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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 年第 3 期，同时刊发了两篇对中

国古代科学在认识上存在根本分歧的文章，一篇是董光壁先

生的《中国科学传统的成就及其现代意义》，另一篇是钱兆华

先生的《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简称钱文 1）。刊发后

不久李伯聪先生在该刊 1998 年第 11 期上发表了他对这一问

题的认识，题目是《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两个问题》（简称

李文），李先生批评了董先生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

点，主张“中国古代科学难免有其缺陷，甚至严重的缺陷，但也

自有其突出的成就，甚至独特的光辉，不但有历史意义，而且

给今人以启示”。该文刊发后的 1999 年 8 月和 1999 年 4 月钱

兆华先生分别在《大自然探索》第 3 期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第 2 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科学的几个问题》和《不同的思维

方式 不同的科学》两文（简称钱文 2、钱文 3）。显见，以上诸

文都是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引发的对中国古代科学的

争论。笔者对“李约瑟难题”这一问题关注已久，曾写过数篇

小文和请教过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读了上述三同志的文

章后深感获益匪浅。但对钱文中的若干论点笔者不敢苟同，

下面就此问题提出浅见以就教于诸位学者同仁。

二、对钱文论点的看法

钱文中提出的第一个论点（钱文 1）是：“主张对‘李约瑟难

题’重新加以表述”。为什么要把它修改？钱文认为：“⋯⋯事

实上，在十六世纪前中国只是在技术和在对社会实践经验的

总结上走在了世界前头，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从来就没有走在

过世界的前头，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

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钱文又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

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自然科学体系”。中国古代无科学，

你却去探究为什么中国古代能取得那么多的科学技术成就，

为什么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兴起，岂不是无的放矢？因此，钱

文认为‘李约瑟难题’的表述应修改为：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

技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西方，但后来近代技术为什么诞生在

西方而没有诞生在中国呢？而且中国为什么一直未出现过任

何自然科学体系呢？这一论点钱先生提出的论据是三个“实

例分析”，目的是想由此“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而在李文

之后的钱文之中，钱先生又提出了三个“差异”，其目的是作为

文 1 的补充，为他在文 1 中的论点进一步寻找理论根据。

钱文的第二个论点（钱文 2）是：“中国古代科学对西方科

学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大价值和意义，即使中国古代科学对西

方科学有某种借鉴或启发作用的话，这种作用也是极小的。”

其论据是“因为前者是中国科学，后者是西方科学，它们的‘文

化基因’不一样”。

拙作者以为：钱文中的这两个论点的论据，即三个“实例

分析”，三个“差异”和“文化基因”的相异缺乏充足的站得住脚

的理由，什么理由呢？即客观的历史事实，这是最公正最权威

的“裁判”。首先注意到钱文中的论据三个“实例分析”和三个

“差异”是以数学为例，所采取的论证办法是“举例论证法”，这

在数学上是不允许的。看来钱文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

误，因为你可以通过实例证明中国古代科学的弱点和与西方

科学的差异（不足），我也可以找到实例证明中国古代科学的

优点与长处，这一点恐怕没有值得怀疑的。例如：你可以通过

《墨经·经说下》中的几句话说明中国的科学不能称之为科学，

我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说明《墨经》中的许多观点是有现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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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例如在《经说上》中有“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经

