成了重商富民的思想。
这里的“重商”，不是传统意义上狭义的重视商业，而是注重提倡和大力发展工矿、贸易、交通、电
讯、金融等实业。
这种重商主张的形成，是对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转折。
 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明确提出，在世界市场业已形成的条件下，中国必须改弦更张，走西
方发展工商业的道路。
他写到：“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
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
此尽人而能言之也。
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
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籍商以强国，籍兵以卫商。
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
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
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
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薛福成认为：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
进步思想家纷纷提出了“以商立国”之类的要求，洋务派大臣也接受了这一新观念，并把它付之于行
动。
李鸿章、张之洞等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
“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希望通过发展本国的制造业以与洋商分割市
场。
洋务运动时期，工商业已经被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甲午战败后，工商业受到空前重视，上层绅士中有些人开始投资办厂，如苏州轻丝厂、苏纶纱厂、杭
州通益公纱厂、无锡业勤纱厂、通州纱厂等都是由绅士创办的。
这时，“弃农经商”、“弃官经商”的现象越来越多。
山西一位绅士在1892年的日记中写到：“近年吾乡风气大坏。
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
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
甚至有既游序，竟弃儒而经商者。
⋯⋯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耕读者十一二。
”内地尚且如此，沿海地区经商之风更为严重。
 “重商富民”思想尽管只是一种有关经济政策的建议，但实质上却意义重大，是对封建经济思想和封
建经济制度的否定，冲击和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有助于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
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传统科举制度解体，科学文化被大力提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及>>

编辑推荐

《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及影响(1927-1937)》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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