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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科学、哲学与文化是三位一体的， 

进而指出：哲学修养的不同、“文化基因”的区别、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差异、是否敢于怀疑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 

素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哲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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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核心，其本质是 

非实用、非功利地探索知识、追求真理。诺贝 

尔自然科学奖鼓励人类在科学精神引导下 

探索自然界的深层规律，它以促进人类深入 

理解自然为目标，不追求直接的应用价值。 

有着四大发明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在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产生以来，至今未获得任 

何奖项。究其原因，中国未能产生诺贝尔奖 

得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功利主义科学观在 

科学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全民族缺乏科学精 

神，由此导致的急功近利思想侵蚀了科学应 

有的品格。我国要想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必须从塑造科学精神开始。 

1 哲学是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基质，我 

国科学工作者缺乏哲学修养 

历史上，科学和哲学曾经是一家，这是因 

为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 

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性：科学的研究对 

象是自然界，而自然界也是哲学的主要研究 

对象之一；科学的研究目的是认识自然，解 

释自然，而这也是哲学的研究目的之一；哲 

学研究的方法是抽象、概括、直觉、猜测、演 

绎等，而这些也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一部 

分。没有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有 

科学思想的诞生；没有多样化的哲学思想， 

就不可能有多样化的科学思想，因而也就不 

可能推动科学的进步。首先，哲学是科学诞生 

的土壤，科学来源于哲学。其次，哲学为科学 

提供认知图式，为科学方法论提供理论基 

础。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人对自然界的认 

识活动，这种认知图式就是一种哲学思想。 

因此，这就决定了具有不同哲学思想的人和 

民族会把相同的科学事实整理加工成不同 

的科学理论。此外，哲学为科学提供形而上 

学的基础，从而为科学研究活动设定方向和 

开辟道路。科学研究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 

索活动，为了保证这种探索活动能沿着正确 

的方向进行，能获得预期的成功，科学家在 

一 开始就必须根据已有的知识提出科学假 

说来指导和规范其科研活动，而科学假说 

(潜在的、有待确证的科学理论)的提出必然 

要受哲学思想的“引导”。这就是所谓的“哲 

学思想可以使人们看到未来”的真正涵义。 

科学精神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人类 

在从事科学活动时所体现的精神，是理想主 

义科学观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 

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 

实用目的，即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求智慧， 

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他认为高级学术并不 

是一门 “制造学术”，“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 

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 

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 

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 

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在 

他的思想影响下，产生了为知识而知识，为 

真理而学术的理想主义科学观。这种“爱智” 

精神的实质是非实用、非功利的，它显示了 

科学的本质，是科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古 

希腊哲人倡导的这种精神通过文艺复兴在 

欧洲复苏而绵延数百年，至今仍是西方理解 

科学的主导观点，其精髓就是对宇宙万物之 

“发生”的惊讶心态和由纯粹好奇心所驱动 

的探究精神。这就是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的 

核心所在。 

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普遍缺 

乏相关的哲学素养。这主要表现在： 我国 

的中学和大学不重视哲学教育，理工科的大 

学生和研究生也认识不到哲学的重要性，把 

学习哲学仅仅看作是为了应付考试，从而造 

成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在哲学知识素养上的 

贫乏。②由于我国的理工类大学只讲授马克 

思主义哲学，从而造成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哲 

学知识的单一化和模式化。⑧这也是最重要 

的一点，即我国的科学工作者非常缺乏西方 

哲学(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外)方面的知识，而 

收稿日期：2004—07—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0210004)；全国高等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19一l11-54)；江苏省教育厅基金项目(03SJB790008) 

作者简介：蔡国梁(1956-)，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江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70 科技进步与对策·3月号·2005 



西方哲学恰恰是西方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基 

础。 

2 文化是科学生长的土壤，我国的科 

学工作者缺乏科学所需的“文化基因” 

