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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是先秦诸子典籍中颇有份量的一部。郭沫若先生认为“《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

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之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

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张岱年先生则更为直接地

指出：“《管子》基本上是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著作，具有自己的中心观点。这中心观点

就是法教统一，或者说兼重法教。”迄今为止，“管子学”已经遍及哲学、经济、政治、法

学、教育、军事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近期由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乐爱国先生的《管子的

科技思想》是从科技思想的角度对《管子》做出研究的一部力作。 

乐爱国先生术业有专攻，在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已出版专著多部。他研

治《管子》十余载，独具慧眼，从学术界研究较薄弱的环节——科技思想入手，开展钻井式

探索，自然成果犹如泉涌，先后发表《〈管子〉的农学思想初探》等专题论文近20篇。我国

著名科技史专家席泽宗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线索》一文指出：

研究中国科技思想，要“把中国所有的经、史、子、集重新阅读一遍，写出一系列的专题研

究。这些专题研究的对象可以是一本本著作（如《〈庄子〉的科学思想》、《〈管子〉的科

学思想》、（《〈黄帝内经〉的科学思想》等）、一个个人、一个个概念、一个个理论和一

个个学科；也可以断代研究。并希望能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一本简明扼要的、符合

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乐爱国先生的《管子的科技思想》可以说是了却了

席老的一个心愿，当然也是乐爱国先生厚积薄发，在《管子》研究园地辛勤耕耘的历史见

证，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它必将为中国科技思想研究的继续深入做出贡献。 

乐爱国先生运用科技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分门别类地对《管子》的科技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

探索，该书内容涉及《管子》的自然观、数学思想、历法与地学思想、农业科技思想、医学

养生思想等。阐幽抉隐，多有创见，给人的感觉是全面、系统、深刻。 

一、构思全面。作者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绪论部分便具体介绍了《管子》科技思想的研究

现状及其概貌，准确地归纳出《管子》的自然观等诸多方面，从而展示了《管子》科技思想

的全貌。他才思精细，为便利于读者的阅读，选择出《管子》中与科技思想关系密切的《乘

马》等11篇作为附录置于篇末，并且逐篇进行了考证，力求提供一个最优的版本，便于读者

查证和理解原文。此外，该书丰富的参考文献也为人们继续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 

二、论述系统。作者持“中国古代有科技”的观点，并从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发展水平、知

识形态等三方面深刻指出了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差异。进而他认为，《管子》科技思想的

各个组成部分所以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有它的理论依据与历史背景的。其一，作者认为

《管子》整部书有一个比较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那就是“经邦治国”。他说，“《管

子》的主题在于经邦治国，而经邦治国既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要解决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问题。”（第187页）解决第一个问题，从天人关系回答，便形成自然观。而数学思

想、历法与地学思想、农业科技思想、医学养生思想等则是对自然观的继续深化。解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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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便落实在富国富民上。在古代，为了富国富民必然需要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

农业科技思想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自然伴随着精确丈量土地的数学要求、分辨土壤而导致

土壤分类知识的增长以及因理财需要产生丰富的经济思想与数学知识。当然随着齐国的发展

壮大，医学养生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因此，作者巧妙地以“经邦治国”为线索将《管子》

科技思想构建成一个统一的系统。其二，作者认为《管子》既然形成于齐国，那么齐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必然对它产生影响，其中尤其与稷下学宫的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作者曾经

参与《齐国科技史》的写作，对齐国的科技及其发展背景了如指掌。齐国科技发展是有其历

史传统，比如《考工记》就是齐国的官书。齐国当时谋求争雄于天下，于是对科技有着内在

的需要，因此汇集在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各有所长，掌握各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是可以理解

的。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管子》一书中蕴藏如此丰富的科技思想。由此看来，作者善

于运用宏观与微观、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统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这样就容易让读者对《管

子》科技思想及其背景有个系统的把握。 

三、意义深刻。就理论贡献方面来说，作者认为，研究《管子》科技思想，至少有三方面的

意义：深化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研究；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形成；把握中国古代科技的

基本特点。就当代的现实意义来说，作者深刻指出：《管子》对科技重视的许多方面都值得

我们很好借鉴。比方说，对数学的重视；对科技人员的重奖；对政府官员科技素质的要求以

及将科技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思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管子》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

“人与天调”与“人君天地”的命题，对于今天的“生态保护”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乐爱国先生有着把冷板凳坐塌的精神，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尤其钟情于《管子》研究。摆

在我们面前这本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的专著，便是最好的说明。  

（作者简介：谢清果，厦门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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