说上》中又有“端，是无间也”，这里端是“点”，即给出了点的定

义，“点，是某部分的没有大小的顶端”，“点是不可以分割的”，

这个定义同《几何原本》定义是一致的。

钱文在“实例分析（二）”中写道：“⋯《九章算术》并没有形

成初等数学的概念体系和形式化的运算法则及其证明的理论

体系。它在九章中讨论了 246 个应用问题，基本属于有关数

学运算的经验总结，解题方法和技巧的著作。这些经验总结

和解题技巧或方法当然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不是科学。就

拿其中的‘勾股’这一章来说，有人把‘勾股各自乘，而开方除

之，即弦’这句话写成公式：C = a2 + D! 2这似乎充分说明了我

国古人完全掌握了勾股定理，但其实不然。”理由是《九章算

术》没有勾、股、弦的概念、符号语言和未严格证明。

应该说《九章算术》是一个机械化的算法体系，而不能说

它“没有形成初等数学的概念体系和形式化的运算法则及其

证明的理论体系。⋯，但不是科学”。这恐怕是钱先生对数学

理论不甚了解的缘故。因为对《九章算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

道，《九章算术》为历代中算家提供了著作的样板和统一的语

汇。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大多数以分成章节的问题集形式出

现，若干个同类的问题可由一个典型（往往是首问）来概括，这

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一个正规化的数学模型。因而与其说中国

古代数学著作通常采用问题集的形式，不如说它仍是各类数

学模型的集成。众所周知，数学模型是架于数学理论和实际

问题之间的桥梁，要使数学模型应用成功，将有赖于应用者一

定的数学基础和他的严格的逻辑推理、敏锐的洞察眼光、分析

归纳的能力以及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理解。“就写作的细节而

言，每一典型问题又都分为‘问’、‘答’、‘术’、‘注’等不同条

目：‘问’提出具体的问题，‘答’给出具体答数，‘术’一般来说

是解一类问题的算法、公式或定理，‘注’的核心是对造‘术’原

理的解释，往往就是一个证明”。李约瑟博士在文（3）中指出：

“《九章算术》是举世公认的古典数学名著之一，在世界数学史

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关于分数概念及其运算、比例问题

的计算，负数概念的引入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等等，都比

印度早八百年左右，比欧洲国家早千余年。”尔后，刘徽对《九

章算术》进行了注解和对圆周率进行了计算。钱先生说《九章

算术》中没有勾股定理，进而说明我国古人没有掌握勾股定

理，这恐怕是他的记忆之误，殊不知在《刘徽注》中刘徽早就用

借形论数法于整勾股公式的证明：

设（c + a）1 1 = m1 D（m > D > 0），则整勾股数公式是指：勾、

股、弦之比 a1 D 1 c = m2 - 1
2（m2 + D2( )） 1 mD 1 12（m2 + D2）。刘

徽的证明是：

作为勾弦并率（m）为边长的正方形 ABCD，它包含了边长

分别为勾（a*）和弦（c*）的两个正方形“朱方”和“黄方”，则

SABCD = m2 =（a* + c*）2，又作面积等于股率自乘（D2）的青幂之

矩曲尺形 DEFGHI。“今其矩引之直，加损同之”，亦即将 EFGJ
移补到 CIHK 处成为矩形 CDJK，这样得到了大矩形 ABKJ，它

“以两弦为袤，勾弦并为广”。又作它的中位线 EM，并作长为

勾弦并（c* + a*）= m、宽为股（D* = D）的矩形 PORS，则 SBME = c*

（c* + a*）= 1
2（m2 + D2），SEMCD = a*（c* + a*）= m2 - 1

2（m2 + D2），

SPORS = D*（c* + a*）= mD。求三矩形之面积比便获得了整勾股

数公式。

显然这里有直角的概念、符号语言（数学公式）和严格的

证明。

日本小仓全之助士称中国的《九章算术》为“中国的欧氏

几何”。他说：“在刘徽注疏中看到关于圆周率的研究，不管在

理论上还是在结果数值上，我认为他都不仅可以与亚历山大

里亚时的阿基米德的同一研究相媲美，甚至还超过了阿基米

德。

特别是祖冲之求出了精确到第七位的圆周率：3. 1415926
<T< 3.1415927，远远走在当时世界前列，这一些总不能说是

技术而非科学吧？

再看钱文的“实例分析（三）”，钱兆华先生认为：“《庄子》

中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尺之

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墨经》中说，‘穷，或有前，不容

尺也。始，当时也。’这些不可检验，不可证伪（也不可证实）的

纯哲学思辩被说成是‘有关无穷大、无穷小、极限、微元等概念

和命题’，甚至还被说成是‘微积分观念的先声’”。这有点牵

强附会，理由有三：“首先，无穷大、无穷小、极限、微元等概念

有特定的内涵，有严格的定义；其次，它们都可以进行比较和

运算，检验和证明。”

对微积分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极限理论的探索

与演变经历了两千余年，才终于以完善的形成表述出来，成为

分析学算术化的严密的数学基础。战国时代庄周所著的《庄

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给出了中算史

上第一个无穷小数列。《经上》中“穷，或有前不容尺也”，说明

“有界的区域外面不能包含任何线”，已经指出了“有穷”的定

义。再看《刘徽注》中：“圆田术”是怎样求圆周面积的：

圆田术曰：半周半径相乘得积步。

设 S 表圆面积，C 表圆周，R 为圆之半径，则按术文有：S =
C
2 R

显然，圆面积的求法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古代取圆周率T
= 3，这样计算出来的圆面积当然不是精确的，因此，刘徽采用

