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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应更多地介入国家文化建设 

刘钝 

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形态，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凡是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或地域，都会出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

上的转型，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晚期，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各种矛盾也很多。特别是达尔文的

进化理论出现以后，科学同这个国家及民众过去普遍认同的信仰或者说意识形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延续了几十年。换言之，科学文化

和人文文化的对立和互相制衡，构成了当时西方文化的一条主线。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类似的文化冲突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国家的经济连续数十年高速持续增长，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就是文化建设上的相对滞

后，因此必然会引起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当今存在的新的“三大差距”上：一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二是中西

部地区的差距；三是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宣传、教育、学习等上层建筑领域所引发的一系列观念与方法上的革命，与某些人习惯的思维方式

乃至制度方面的条条框框之间的不和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说法，旧的“三大差距”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所决定的；沿着这样一种思

路，我们也可以说新的“三大差距”是由我国生产力的新近发展引起的，是一种新现象、一个新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优秀的管理者、

领导人、有责任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应该主动地迎接挑战。概言之，经济发展了，文化也要跟上去，尽管二者不可能完全同步发展。在这一

过程中，科学家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方面，作为科学研究之强大支柱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应该有所贡献，而且能够有所贡献。 

讲到科学基金文化，我以为不能过多地将其理解成制度建设、机关作风、官员自律，乃至科技管理的政策、对策等等，而应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立场上，站在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高度上看待中国的文化建设；不要一谈文化建设就认为是中宣部、文化部、社科院的事情。既然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就应该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 

我觉得基金委应该更多地介入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为弥补上述新的“三大差距”做出更多的贡献。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科学基金的资助和引

导，充分发挥科学家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为此，应努力建设和培育这样一种机制，从基金委的组织结构与资助指南中就能体现出来。

比如说，在现有的几大学部框架之内，增加一些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科学”的内容。这里所说的“科学”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我们

当代文化的一部分。从现在的布局来说，建议在管理科学部下增加一个处，或者在现有某处之下增加一块相关的内容，把以整体的“科学”为研

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包容进来，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人类学，乃至考古学、心理学等，以这些交叉性学科

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科学家的行为、科学制度、科学中心的转移、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等等；而不应将“管理科学”理解成狭义的应用政策

性的东西，年年支持一些空洞无物的对策建言或预言性质的分析报告。这部分投入的经费不是很多，但的确与国家的科学文化建设相关，因此也

就非常重要。 

（2008年4月29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金文化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载《科学时报》2008年6月30日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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