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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们的认识中,科学历来就与验证、理性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中立的特

性。然而,在知识社会学的视域中, 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 ,就其社会意义而言, 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

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 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本文即以这一论断为预设前提, 着力分析中国古

代科学知识生产与科学教育的历史文化语境,认为: 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路径与范型不仅是其自身逻辑发展

的结果,其根源亦在于社会权力及意识形态对于知识的控制和规约, 而中国古代科学教育不仅成为控制的一

种重要手段,同时也由这种控制导致了自身的形态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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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认识史上, 政教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

的问题。西方人谈政教关系, 往往是指王权与教

权之间的关系; 而在中国,由于宗教传统的衰微和

弱势,/ 教0虽然也有狭义的宗教含义,但主要是指

教化。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是以王权为

代表的政治系统和以知识分子(主要是儒生)为代

表的文化系统的关系, 就如王夫之所言: / 天下所

极重而不可窃者二: 天子之位也, 是谓治统;圣人

之教也,是谓道统。0 (5读通鉴论#卷七6 )治统与道

统,或言君统与师统,二者完全支配了中国古代的

政治理念和教育实践。自秦汉以后, 作为相涉而

又分立的两个系统, 政教关系在表面上始终处于

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而在实质上道统终究是为

治统服务的;历史上间或有之的对峙与分离并不

能掩盖二者之间的依附关系。[ 1]

换言之,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没有独立的知

识分子的概念, 中国的/ 道统0历来就没有可以依

赖的组织形式和力量, / 道0的庄严性往往只能透

过历史上极个别知识分子的自尊自重方才显现出

来,而/ 道0之能否存在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

识分子与君主帝王之间的一种恰当的个人关系;

因此, 所谓道统与治统之间的关系就如毛泽东同

志所言乃是一种/ 皮0与/ 毛0的关系, 在历史上往

往表现为以政权行教权, 以治统代道统。王权在

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 还对臣民的价值关怀和道

德生活负有责任,这就是章学诚在5文史通义#原

道6中说的/ 官师治教合0 :一方面政权的持有者就

是教权的拥有者, 圣王合体、君师合体、官师合体

是其基本信念; 另一方面, / 治0与/ 教0、/ 政0与

/ 道0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取得了充分的一致性,/ 即

身示法, 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

所谓教法0 (5文史通义#原道中6 )。这一方式的后

果,一方面可以培植和增强社会共同体的文化向

心力,提高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能力,同时也

取消了教育的独立意义:教育在不断政治化的过

程中逐渐丧失其内在的价值, 沦为政治的奴婢。

因而,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指在古代中国社会教育

与政治的一致性。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

说教育为政治服务, 在中国古代历来就没有教育

脱离政治而独立的思想;二是说教育机构与政治

机构的合一, 教育机构往往就是政治机构。而这

种政教合一的特点也极为鲜明地体现在古代中国

的科学教育之中。

(一)

从词源上来说, / 意识形态0即英文 ideology,

源自希腊文 idea(观念)和 logos(逻各斯) , 亦即观

念的学说。作为对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描述,/ 意

识形态0是特拉西 ( Destutt de Tracy)在 18世纪末

提出的一个概念, 它被用来表征以概念为研究对

象的元科学, / 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的唯一的科

学;或者, 关于社会的科学只能是意识形态0 [2]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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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因而

成为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

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 意识形态的概

念随着理论对象的变化而具有多种含义,但基本

上可作两种解释:第一,认为意识形态是指阶级社

会中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占统治

地位的观念体系, 即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或主流意识形态, 它包括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