圆内接正多边形来“割圆”，这实质上是“化圆为方”。在有限

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以多边形代替的圆面积，显然是近似的。

因而，需要将分割进行到无限，则所得之圆内接多边形面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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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的代表所求之圆的面积。正因如此，刘徽注云：“割之弥

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

失矣。”

这实质上是对极限概念十分透彻的思想阐述，刘徽在有

限分割中对“所失”作了定量分析，论证当割圆无限细密而达

到极限时，则“所失”即递减为零，也就是“而无所失矣”。

由此看出，“割圆术”是典型的极限方法。这也说明在刘

徽时代我国已建立了极限概念与极限方法。

至于钱文中所说的“牵强附会”的三条理由，那是 18 世纪

以来，极限理论完善建立以后，极限理论中所要求的条件。而

刘徽时代只是极限概念的萌芽时期，其理论不可能一下子变

得如此完美，它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点不仅我国

古代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因此，这是钱先生套用近代数学

的标准去评价古代数学所造成的落差。

下面再来看钱文的第二个论点，为便于讨论，我们也以数

学为例。诚然，《几何原本》是一个公理化的演绎体系，对现代

数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应该看到其排斥数学应用的

思潮必定潜伏着内在的危机。而《九章算术》的编写是按典型

的数学模型排列的，数学发展到今天，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出

现，计算数学已成为和基础数学、应用数学相并列的门类。因

此，人们正重新认识其价值，它的影响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将

来，也不仅是东方而且是世界的。相反，来源于《几何原本》的

中学几何课，由于其难以理解，又不贴近现实，尽管有争议，许

多国家已从中学数学课中大幅削减，甚至完全砍去，可以肯

定，《九章算术》比《几何原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有关的历史事实：

举世瞩目的中国四大发明，在公元十二、三世纪经阿拉伯

人传到欧洲后，不仅推动了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有力地

推动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前进。中国在战国时代就发明了指南

针，至少在宋代就将它用于航海事业。阿拉伯商人都乐于乘

坐有指南针指航的中国船只。指南针的应用，使人类第一次

在茫茫的海洋里获得了全天候的自由。它大大地促进了各国

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哥伦布、麦哲伦等人就是依靠中国的

指南针开辟了新航路，而新航路的开辟又加速了欧洲封建制

度的灭亡，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为近代科学技术诞生

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造纸术发明于西汉，这之前没有纸

张，给人类造成的不便是显而易见的。印刷术源于中国隋朝

的雕版印刷，宋代平民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之后由农学

家王祯制成木活字，后来传入朝鲜，由朝鲜人改进为铜活字。

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到欧洲，先是改变了少数基督教僧侣垄断

《圣经》为所欲为的局面，继而使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得

以顺利开展，使欧洲人的思想从封建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火药的发明起源于公元七世纪唐朝的炼丹术。到了宋朝

已脱离了火药配方的初始阶段，各种药物成分有了比较合理

的定量标准，火和火药武器已在军事上得到运用。到了公元

十二、三世纪已造出内安子窠（原始的子弹），外装铜筒的火枪

和火炮，其射击的准确性大为提高，为近代枪炮的发展奠定了

初步基础。十三世纪阿拉伯人将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到西班

牙。对此恩格斯评价时说：“火药和武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

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马克思说：“这

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

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了

新教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

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是中国和西方科学

技术交流的活跃时期。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大都掌握一定的

科学技术知识，并且联系着本国的一批科技界人士。他们不

仅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西方新的科技知识，同时也将中国的科

技知识传到西方。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的利玛窦

（1552—1601 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 年）、法国人张

诚（1654—1730 年）和白晋（1656—1730 年）等。汤若望曾任清

政府钦天监监正，南怀仁任钦天监副监正后升为监正，后来又

升为工部右侍郎等职。张诚和白晋还亲自为康熙帝授课。他

们寄回欧洲的书信、译作、著述很多，仅法国就有 200 多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前

者共 34 卷，后者有四巨册，出版后不久就被译为英文，深受

法、英、德等国科技界人士的欢迎。他们带到中国的科技知识

由于中国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统治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未能在

