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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科技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运用文化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史实材料，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与
古代科技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
该书从专题研究入手，具体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与科技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古代数学、天文
历法、农学、化学、医学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的科技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大儒朱熹的理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他对天文学的研究；阐释了明清时期经世致用之学与中
西科技的交融，并进一步回答学术界所关心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没有纠缠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而是更加务实地关注近
代中国人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以及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如何通过“科学救国”，实现中国科学的近
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从科技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运用文化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史实材
料，分数学、天文学、农学、化学、医学五大学科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科技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促
进关系，探讨中国科学从明清时起落后于西方的问题，并展现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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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乐爱国，男，1955年生，浙江省宁波市人。
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及其与科技关系的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主要有：《儒
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技》（2002）、《管子的科技思想》（2004）、《道教生态学》（2005）等；
《齐国科技史》（1997，合著）、《王廷相评传》（1998，合著）、《新编中国哲学史》（2002，合
编）等。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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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 三 中国古代科技的独特体系 四 
融合于文化中的古代科学 第二章 先秦诸子与古代科技 一 《周易》的科技思想 二 先秦儒家与科技 三 
先秦道家的科学思想 四 墨家的科学思想 第三章 传统文化与古代数学 一 《九章 算术》与儒家文化 二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算经十书” 三 宋元时期的数学与理学 四 对数理问题的深入探讨 第四章 传统文化
与古代天文历法 一 汉代儒家与浑天说的确立 二 祖冲之的《大明历》与儒家经典 三 郭守敬的《授时历
》与理学 四 《周易》对古代天文历法的影响 第五章 传统文化与古代农学 一 农书中的重农思想 二 古
代农学的“三才”理论 三 《礼记·月令》与月令式农书 四 农学知识的文化来源 第六章 道教炼丹术与
古代化学 一 道教炼丹术的形成与发展 二 道教炼丹术的理论基础 三 道教炼丹术的基本方法 四 道教炼
丹术中的化学知识 第七章 传统文化与古代医学 一 先秦诸子的养生文化 二 《黄帝内经》的文化特征 
三 儒学对古代医学的影响 四 道教的医学养生思想 第八章 沈括的科技思想与传统文化 一 科技的高峰
与宋学的兴起 二 沈括及其《孟子解》 三 沈括的科学怀疑精神 四 沈括的求理精神 第九章 朱熹的理学
与科学 一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二 朱熹与浑仪 三 朱熹对《梦溪笔谈》的研究 四 朱熹的天文学思想 
第十章 明清经世之学与科学 一 经世致用与科学研究 二 “西学中源”与中西会通 三 乾嘉时期的文化
与科学 四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 第十一章 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 一 儒家文化并不排斥科技 二 科
学研究动机与儒家文化 三 古代科技的儒学化特征 四 与儒家文化共兴衰的古代科技 第十二章 近代史上
的“科学救国”思潮 一 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 二 张之洞的“科学救国”思想 三 康有为、严复
的“科学救国”思想 四 民国初年的“科学救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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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首先是一般的学者文人。
其实“科学家”的定义最早出自英国学者威廉·惠威尔于1840年所著的《归纳科学的哲学》一书，他
说：“对于一般培植科学的人很需要予以命名，我的意思可称呼他为科学家。
”①英国的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曾经说过：“在早期，科学大都是有财有闲者或那些较旧职业里小康
分子的兼顾的或余闲的事业。
”②也就是说，在西方古代，像惠威尔所说的那种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职业科学家是不存在的。
这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
有中国科技史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做官为出路，进入仕途之后以治国为己任。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只有熟读经典方能做官和治国，因此知识分子大多把
精力耗费在皓首穷经之上，去修习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功。
⋯⋯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技术家在内，大都以经学作为进身的阶梯，身兼多种
职能，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现实的人世，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政业，而很少是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
，以科学技术作为终身事业的”③。
既然是一般的学者文人，那么他们的研究工作以及著作就较多是在人文方面。
那些被称为科学家的学者有不少是儒家学者，比如，隋朝天文学家刘焯所制《皇极历》“是我国古代
现存最早的给出完整的太阳运动不均匀改正数值表（日躔表）的历法”④，同时他又撰经学著作《五
经述义》；宋代科学家苏颂创制水运仪象台，并撰《新仪象法要》、《本草图经》，但他“以儒学显
”⑤；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天工开物》，同时也讨论“理”、“气”问题，撰《谈天》、《
论气》。
古代科学家中有一些是道士、僧人，比如东晋的道士、医学家葛洪，南北朝的道士、医学家陶弘景，
唐朝僧人、天文学家僧一行，唐朝僧人、地理学家玄奘，唐朝道士、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李淳风，宋代
道士、农学家陈■。
还有一些是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比如宋代撰《昆虫草木略》的郑樵是史学家，撰《桂海虞衡志
》的范成大是文学家，撰《荔枝谱》和《茶录》的蔡襄是著名的书法家。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官吏科学家，比如东汉时期在造纸术的发明上起重要作用的宦官蔡伦；魏晋时期
任太医令的医学家王叔和；三国时期在魏朝任给事中的发明家马钧；唐代曾任太子少詹事之职的天文
学家边冈；北宋时期官至吏部尚书的曾公亮编纂了《武经总要》；北宋时期官至端明殿学士的蔡襄主
持建造泉州洛阳桥；北宋任将作监的李诫编纂了《营造法式》；明成祖朱棣的弟弟朱楠编纂了《救荒
本草》；明代曾任福建盐运司同知的屠本峻撰《闽中海错疏》；清朝任钦天监监正的数学家明安图；
清朝曾任礼部尚书并撰有《植物名实图考》的吴其溶，等等。
①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那些在科学上作出贡献的科学家首先是一般的人文学者或是朝廷官员。
即使是那些相对较为专门的科学家，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的科学研究纳入其文化研究或是官员的职责范
围，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中国古代的著作大致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由于不同于现代的图书分类，而统称古籍。
其实，在经、史、子、集的分类中，也有科技类著作。
以《四库全书》为例，其中的科技类著作主要归于“子部”中的“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
法类”以及“谱录类”，此外还有“史部”中的“地理类”。
但是，这些科技类著作的数量与文史类著作相比显得微乎其微，因而往往被忽略。
除了这些专门的科技类著作之外，中国科学史家们还从其他类的文化典籍中发掘出大量的科技史料，
从而建构了中国古代科技体系，描述了其发展的历史过程。
但是，这些从文化典籍中分离出来的科技史料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才能得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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