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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博物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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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刘华杰教授大力提倡复兴博物学，欲以此为救助当下唯科学主义泛滥之解毒剂，并

进而上升至理论高度，遂有“科学史之博物学编史纲领”之议，鄙意极为赞同。前不久与华

杰、刘兵两教授对谈，三人对博物学编史纲领获如下共识：以人类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生存为

基本价值，中兴博物学，重写科学史。 

退而思之，博物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无其名，实有其实，若隐若现之间，自有一传

统在。本人既好古成癖，何不将有关线索初步整理一番，或可为华杰教授提供偏师之助也。 

 

博物学是一种世界观 

已故科学史前辈刘祖慰教授尝言：古代中国人之处理知识也，如开中药铺，有数十上百

小抽屉，将百药分门别类放入其中，即心安矣。刘教授言此，其辞若有憾焉——认为中国人

不致力于寻求世界“所以然之理”，故不如西方之分析传统优越。然而今日视之，此种处理

知识的风格，正与博物学精神相通。 

与此相对，西方之分析传统致力于探求各种现象、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解释宇宙

运行之原因。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人即孜孜不倦建构几何模型，欲用以说明宇宙如何运

行，其最典型代表，即为托勒密（Ptolemy）宇宙体系。 

比较两者，差别即在于：古代中国人主要关心外部世界“如何”运行，而以希腊为源头

的西方知识传统（西方并非没有别的知识传统，第未能光大耳），更关心世界“为何”如此

运行。在科学主义“缺省配置”语境中，我们习惯于认为“为何”是在解决了“如何”之后

的更高境界，故西方的传统比中国的传统更高明。 

然而考之古代实际情形，如此简单的优劣结论未必能够成立。以天文学言之，古代中国

人并不致力于建立几何模型去解释七政（日、月、五大行星）“为何”如此运行，但他们用

抽象的周期叠加（古代巴比伦也使用类似方法），同样能在足够高的精度上计算并预报任意

时刻的七政位置。而通过持续观察天象变化以统计、收集各种天象周期，同样可视之为富有

博物学色彩之活动。 

如从科学主义“缺省配置”语境“升级”，则西方模式的优越性将进一步被消解。例

如，按照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大设计》中的意见，他所认同的是一种“依

赖模型的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即“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

（There is no picture- or theory-independent concept of reality）”。在这样的认识中，我们以前

所坚信的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已经不复存在。既然几何模型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图像的人为

建构，则古代中国人干脆放弃这种建构直奔应用（毕竟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只需要知道七政

“如何”运行），又有何不可？ 

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故事，亦可在类似意义下得到新的解读：“尝百草”当然是富

有博物学色彩的活动，神农通过此一活动得知哪些草能够治病而哪些不能，然而在此一传说

中，神农显然不会致力于解释“为何”某些草能够治病而某些不能，更不会去建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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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明之。 

 

从《博物志》看中国博物学传统的表现形式 

在中国儒家经典中，博物学精神有颇为充分的体现。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

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

语·阳货》）同为儒家经典之《诗经》，其博物学色彩之浓厚可知。例如，日本人冈元凤的

《毛诗品物图考》，详述《诗经》中提到的各种植物，并逐一附有手绘精美图形，曾让我爱

不释手。 

古代中国人的博物学传统，当然不会仅限于“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体现此种传统的

典型著作，首推晋代张华《博物志》一书。书名“博物”，其义尽显，此书从作者到内容，

无不充分体现作为中国博物学传统表现形式之代表资格。 

张华（公元 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州）人，出身贫困，曾经牧羊，但

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从政之后，遂成名士。《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诸名士共至洛水

戏”，张华获得“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的评语。 

关于《博物志》，在王嘉《拾遗记》（当时一部同类著作）中有一传说，谓张华写成

《博物志》四百卷，上奏晋武帝，得到“记事采言，亦多浮妄”的审阅意见，令其删改。张

华遵命，删节成原著之四十分之一，遂成如今传世之十卷本。此说并不十分可信，姑妄听之

而已。但我们分析十卷本《博物志》，仍然足以作为典型。 

《博物志》中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一、山川地理知识；二、奇禽异兽描述；

三、古代神话材料；四、历史人物传说；五、神仙方伎故事。此五大类，完全符合中国文化

中的博物学传统。兹按上述顺序，将此五大类每类各选一则，以见一斑： 

《考灵耀》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

两分其中矣。地常动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七戎六蛮，九夷八狄，形

类不同，总而言之，谓之四海。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养之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捣万杵，点女人支体，

终年不灭。唯房事则灭，故号守宫。《传》云：东方朔语汉武帝，试之有验。 

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此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

皆活，同体二头四手，是蒙双民。 

《列传》云：聂政刺韩相，白虹为之贯日；要离刺庆忌，彗星袭月；专诸刺吴王

僚，鹰击殿上。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其论养性法则可施用，大略云：体欲常少劳，无过