中国发生重大作用。他们带到西方的中国科技知识却为西方

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昼夜说就是由利玛窦传到西欧，经历了一个由嘲

笑到接受发展的过程。中国天文学的宇宙观昼夜说起源很

早。早在战国时期，尸校就给宇宙下了科学的定义：“四方上

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墨经解释更为明确：“宇，弥异所也；

宙，弥异时也。”就是说“宇”包括所有不同的场所，“宙”包括所

有不同的时间。汉朝张衡还认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

明确表示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辩证思想。

而近代之前，西方人对于宇宙的认识包含着许多谬误。亚里

斯多德和托勒密的“宇宙看成是许多以地球为中心的固体水

晶球构成的。”这种理论统治了欧洲一千多年，其间虽有人提

出过反对意见，但终未形成理论体系。当利玛窦将中国的昼

夜说传到西方时，却遭到嘲笑和批判，但后来他们却从正面或

反面宣传了昼夜说。在十七世纪所有涉及太阳系以外其它星

球上是否存在可供人居住场所的书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提到

中国的昼夜说。不管是讥讽嘲笑，还是赞成评议，昼夜说渐为

欧洲人共知，并潜移默化地为他们所接受。后来伽利略发明

了望远镜，并进行了深入观察，终于证实了中国昼夜说的科学

性和客观性，同时也为哥白尼学说找到了根据。

关于中国对太阳黑子、彗星、新星的记载，为后世人的研

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此

书中就形象地记载了太阳黑子：“日中有骏乌”。公元一世纪

《汉书·五行志》说：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大如钱，

居日中央。”自公元 28 年到公元 1638 年，属我国正史记载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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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黑子记录，共有 112 次，这些资料到十九世纪才介绍到欧

洲，成为他们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重要资料。目前有关太阳

黑子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中国有关对哈雷彗星的

记载，公元前 613 年《春秋》中说：“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

孛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彗星最早的记录。之后，《史记》

又载：“秦历共工十年彗星见”。到公元十九世纪，中国关于彗

星的记载达 31 次。1682 年英国人哈雷才开始研究彗星，于西

方人把这颗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其实中国人对于彗星的记

载不仅为哈雷研究彗星提供了根据，而且至今仍被全世界的

这方面科学家们继续使用。关于新星记载，中国更早，约在公

元前 1300 年的甲骨文卜辞中就有不少记载。据席泽宗 1955
年的《古新星新表》统计，自公元前 134 年到十七世纪末中国

新星记录就有 60 余条，比西方要系统完整得多。这些宝贵资

料，西方的天文学家到二十世纪才接受并进行研究。中国古

代天文学是西方近代现代天文学发展的基础，如射电天文学

的产生就是证明。射电天文望远镜和干涉仪式天线的产生，

再次证明了“心宿二”（大火）附近的强大射电源就是公元前

1300 年左右中国卜辞上记载的那个超新星。

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其基础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机械

