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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与人文的本质
尽管学界对科学与人文的定义存在差异，

但对于科学与人文的本质的理解还是比较接近

的。从科学与人文的本质，我们也可以看出科

学与人文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1科学的本质

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在历史进程

中，人类发展了有关物质、生物、心理和社会

的许多相互关联并且被验证的思想。这些思想

代代相传，使人们对人类自身和环境的认识日

益全面和可靠。发展这些概念要使用一些特殊

的方法，如观察、思考、实践和求证。这些方

法体现了科学性质的基本方面，也反映出科学

与其他认知方法的不同 [1]。可见，科学是研究

客观世界，解释规律的。它主要解决“是什么，

为什么，如何做”等问题，本质是“求真”。

1.2 人文的本质

人文科学是指以人的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

以揭示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

科学。人文追求人性和人的价值实现，培养和

促使个人成为全面发展的公民 [2]。因此，人文

是规范人的行为，解决“应该怎样及如何做”

的问题。不仅要利己，还要利他；不仅要利人，

还要利物———可归为“应该怎样”，本质是“求

善”。为人之本、做事之规、行事之礼，主要解

决是非问题。因此，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人文

需要以科学为基。

2 为什么要实现科学与人文交融
2.1 时代发展要求院 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

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而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行动、体现到发展过

程中去，还要深入学习、认真体会其精神实质，

并具备科学的理念和人文精神，才能真正融入

思想和行动。这就要求我们在科普过程中，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2.2 科学发展趋势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纵向分

化和横向融合，而且创新往往发生在不同学科

间的交叉融合过程中。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

科学的融合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实

现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必要过程和必然要求。

从各自领域发展和完善的需要看，人文需要以

科学为基，科学需要以人文为翼。人文不仅要

以现代科学为基，还要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潮

流，反映社会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的主流思

潮。科学以人文为翼，才能飞翔得更远，才能

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自身、有益于环境，

才能实现良性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

日益呈现出交叉、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

体现在方法上，还体现在交融以后所产生的新

学科、新理论方面，这些新学科、新理论促进

了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创新和发展 [3]。
2.3 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科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人本

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伟大的科学

家爱因斯坦在不同场合多次忧心忡忡地告诫人

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

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

标” [4]，“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

活带来幸福与尊严” [5]。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

发展有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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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

2.4 现代社会的反思

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在给人类带来物质

丰裕、生活方便、享受程度提高的同时，也造

成了环境的破坏、人性的分裂等一系列负面效

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进行反思，认为，人

类所需要的发展，不仅要有利于人类自身，包

括物质、文化和精神享受，还要有利于保护环

境，实现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物的和谐、可

持续发展。否则，人类在享受了短暂的“幸福”

以后，接下来的就是经受无穷的痛苦。正如拉

兹洛所指出的，21 世纪，人类面临着重大的抉

择，要么选择错误，与一系列的灾难迎头相撞；

要么选择正确，避免灾难，继续向前 [6]。那

么，选择的智慧来自哪里？我认为，既是公

众理解科学的结果，也是人文与科学融合产

生的智慧。

科学与人文交融的必要性和益处，不仅可

以从以上论述的正确效果和需要得到说明，也

可以从反面得到反证，也就是科学与人文分离

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得到证明。限于篇幅，

不再赘述。

总之，科学与人文的交融是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人与自

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交融带来的

好处可以表现在观念、精神、知识、思维、方

法、原则和价值体现等多个方面。最根本地，

能够形成一种正确的人生追求、良好的行为习

惯、科学的处事和工作方法、优秀的思维品质、

健康的身心状态，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实现科学与人文结合可以形成一种高素质

的人才结构，这种人才，既具有科学基本知识，

又有人文关怀，是我们平时所提倡的德与才结

合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这种高素质的人才，

既具有高度的人性，表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人文精神；又具有高度的灵性和悟性，表现

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高素质

人才所具备的品质，正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

如何才能实现这种交融，建立社会主义的核心

价值体系，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

扬在世界的东方呢？

3 科普是实现科学与人文交融的粘合剂
我们知道，对于个体而言，任何知识的获

得途径只能是教育、学习和实践，无论是自然

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两者的知识都来源于实践，

具有同根性。而且，不仅知识和理论来源于实

践，知识的可靠性、理论的正确性与否，也需

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就告诉我们，人们要获

得真正的知识、真正掌握知识，光坐而论道不

行。同样，要实现科学与人文交融，需要把学

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改变知识灌输式的教育方

式，承担这个重任的最好角色就是科普。这不

仅是因为，科普是一种通俗教育，是非正式教

育的有效方式，是互动学习、做中学，是学习

与实践的统一；而且是因为，科普本身需要人

文精神来指导，在科普过程中，应贯彻以人为

本的思想，教育人们在处理与环境的关系时，

摆脱纯技术的思维模式，避免把科学技术当作

与自然对立的工具而单纯地向自然索取，进而

导致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对立，影响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3.1如何实现人文科普