思想以及伦理道德等, 政治意识形态是其核心内

容, /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

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

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

的精神力量0 [ 3]。第二,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一般的

社会形态中与特定经济基础相应的、与特定的政

治上层建筑直接相联系的理论、观念系统的总和,

是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共同体)对自身社会地位和

利益要求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表达, 是类似于哲学

或世界观的/ 形而上0的理论学说或主张。因而,

在马克思那里, / 意识形态0实现了一种重要的语

义转换,即认为阶级社会中观念体系的本质只能

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体现, 即使它是以社

会一般的形式表现出来。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

曼海姆的分析, 作为政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意

识形态是特定社会群体持久的信念和信仰系统,

是为政治体系、政治制度进行合法性辩护的思想

体系。任何统治者要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

的政治秩序, 都必须宣传、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

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既定的意

识形态的氛围和环境之中,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

式受到意识形态的教育、熏染和影响,从而与意识

形态实现认同。

然则, 意识形态又如何作用于人们的生活与

思想? 席美尔 ( Simmel)认为, 社会的同一性与历

史的延续是通过认识的综合而得到维持的。这种

/认识的综合0通过个人记忆和联想的能力,建立

了社会的定位结构。而在具体行动的同质性后

面,则是经过社会建构的社会生活的/ 形态0: 一种

具有同一性和等值的核心性意义结构。[ 4]显然,意

识形态就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套/ 核心性意义结

构0 ,它具有一种认知性的特性和功能, 为人们认

识世界提供了一套概念体系, 帮助人们认识相应

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周遭的生活

世界。这种概念体系因而形成为一套人们借以理

解人生与世界的行之有效的思想解释系统,或者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 时代精神0。显然, 任

何意识形态都不是超社会现实的, 而是用于社会

实践的,是社会集体行动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前提,

它或者/ 以-应然. 来反对现实的已然,要求人们通

过实践努力改变现实的-已然. , 以趋于-应

然. 0 [ 5] ,或者为/ 已然0的现实辩护, 致力于使人们

接受和尊重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结构。福柯认为,

在人的感性生活与高度理性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

着一个中间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一切事物都被框

入一个固定的秩序; 而这个秩序从根本上规定了

人的认知,因此人们从不感觉这个秩序的存在,更

想不到对它提出质疑。显然,意识形态所作用的

即是这一中间领域, 它所控制的主体是整个社会,

其核心是/ 公众理性0。所谓/ 公众理性0 ,借用马

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解释,就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

有的/ 价值理性0和/ 工具理性0 ;如此,一个社会中

居主导地位的信念体系、价值规范、制度结构、组

织形式等等都是特定公众理性的表征。意识形态

对中国传统科学研究以及科学教育的影响途径主

要即在于此。

迪尔凯姆认为,知识是同社会秩序的需要联

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需要才从社会聚合的基本

原则中产生出构成集体表征结构的精神范畴。他

在5原始分类6 ( 1903 年)和5宗教生活的基本形

式6 ( 1912年)等著作中着力论证说, 社会的基本

结构决定着人的思想结构,感知和经验次序的基

本范畴并不是理性的内在属性, 因为它们来自社

会结构, 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并且支持、维护

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 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有活力

的社会生活方式。因而,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作

为一套为人所认可的思想解释系统, 它从各个层

面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从而使之与社会整

体结构保持一致;表现在科学研究与教育方面,意

识形态主要以一种类似于/ 信念0的形式参与科学

研究与教育的全过程之中,规定或限定着人们研

究的目的、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问题解决方案选

择的范围等等。

(二)

宋代郑樵5通志略#总序6有言:/ 百川异趣,必

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

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自

书契以来, 立言者虽多, 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

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 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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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三王而通为一家, 然后能极古今之变。0何以能