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历史情况看，科 

学、哲学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Ⅲ。即，有什么 

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 

的科学，反之亦然。一种文化对外来科学的 

认同程度和认同方式取决于它们两者之间 

的“匹配”程度。 

文化是科学生长的土壤。如果说哲学是 

孕育科学的基质，那么文化就是科学生长和 

发育的土壤。从科学史上看，文化主要从社 

会心理和社会体制两方面“滋养”科学。社会 

心理方面的“滋养”是指社会广大成员在情 

感情趣、价值取向、认识水平、普遍心态等方 

面对科学的承认或认同，从而激励科学家从 

事科学研究；社会体制的“滋养”是指社会通 

过制度、政策、措施、法律等来“正式”承认或 

认同科学研究，并刺激和鼓励各种科研活 

动。文化对科学的这两方面的滋养是科学发 

展至关重要的因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之所 

以在文艺复兴后一下子蓬勃兴起，并飞速发 

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的滋养。 

文化决定了对外来科学的接受、消化和 

吸收的程度、方式和范围。由于不同的科学 

形态是在不同的哲学基质上诞生的，是在不 

同的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因此一种文化 

对在其他不同哲学和文化背景下孕育和发 

展起来的科学能否接受、消化和吸收，以及 

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消化和吸收，如何取 

舍等都取决于该文化模式与外来科学之间 

的“匹配”程度。 

我们现在学习的西方科学正是在西方 

哲学的土壤上孕育诞生出来，并在整个西方 

文化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因此它必然 

携带整套的西方“文化基因”，主要包括：① 

探索自然的传统。②热衷于探索现象背后原 

因的传统。正是由于西方人这种热衷于探索 

现象背后原因的努力才使得新的科学理论 

层出不穷，才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主客二 

分”的传统。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分离是 

科学研究的前提。④理性主义传统。主要表 

现在分析性、精确性和逻辑性3个方面。⑤ 

怀疑和批判的传统。翻开西方哲学史，几乎 

每一个哲学家都有各自的理论，都有对其他 

所有哲学理论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翻开西 

方科学史，几乎每一个大科学家都对以前有 

关的科学理论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并提出自 

己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假说。西方科学 

之所以能够在文艺复兴后诞生，并发展成为 

今天的情况，完全是由西方的“文化基因”决 

定的。 

3 科学的发展需要怀疑批判和大胆 

创新的科学精神，我国的科学工作者 

缺乏对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科学精神的内涵至少应包括：①自由探 

索的精神。爱因斯坦把科学家的自由分为两 

种，即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外在自由主要 

指一是有发表和交流科学思想的自由，二是 

有从事科学活动的足够时间和精力。内在自 

由也称为内心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 

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 

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 

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 

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自由探索 

不仅体现了科学家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执着 

精神，而且体现了追求过程中所采取的自由 

开放和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②勇于批判的 

精神。人们对任何科研成果都应该持怀疑和 

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对于科学知识，无 

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应该持续地仔细检查 

可能的事实错误或论证的矛盾。任何合理的 

批判性的评论应当立刻公布于众。这项规范 

在科学共同体内使证实的程序制度化，要求 

全体科学家有严密的智力训练和严格的批 

评标准。在交流和研究经费申请的同行评议 

中，在科学会议的非正式讨论的传统中，在 

所有其它的对发现结果的鉴定过程中，都是 

明显的”。波普尔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进一步 

强调和突出了科学的批判精神，他强调科学 

方法是批判的方法，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 

主要动力。科学精神要求对一切学说保持开 

放态度，要求在理性批判主义的驱动下不断 

发展、完善，甚至超越自身所建构的一切。科 

学的活力，就在于它具有～种自我改进机 

制。要敢于怀疑权威的观点，同时慎重思考 

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原理；既要敢于批评他人 

的错误，也要勇于自我批评。( 大胆创新的 

精神。齐曼说：“科学是对未知的发现。这就是 

说，科学研究成果总应该是新颖的。一项研 

究没有给充分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增添新内 

容，则无所贡献于科学。这项规范强调科学 

认识论中的发现因素。它迫使科学家们要有 

不同形式的‘创造性的’行为和‘富有想象 

力’的思想。”科学如果失去创新精神，就不 

可能有新的理论和假说诞生，科学将永远停 

留在一个水平上。④严谨求实的精神。科学 

需要有实证精神，实证精神意味着科学的严 

格性，表明任何科学理论或假说都必须接受 

严格的检验，都必须有充分的实证依据。科 

学发展过程中凡事皆求证明，否则，就不可 

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除此之外，还有 

毫无私利的精神、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等等。 

其中，怀疑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是西方科 

学精神的核心 。 

诺贝尔奖并不青睐功利主义者，只有具 

备科学精神的人才有可能获此殊荣。纵观 

100年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名单发现，诺贝 

尔奖通常不奖励应用技术或产品的发明家， 

90％以上的奖项都被授予在基础科学方面 

取得重大发现与理论成就的科学家。公众一 

般对实用技术类科学成果有切身感受，而基 

础科学领域的发现与理论由于与经济和日 

常生活距离较远，往往不能引起人们重视，但 

它们却是技术的基础和源头，对于保持技术 

的不断创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诺贝尔科学奖偏爱基础科学成果的传统，对 

于激励科学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使全社会 

关注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无疑起了十分积 

极的作用。 

美国之所以取得诺贝尔奖优势地位，一 

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科学家具有创新和挑战 

权威的科学精神，他们敢于、乐于向权威挑 

战，总是对旧观点提出质疑。中国科学家则不 

敢怀疑权威和书本，因而缺乏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科学理论只是通过严密的逻辑体系 