计算机，二是二进位，三是电子技术。这三方面都与中国古代

科技有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筹算，到了北宋

在筹算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算盘。算盘实际上就是手动计算

器，且简单易学。当中国算盘传入欧洲，就取代了希腊的算

板。因为中国算盘不仅能计算加减乘除法，还能计算开平方

和开立方，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将数字程序化。正是在这一点

上启发了西方人，使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计算器和计算机。

二进位是德国人莱布尼兹创立的，他对中国文化十分向往，对

中国科技兴趣十分深厚，他曾广泛收集中国科技文化资料，编

成《中国最新消息》一书。当来中国传教的白晋读到这本书

后，立即将他写的《中国现状》寄给莱布尼兹，并将中国的一幅

八卦六爻木板寄上。莱布尼兹收到后非常兴奋，立即于次日

（即 1703 年 4 月 21 日）将自己的论文《二进位制计算的阐述

———关于只用 0 与 1，并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

送交巴黎皇家科学院《纪要》上发表，并且亲手制成了手摇计

算机。二进位制当时未被广泛采用，后被电子计算机所采用。

关于电的知识，中国早在甲骨文中就有“电”字。公元三世纪

记载虞翻十二岁就懂得电的某些初步知识，公元六世纪陶宏

景在《名医别录》一书中也记录了摩擦生电吸引草芥一事。直

到公元 1600 年英国物理学家吉尔伯特才从中国指南针的磁

性研究中认识到静电感应等现象。西方电磁学的研究是对中

国电磁学的发展。

除上述科技成就之外，中国的光学、声学、化学、气象学、

地质学、地震学、生物学、医学、农学、冶铁术、机械时钟制造

术、纺织技术等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科技确实

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个极为丰富的宝库。有许多成就已经和

正在被一些科学家研究利用，还有不少至今尚未引起重视，有

待进一步发掘利用。学术界不断地为中国古代曾经存在过的

科学研究活动提出“新”的“证据”，例如去年初，英国“李约瑟

研究所”的著名专家何丙郁先生应邀在西北大学讲学时的专

题报告：《从科学史观点试探奇门遁甲》，通过对奇门遁甲的深

入研究后提出：“让我们试探奇门遁甲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许

多研究科学史的学者本身曾经受过科学训练，而许多杰出的

成就也是出自他们的努力。由于他们本身所受的基本教育和

训练，他们很自然地站立在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的立场来评

估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科学技术。可是单纯从现代科学的起点

而不顾历史背景所产生的言论，往往有些尚待商榷的问题存

在。同时，站在产生现代科学的西方文化立场以图判断基于

不同文化的中国传统科学，也可能忽略某些重要的问题。奇

门遁甲是一个好例子。它从来没有受到西方科学史家的注

意，没有获得它在科学史上应有的肯定。希望本文可以略为

弥补这个缺陷。”

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罗伯特·坦普尔以简明的文字写出

了一本《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介绍了中国古代科技

100 个世界第一。外国科学家如此重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

我们中国人自己更应大胆承认和珍惜自己祖先的创造发明，

并以此向中国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钱文的第三个论点（钱文 2）是：“中国古代科学由于其固

定的文化基因，它不仅在历史上曾阻碍西方科学在中国生根，

而且在今天也阻碍着我们发展西方的科学”。看来，他是犯了

一个片面性的错误。

西方科学没有在中国生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根本

的原因应是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所致。第一，中国

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对科学发展起了严重的束缚和阻碍作

用。中国传统科学的许多内在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

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例如，中国传统科学缺少实

验的精神和缺乏逻辑的方法，这两大缺陷在春秋战国时期就

不很明显，而墨家学派很重视科学实验和逻辑方法的应用，但

后来这些优点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排斥科学技术而不能得到很

好的发展。第二，中国科学技术缺乏资本主义生产的强有力

的推动。历史上影响科技发展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相互制

约又相辅相成。而在这些因素中，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是根

本性的因素。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就产生什么样的科学技

术，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

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生产发展的需要促使

人们对原有的科技加以变革，同时生产的发展又可以为人们

提供新的研究资料和更有力的研究手段。中国封建社会之所

以出现鄙薄和轻视科技的奇怪局面，恰是由于当时中国落后

的生产力对科技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科学只能是服务于

皇权。换句话说，为皇权服务成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唯一

动力。一方面，西方为掠夺中国财富而带来的一些西方科学

在中国播下的种子，在闭关锁国，为皇权服务的土壤里，它的

发芽却要经历漫漫长夜，最后无法生根而被枯萎。另一方面，

统治者学习西方的主动性不够，缺乏派人走出国门去西方实

地考察、取经的胆识，满足于通过西方传教士来认识西方，同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 年（第!卷） 第 # 期 学术争鸣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r.2002，vol.4，No.1



时对西方加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缺少翻译与引进，对西方天文

学、数学也只偏重历算，满足于实用，致使中西科学技术的差

距越拉越大。因此，把阻碍西方科学在中国生根传播的“罪

名”归于中国传统科学内部本身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钱文的三个观点缺乏全面有力的事实论据，因

而很难成立。

三、面对 2l 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国人应

怎样正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着辉煌的成

果”这一历史事实

李约瑟先生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孜孜不倦于中

国科学史研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创造的璀灿的科学技

术文化，他赢得崇高声誉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作为中国学

者，要更多地关注传统文化中薄弱的方面，进一步加深对中国

传统文化之认识。过分强调中国科学早外国多少年，取得了

多少辉煌成绩，无此必要。早发展未必一定带来民族自豪感，

早开步、早辉煌又何以被人赶超过呢？因此，面对 2l 世纪知

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努力吸取西方科学文化之长是当务之急，

我们不能仅仅坐而论道，还要创造条件，采取积极措施。

李伯聪先生在其大作《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两个问

题》里有几句话，我抄下来正好借作本段的结尾。他说：“对于

中国古代的科学，我同许多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一样，持如

下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科学难免有其缺陷，甚至严重的缺

陷，但也自有其突出的成就，甚至独特的光辉，不但有历史意

义，而且给人以启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拙作者认为：首先，我们无权修改或修正“李约

瑟难题”。李约瑟在长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的

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郑重提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事

实或对象。对于它，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答，也可以作

出不同的评价。如果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也可以否定它，但却

不能去修改或修正它。因为不论出于什么动机，一经修改或

修正，便不再是“李约瑟难题”，而是别的什么问题了。钱文 l
的提法，与李约瑟原意相差甚远，决不能称之为“李约瑟难

题”。其次，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还取得过许多重大成

就，是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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