/ 总诗书礼乐0而/ 贯二帝三王0 , 当然惟有经学。

经学在传统中国即扮演着类似于官方意识形态的

角色, 并对中国古代科学及科学教育产生了深远

而广泛的影响。/ 经0 ,5说文6解之为/ 织纵丝也0,

可引申为经典或经纶;5左传6/ 经天纬地,天之经,

地之纬,民之行0 ,则将/ 经0视为一种具有绝对性

的律令,要求人们据此而行。自孔子后,/ 经0逐渐

与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 并形成为独特的经学。

皮锡瑞说,孔子/ 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

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 ,故孔子为万世师表,

六经即万世教科书0 (5经学历史6 )。六经中5诗6

讲草木之情,5书6讲先王典故,5礼6讲人伦纲常,

5易6讲天地四时之变,5乐6讲和合和谐之道, 而

5春秋6 / 文成数万, 其旨数千, 万物之聚散, 皆在

5春秋6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

不得保其社稷者, 不可胜数。察其所以, 皆失其

本0 (5史记#儒林传6 )。这个/ 本0 , 就是保证天下

得以和谐的原则或准则,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反映

的意识形态。因而, 所谓经学, 其实就是/ 适应于

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 中国思想家在秦王朝灭亡

后对各种思想体系的选择,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

社会意识形态的精髓、核心的-经典. 之学0 [ 6]。经

学的意识形态化经由儒家的制度化实现了意识形

态结构与政治结构的一体化, 而这种一体化集中

表现于封建儒生(即古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的身

上,他们既是封建帝国的组织者与官僚政治的主

体,又是封建文化的传播者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主

体。单从/ 士大夫0这个中国古代特有的名词即可

以看出,他们一身兼任/ 士0与/ 大夫0双重角色,

/ 作为前者,他们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者和继承

者;作为后者,他们是国家官僚系统的主要组成部

分0 [ 7]
。这种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结构与政治结构

给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

影响。

从两汉经学的确立, 到宋明理学,再到清代朴

学, 经学发展的资料浩瀚繁多, 而其根本精神有

三[ 8] :一是天道观和天人感应学说,以/ 天0的权威

为君权作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权,将其纳入

正确的轨道; 二是大一统观念, 君、臣、民关系一

统,而世事万物也都统一于/ 天0并相互联系着;三

即是强烈的秩序精神, / 秩序0不仅体现在人世生

活的纲常伦理之中, 同样也是自然万物所遵循的

准则。从这三种根本精神出发,我们可以说, 中国

古代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教育基本上是在经学所

划定的范围内进行的,而鲜有例外者。

第一,从科学研究的目的、范围以及科学教育

所开设的科目来看, 所谓/ 六府0、/ 三事0即标识了

人们的知识兴趣或者说研究兴趣。金观涛等先生

曾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结构[ 9] , 指

出,无论农业、手工业、医药或者以维系/ 大一统0

社会形态的其它各种技术,在各朝各代都占据了

绝对的比例。而与此相应的是, 除了/ 百工相传0

的技艺教育之外, 官府所开设的科学教育历来只

有农医天算等四大科目。显然, 强烈的经学精神

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科学的领域: 人们从事科学

研究或者开设科学教育的目的无不是直接指向王

政,为维系君权统治和大一统的社会形态提供技

术支持并培养后备人才。

第二, 从科学家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科学教

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来看, 由于经学毕竟

是一套以人伦纲常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体系,

其所关注的重点不离/ 内圣0与/ 外王0两大根本任

务。/ 内圣0者,讲求个人道德修养也; / 外王0则是

追求理想社会秩序的政治功业。因而, 在古人心

里, / 形上0与/ 形下0、/ 道0与/ 器0的区别是不言而

喻的。5礼记#王制6说: / 凡执技以事上者, , ,不

与上齿0 , /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 杀0。

5汉书#艺文志6将方技三十六家列于卷尾,刘歆总

天下群集而奏5七略6, 其中方技列于七略之末。

5新唐书#方技列传6云: / 凡推步(指天文、数学)卜

相巧医,皆技也。0而在古代, / 技0、/ 伎0、/ 妓0三词

同源。可见, 在古人那里, 无论是科学抑或是技

术,终究不是正道,充其量只能称之为/ 道0的皮毛

表象,是/ 形而下0之/ 器0。如此,科学教育在整个

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就可以想见。在唐代的官级品

轶里, 太学博士为正六品官, 太学助教为从七品

官,而医学博士为正八品上,算学博士则是从九品

下。其后历朝的情况大致相当。只此一项便足以

说明科学教育在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处境和位

置。而官学各科对生员的家世选择以及仕进安排

的差异更可以说明传统社会对科学及科学教育的

一种总体性的价值评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

以说, 科学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先天地

就已经被科学在传统学术(或知识)体系中的位置

决定了。

第三,从科学家的运思理路与途径来看,一方

面, 经学之为/ 经0 , 就在于其纲领性与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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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0是亘古不易的, 因而人们的创造和发展就只