科普如何才能担当重任呢？这正是我们在

一直探究的问题。我认为，一是通过人文科普，

即融人文于科普过程中；二是通过科普，促进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如何才能做到呢？从目前

国际上存在的做法看，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

途径。

一是通过研究把科学与人文的精髓、思想

提升为价值、伦理，进行普及和教育，如国际

探索中心所倡导的世俗人文主义 （Secular Hu原
manism） [7]。国际探索中心主席、创立者保罗·

库尔茨，提出了“善行慧”的概念，即用正确

的方法做好事。世俗人文主义是一种探究的方

法，自然的宇宙观，全球的伦理观，非神性的

世界观 [8]。多年来，国际探索中心从两条路径

从事着捍卫科学理性、弘扬科学精神的使命 [9]：
一条是，通过科学探究和调查，揭露所谓的一

系列关于异常现象的声称，相当于我国的反伪

破迷工作；另一条是，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方

法、科学理念和精神，如在广大学生和市民中

42



郑 念 科普是科学与人文交融的粘合剂

进行一种基于自然主义哲学的世俗人文主义的

教育和培训，相当于我国的高级科普，即关于

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教育普及。这种做法值

得我们借鉴。

二是通过科普、教育，提高公众科学文化

素养，使公众自身的人文修养建立在“真”的

基础上，通过知识的升华，达到融合的目的。

3.2科普的实践特点

不管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融合的目的，融

合是为了提高素质、是为了改变，这种改变要

体现在行动上，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做到知

行合一，才算真正实现了交融。因此，人文科

普也好，通过科普实现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也罢，

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统一。由此

也可以证明，科普不仅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

有效手段，而且以人为本的科普本身具有强大

的文化功能，具有“化人”的作用，能够培养

和造就高素质的人才，因此，人文科普是实现

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这是由科普的实践

特点所决定的。

而实践对于知识、理论、经验、精神、思

维等则具有根本性。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是最大、最活、最丰富的知识源泉，是能力、

品德的来源，也是创新之源、创新之终，贯注

于创新全过程。

3.3科普的学习特性

科普既是提高他人认知能力的途径，又是

提高自身素养的效果好、保持时间长的学习和

教育方式。最新的学习效果理论认为，学习效

果最好、保持时间最长的是“做中学，教中

学”。这两种方式都是科普的表现形式，而且是

主要的形式。

目前，全党、全社会正在努力建设学习型

组织、学习型社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通过

科普达到学习的目的，包括实现科学与人文交

融的目的，更是合时宜、顺民心的善举、智慧

之举。

通过表 1 我们可以看出，做中学、教中学

的学习效果保持率在 75%~90%，是学习效果最

好的两种方式，在建设学习型组织、知识型城

市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科普的力度，提倡、

鼓励、动员广大公众加入到科普行列，既通过

互动提高学习效果，又通过教中学，即向别人

进行科普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和学习效果。这是

一举两得的高尚之举，应大力提倡和推崇。

3.4 通过人文科普袁 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袁 达

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袁 实现人类的幸福尧 美好生活

虽然人们对科普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各国政府和领导人在新的世纪中，都对与科普

相关的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给予高度的

重视，但是，人们对科普功能的认识远远没有

接触到本质，因此科普功能的发挥也难以尽如

人意。比如，在对科普功能的认识上就存在很

大的误区，诸如科普是一种意识的唤醒还是知

识的灌输？科普应该告诉公众什么？是告知全

部的后果，比如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还

是片面地理解，只是因为科技能够带来财富、

权力，才接受科普、进行科普？科普应该怎么

做？是提供获取知识的方法、提供打开知识大

门的钥匙，还是灌输知识、提供获取财富的技

术？科普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出于政治需要，

还是一种知识福利？其利益是民族的，还是世

界的？所有这些，仍然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

究和探索。而且，我认为，搞清楚以上这些基

本问题，是实现人文科普的前提，也才能真正

通过科普，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有一点已经形成共识，在提倡终身学习，

建设学习型社会、组织、政党的今天，建设知

识型城市和团体的时代，科普已经成为促进学

习、提升素质的重要手段。通过科普，实现科

学与人文的融合，可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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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为完美的人，使组织成为有竞争力的组织。

通过人文科普，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实现科学、

人文、艺术的融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

现人类的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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