对客观世界描述出了具有～定精密度的对 

应，作为某个时期的思想产物，它只是人类漫 

长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对它进行 

发展、怀疑、批评、纠正以及部分原理的否证 

等都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整个理论的否证都 

可能出现。创新就是要标新立异，做前人没做 

过的事，敢于怀疑，善于怀疑，才会钻研，才可 

能创新。我国大部分科学研究都属于常态科 

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效仿。在常态科学研 

究中，基本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 

据的范式，这只能产生常态科研成果，但是要 

产生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或得诺贝尔奖，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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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是没 

有指望的。 

科学家的创造活动深受科学传统和社 

会背景的影响，中国现在要做的不是刻意追 

求诺贝尔奖，而是培育良好的学术传统和创 

新意识，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总之，诺贝尔 

奖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杰出成果的体现，科 

学精神在每位获奖者身上都得到集中反映， 

我国要想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首先必须 

从遏制功利思想、铸造科学精神开始。 

4 我国缺乏科学大师群体和令人才 

脱颖而出的培养机制 

历届诺贝尔奖得主获奖的另一重要因 

素是其所受的教育。每一位获奖者几乎都是 

站在前辈获奖者的肩上，经过前辈获奖者的 

言传身教与悉心指点，使他们最终登上了人 

类智慧的峰巅。“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呢? 

我可以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要有伟大的导师。”经济学家保罗．萨缪 

尔不失严肃的话也说明了导师的重要性。著 

名的物理学家费米培养出了6名获奖弟子， 

杨振宁、李政道都曾师从费米教授。科学就 

是通过这样一代传至一代，从一个国家传到 

另一个国家。在人类智慧的传递中，年轻的 

科学家在导师的身上学会了敏锐观察、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特质，这也许正是诺贝尔 

获奖者“家族”的核 ~,tsl。 

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有人去完成，而尖 

端科技则要靠科学英才去完成，科学英才的 

培养是教育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就教育而 

言，我们一直处在应试教育的迷宫之中，培 

养的学生高分低能，没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 

神。这些弊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日趋明显， 

这反映了教育的缺陷，说明了我们在创新人 

才培养体制中的不足，缺乏适合创新人才成 

长的土壤，没有形成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运 

行机制。创新是建立在知识传播、转化和应 

用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切又根植干教育的 

基础上，靠教育来支撑。因此，教育工作者首 

先应具有现代教育的人才观，开展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为目的的创新教 

育，而创新教育的核心是对学生创造思维能 

力的培养与开发。有关思维科学的研究指 

出，每个人都具有创新潜能，但就个体发展 

而言，皆未达到先天禀赋的极限，教育正是 

要充分挖掘潜能，启迪创新意识。其次，要求 

教育工作者牢固树立学生是学习主体的思 

想，尊重学生的人格，鼓励学生大胆求异、质 

疑、探索，积极提出新思想、新方法、新制作， 

让学生成为科学知识的“再发现者”。再次， 

教师要创设轻松愉快的教育情境，唤起学生 

创新的热情和欲望。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 

学习者在学习中保持愉快、不紧张，有利于 

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有意识 

和无意识的统一，释放巨大的学习潜能。在 

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应向学生提出信息线 

索，营造自由轻松的学习气氛，使学生将自 

己所知溢于言表，积极提出问题，发表独立 

见解，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灵活运用 

知识进行创造性地学习。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教授在访美时， 

几位华裔科学家直言不讳地批评大陆教育 

有缺陷，说我们的留学生只知道 XYX、ABC， 

却不了解长江、黄河，不了解文天祥、史可 

法。对中国文化历史如此无知，又如何对民 

族、对国家有了解、有感情，为她服务、为她 

献身呢?可见，提高人的素质尤其是提高人 

文素质迫在眉睫! 

总而言之，我国要想在科学上赶超西方 

国家，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我国科学工 

作者必须首先具有怀疑批判和大胆创新的 

精神，这是西方科学所需的最重要的精神； 

其次，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加强西方文化， 

尤其是西方哲

与哲学和文化协调起来；再次，必须加强同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逐渐 

培养自己的西方科学文化的“文化基因”。这 

些是推动我国科学事业迅猛发展的必要条 

件和内在因素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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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y Thinking about the Nobel Prize in Natural Science 

Abstract：The reasons why China hasn’t won the Nobel Prize in natural science are complex． Thinking from 

philosophic angle，science，philosophy with culture is Trinity．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hilosophy cultivat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culture ge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with western in science and cultura1． 

the science spirit character of the doubt criticize and the brave innovation，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y 

reason amo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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