能体现在对/ 经0所作的/ 传0、/ 注0之中; 于是, 中

国传统学术便逐渐形成了一套以经、传、注、疏为

正途的治学传统。这种/ 传注0传统或曰经学传统

也深深地嵌刻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 经学的方

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古代研究者的研究

往往不是从问题开始, 而是以古圣先贤所遗留下

来的经典文本为起点, 从而以经验的知识验证前

人的理论与观点, 并加以适当的发挥、诠释与概

括。因而儒家的经典, 尤其是那些蕴涵了科学知

识的文本,如5诗经6、5尚书#尧典6、5尚书#禹贡6、

5大戴礼记#夏小正6、5礼记#月令6、5周易6等等都

列入了他们的必读书目。此外, 自然科学的各个

领域也各有经典, 算学有/ 算经十书0 : 5周髀算

经6、5九章算术6、5海岛算经6、5五曹算经6、5孙子

算经6、5夏侯阳算经6、5张丘建算经6、5五经算

术6、5缀术6、5辑古算经6 ;天学有5周髀算经6、5甘

石星经6等; 地学有5山海经6、5水经6等; 农学有

5汜胜之书6、5齐民要术6、5耒耜经6等; 医学有5黄

帝内经6、5神农本草经6、5难经6、5脉经6等。由于

尊崇经典, 因而研究往往只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

内进行,只是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有所发挥。于

是,先有5九章算术6 ,后有5九章算术注6 ,先有5水

经6 , 后有5水经注6 ,先有5神农本草经6 , 后有5神

农本草经集注6 ,科学的发展与经学的发展方式趋

向一致。魏晋时期, 我国数学的研究得到了空前

的发展,刘徽著5九章算术注6不以功利应用为目

标,追求纯理论的研究,向5九章算术6引入了原书

(也是此前数学研究)所缺乏的逻辑环节,诸如数

学概念的定义,对公式、算法的证明等等。然而,

所谓/ 名无固约, 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

于约则谓之不宜0 (5荀子#正名6 ) , 以及/ 故学也

者,故学止之也0 (5荀子解蔽6 )。思想的强大影响

与/ 传注0的传统和形式使刘徽错过了将实用数学

带向理论数学之路的最佳时机, 无法建立一套自

成体系的公理化数学体系,而其种种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数学思想终于也湮没在5九章算术6的原有

思想和体系之中了。另一方面, 由经学所阐发并

为人接受的天道观和天人感应学说也深刻地影响

了传统科学的研究范式和运思理路。/ 垄断的、独

占的通天手段, 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成为

王权的象征。,,天命的确认(也就是王权的确

立) ,除了依靠经济、军事实力和-有德. 之类的道

德优势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资本即拥有独占的通

天手段0 [ 10] ,于是,天学研究的着眼点不在于探索

宇宙星空的奥秘, 而在于寻求世事的征兆和社会

管理的理论与技巧, 天象印证于人事这一观念几

乎支配了整个中国传统天学的研究。而与此相

应,遵从权威与传统的心理定势也使科学研究活

动鲜有突破和叛逆之举,一代代的研究者往往只

是在先人所划定的狭小圈子里进行思考和研究,

使中国传统科学与经学一样表现出了强固的延续

性和统一性。

可见, 意识形态之作用于科学研究以及科学

教育,往往不是通过直接的制度安排来进行,而是

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思想与价值世界, 使他们形成

一套与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研究范式、研究话语、研

究的中心问题域以及相关的价值评判。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是化合在传统学术

(或文化)之中的,科学问题往往就是哲学问题,就

是文化问题, 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意识

形态参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主要手段即是为

人们的/ 信念0塑形( shaping )。经学即以其绝对的

垄断性和强烈的渗透性深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的生

活世界之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意识以

及价值抉择,它以一种/ 百姓日用而不知0的潜移

默化的方式进入人们的思想世界, 从而以一种似

乎为人所固有的/ 信念0的形式参与人们的科学研

究活动,并深深地影响了科学教育在传统中国社

会中的发展与地位。

(三)

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教育的影响表现

在制度与组织方式上,即为/政教合一0与/ 官师合

一0。黄绍基研究中国古代教育,指出: / 古代惟官

有学, 而民无学。其原: 一则惟官有书,而民无书

也。,,一则官有器, 而民无器也。,,学术既

专为官有, 故教育亦非官莫属。0 [ 11] 章学诚有言,

/ 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

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 故法具于官。有法斯

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

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 皆出于一,

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0 [ 12]此亦

即钱穆先生所称之/ 贵族学时代0 [ 13]
。5汉书#艺

文志6指出, 先秦学术尽出于王官, / 儒家者流, 盖

出于司徒之官0 , / 道家者流, 盖出于史官0 , / 阴阳

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0 , / 法家者流, 盖出于理

官0 , /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0 ,等等。如果说

)110)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年第 3期



上古三代/ 学术官守0的状况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

力发展水平、社会分工、知识传播途径的狭窄等客

观历史条件造就的话, 自秦汉以后/ 学术官守0情

况的延续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一种有意的

制度安排。/ 以吏为师0本是先秦法家的一个重要

思想。为适应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需要,商

鞅提出/ 置主法之吏, 以为天下师0 (5商君书#定

分6 ) , 其后韩非系统地论述了加强思想控制对巩

固绝对君权的重要性,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 以吏为师0 (5韩非子#五

蠹6 ) ; 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0 ,以孔子

之述/ 一统纪0而/ 明法度0 ,为使道统与治统更好

地合流,而改铸了先秦法家绝对尊君集权的专制

理论, 吸收其思想实质而淡化其严酷冷峻的外在

形式,从此开启了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儒表法里、

王霸兼用的政治统治模式,就如苏东坡所言, / 自

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 而世主独甘心焉,皆

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 名实皆宗之,庶几其

成功0 (5苏轼文集#论商鞅6 ) , 可谓一语中的。而

/ 学术官守0的/ 吏师0制度则作为阳儒阴法的一个

政策范例为后世所沿袭。由/ 学术官守0的政策安

排肇始,则导致了中国传统学术以及传统科学的

一系列特点,如重人伦、重实用等等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合理的解释。

/ 学术官守0的政治传统(或教育传统)在古代

科学教育体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为政教

合一,教育机构依附在政治机构之中;二为官师合

一,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既是国家执事的官吏, 又充

当教师的角色,为生员传道授业。前者是组织机

构的设置,后者则事关机构中人员的安排与评聘,

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 共同表现为中国古代科学

教育的组织结构特征。科学教育的这种组织结构

对传统科学以及科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其一, 它造就了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对政治

权力的绝对依附性和从属性。在/ 学术官守0的传

统中,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是全体社会成员思想

和行为的准绳与楷模, 统治者的意志被普遍化为

全社会的共同意志, 思想从属于政治,认识由政治

权威进行裁决;不管何种研究、理论或学说,只有

为王权与专制秩序服务, 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

在这种体制下, 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如一张无

所不在的巨网, 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敢也

不致越官方规范的雷池一步。因而, / 学术官守0

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传统科学的独特构型,

农医天算四大学科与以冶铸、纺织为主体的技术

群的异常发达就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为政治所

用、为王权服务的极好例证。同时,政治权力也直

接参与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 甚至为政治目的

可以伪造或歪曲科学结论。以天象观测为例,在

5史记#天官书6 / 观象于天0、/ 法类于地0的 309

条占文中, 竟有一半以上与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

有关;再如/ 荧惑守心0 ,按中国传统星占被视为大

凶的天象, 正史中共有 23次类似的记载, 而据现

代天文学推算, 其中 17次属于伪造,而实际出现

的 40次类似天象却多不见于诸史。[ 14]可见,政治

权力对科学研究的过分干预, 使中国传统科学丧

失了独立发展的机会与可能, 而只能在王权政治

许可的范围内活动; 而这,对于科学的发展无疑是

极为不利的。

其二,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科学研究

者思维与创造性的发展。对于代表政统的封建帝

王来说,他所需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忠顺不

二、尽职守份的顺臣或顺民,而不是有独立思想与

追求的以道自重的帝师。张居正曾说: / 凡学,官

先事,士先志。士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

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其事,兢兢然求以

称职免咎者, 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

一门以为学者也。0 (5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九答南

司成屠石平论为学书6 )这是知识分子对自身身份

与职责的认识和定位。清康熙帝颁布针对知识分

子的/ 圣谕十六条0 : / 敦孝弟以重人信, 笃宗族以

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论, 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

俭以息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警顽愚,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

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 戒匿逃以

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

忿以重身命。0 (5圣谕广训6 )这是封建王权对知识

分子的角色期待和限定。显然, 在这种角色认知

中,以道自重而/ 藐大人0者,只是知识分子心底里

的一种遥不可及的幻象而已。而在这种身份的限

制与规定下,科学研究者的目的指向只能是为维

系封建王权的大一统秩序服务, 王室的需求就是

他们的研究任务。同时,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政治

期待也渗入了科学教育体系之中,5急就章6云/ 宦

学讽诗孝经论, 春秋尚书律令文0 , 说明人们在学

习本科目知识内容的同时,也需要大量研习儒学

经典与律令条文。在这个意义上, 古代官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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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后继者,大都只是一些掌握了

一定科学知识的封建科技官僚, 而没有或极少有

真正/ 以学术为业0的研究者, 相反, 他们大都/ 以

政治为主业0而/ 以学术为副业0 , / 为用而知0是他

们共同的特点; 另一方面,身份的限制也使他们困

顿于狭窄的科学研究问题的选择范围当中,千百

年来都使用着相同或相似的话语方式与研究方法

在原有的科学体系中绕来绕去, 而极少有创造和

突破的机会与举动。

第三,/ 学术官守0是政治机构对科学知识的

一种垄断形式, 从而导致中国传统科学在一个相

对封闭的环境内发展, 不利于理论的交流和技术

的提高。明朝政府强化思想专制制度, 禁止民间

私习天文、历法,并规定钦天监生员完全实行世袭

制: / 本监人员, ,永远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

文、历算, 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 发海南充

军。0与之相应的是, 钦天监等科学教育机构也奉

行/ 祖制不可变0的思想, 墨守成规,监内官员大都

不学无术,教学敷衍塞责。5明会要6卷二十七记

载: / 洪武三年, 改监为钦天,设四科:曰天文, 曰漏

刻,曰5大统历6 , 曰5回回历6。0其时5大统历6与

5回回历6已经逐渐过时, 屡次出现错误,以其为教

本进行教学, 质量可想而知。严苛的垄断措施使

天文历算的研究与教育都受到严重的摧残,教育

质量急剧下降, 以致于天文、历法人才奇缺。弘治

十一年,朝廷诏令: / 访取世业原籍子孙,并山林隐

逸之士,及致仕退闲等项官吏、生儒、军民人等,有

能精通天文、历数、阴阳、地理及五星子平、遁甲大

定、六壬、龟卜等术者。每府不过一二人。0 (5明会

要6卷二百二十三)

在各种严苛的思想控制的举措之外, 封建政

府往往还采取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将教育

纳入政治的轨道。西汉时,太学设立之初,丞相公

孙弘、太常孔臧等联名上奏就曾经提出: / 闻三代

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 殷曰庠,周曰序。其全善

也,显之朝廷; 其惩恶也, 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

也,建首善自京师始, 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

开大明, 配天地,本人伦, 劝学兴礼,崇化厉贤, 以

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 不备其礼,

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0 [ 15]

清顺治九年颁布的5卧碑文6则更为直接,明确指

出朝廷建立学校的目的, / 全要养成贤子,以供朝

廷之用0 (5钦定大清会典6卷三十一5社部#学校

典6 )。从诸如此类的政治目的出发, 封建政府往

往对官学生员给予免除徭役赋税、学费以及提供

食宿等种种优待与特权; 而明清以后,官学生员在

完成学业后往往可以直接入仕, 而不必经过科举

考试,即所谓/ 科举必由学校, 而学校起家者,可不

由科举0 (5明史#选举志一6 )。至此,在种种思想、

物质以及职业前景的或逼迫或引诱下, 官学教育

机构的政治色彩更显其浓厚, 逐渐沦为封建政治

的附庸,成为庞大的封建政治机构中的一个衙门。

显然, 作为后世评价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论

断, / 学在官府0的归纳决不是仅仅指向教育,它更

意味着官府在学术上享有垄断的地位, 而王权是

一切学术研究的最后裁断者: 它可以向社会宣告

什么知识才是真确的、有用的知识,并因此而具有

更高的价值等级。因而, / 政与教的合一,官与师

的不分,所预示的并不是只有官府才设立学校,而

应该是教育和教化行为同其他行为的混同0 [ 16] ,

是学术活动与王权政治的混同。所以, 伴随着儒

学的制度化进程, 儒家经典逐渐上升为官方的意

识形态,中国古代科学教育组织机构上的/ 政教合

一0、/ 官师合一0也在理论与实际中演变为科学研

究与经学思想、与政治需求的合一。与西方科学

不同的是, 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并不以探求自然

奥秘为目的,在以经学为核心的社会价值系统中,

科学始终没有摆脱/ 形而下0之/ 器0的地位,它是

/ 道0的派生与功用, 却终究不是古人孜孜以求之

的/ 道体0。因而, 科学在古代中国并不成为一独

立的学术或知识体系, 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只是处

于边缘的位置, 它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经学的派

生、功用乃至验证的手段, 其思维的范式方法、研

究的目的指向无不与经学意识形态趋于一致。与

此相应的是科学教育的政治化及其在教育体系中

的边缘化,科学教育成为儒学教育陪侍的婢女,沦

为政治的附庸。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可以兴办科

学教育,也可以对其加以禁毁。有学者统计,从西

汉到五代七百多年间, / 谶纬十次被禁, 天文书籍

六次被锢,阴阳术数类图书三遭厄运,佛经道书两

遭劫难, 5老6、5庄6与兵书也各有一次险恶经

历0 [ 17] ,科学类图书屡遭禁毁的命运从另一个侧

面揭示了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在古代中国发展的

艰难历程。而这一切,都可以说是社会对/ 科学0

的/ 工具性0的价值定位与认识所导致的必然结

果。

当然,很难笼统地说古代中国不重视科学,中

国传统学术只是一套绵延千年的人文之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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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教育在古代中国其实被截然分成两个互不交融或

者说极少交流的系统,即科/ 学0教育与技艺教育。

前者主要通过宦学、官学或部分私学(家学)等相

对正规的教育形式来进行,而后者则往往是在手

工生产过程中在工匠之间或工匠的代际之间进

行。在传统中国, 人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及态度是

有区别的。/ 奇技淫巧0或/ 屠龙之术0指斥的往往

是纯粹的技艺之流, 而传统社会知识阶层对于农

医天算等科学却多少还给予了些许的认可和尊

重。究其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中国传统科学在研究目的、思想方式以及运思

途径等方面都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高

度的一致。

有必要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层面

的意识形态对科学(及其教育)的发展的影响越来

越小,或者说,科学文化已逐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政治中, 对科技价值的

追求甚至已上升到决定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

略层面;然而,这并不是说, 科学(及其教育)已然

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一个显然的例子:许多

更为有效、环保的技术由于市场竞争中某些利益

集团的影响而被束之高阁。在这里, 经济的考量

取代了昔日政治意识形态的角色, 而形成了一种

影响颇为广泛的新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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