虚。食去肥浓，节酸咸。减思虑，损喜怒，除驱逐。慎房室，春夏施泻，秋冬闭藏。详

别篇。武帝行之有效。 

以上五则，深合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之旨。第一则，涉及宇宙学说，且有“地动”思

想，故为科学史家所重视。第二则，为中国古代长期流传的“守宫砂”传说之早期文献，相

传守宫砂点在处女胳膊上，永不褪色，只有性交之后才会自动消失。第三则，古代神话传

说，或可猜想为现代之“连体人”。第四则，关于三位著名刺客的传说，此三名刺客及所刺

对象，历史上皆实有其人。第五则，涉及中国古代房中养生学说。“青牛道士封君达”是中

国房中术史上的传说人物之一。 

对于《博物志》，不可视为神奇。事实上此类著作在中国古代相当普遍，绝大部分传世

文人笔记作品中，皆有此种博物情怀。兹稍举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一例——此书被李约瑟

誉为“中国科技史的坐标”，世人遂多以为其书至为“科学”，其实书中同样有与《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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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类似内容，只是比例较小而已。《梦溪笔谈》卷二十“神奇”中有云： 

天圣中近辅献龙卵，云得自大河中，诏遣中人送润州金山寺。是岁大水，金山庐舍

为水所漂者数十间，人皆以为龙卵所致。至今匮藏，余屡见之，形类色理都如鸡卵，大

若五斗囊，举之至轻，唯空壳耳。 

此类记载，在中国历代笔记作品中实属汗牛充栋，无烦多举。 

 

中国博物学传统在当下的积极意义 

如以上述六则笔记作为中国文化中博物学传统之代表，或者有人会问：这算什么传统？

难道是一个“怪力乱神”的传统吗？我的意见是——这是一个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

统。而一个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在当下社会中，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充当消

解唯科学主义的解毒剂。 

那么“子不语容忍怪力乱神”的名言，是否与儒家经典中的博物学精神相冲突呢？鄙意

以为并无冲突。“子不语容忍怪力乱神”并不等于孔子排斥怪力乱神，只是表明孔子本人不

谈论怪力乱神而已——谈论、处理怪力乱神，本来就是巫觋们的职责，不是孔子给自己设定

的职责，故孔子不谈论这类话题。 

进而言之，能够容忍怪力乱神，这一点不仅不是这一传统应被批判否定的理由，恰恰相

反，这一点可以视为中国文化中博物学传统的中国特色。  

那么为何一个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可以在当下社会中充当消解唯科学主义

的解毒剂？这必须从“当代科学”的狭隘和傲慢说起。 

“当代科学”——当然是通过当代“主流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来呈现——对待自身理论

目前尚无法解释的事物，通常只有两种态度： 

第一种、坚决否认事实。在许多唯科学主义者看来，任何现代科学理论不能解释的现

象，都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或者是不能承认它们存在的。比如对于 UFO，不管此种现象出

现多少次，“主流科学共同体”的坚定立场是：智慧外星文明的飞行器飞临地球是不可能

的，所有的 UFO 观察者看到的都是幻象。又如对于“耳朵认字”之类的人体特异功能，

“主流科学共同体”发言人曾坚定表示，即使亲眼看见，“眼见也不能为实”，因为世界上

有魔术存在，那些魔术都是观众亲眼所见，但它们都不是真实的。“主流科学共同体”为何

要坚持如此僵硬的立场？因为只要承认有当代科学理论不能解释的事物存在，就意味着对当

代科学至善至美、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之形象与地位的严峻挑战。 

第二种、面对当代科学理论不能解释的事物，将所有对此类事物的探索讨论一概斥之为

“伪科学”，以此拒人于千里之外，以求保持当代科学的“纯洁”形象。此种态度颇有“鸵

鸟政策”之风——对于这些神秘事物，你们去探索讨论好了，反正我们是不会参加的。 

以上两种态度，最基本的共同点即为断然拒斥“怪力乱神”。“主流科学共同体”中的

许多人相信，这种断然拒斥是为了“捍卫科学事业”，是对科学有利的。 

至此，问题已经相当清楚：一个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必然是一个宽容而且

开放的传统；同时又是一个能够敬畏自然，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这样的传统至少可

以在两方面成为当代唯科学主义的解毒剂： 

一、在这个传统中，对于知识的探求不会划地为牢故步自封。事实上，即使站在科学主

义立场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断然拒斥怪力乱神实际上对于科学发展是有害的。考之欧美发

达国家，彼处科学技术发达领先固无疑问，但彼处对怪力乱神更为宽容的社会氛围，则常被

我们视而不见。“伪科学”与“真科学”之间本来无法划出明确界限，前者其实可以成为后

者发展的温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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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以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矫正当代唯科学主义理

念带来的对于自然界疯狂征服、无情榨取的态度——此种态度与环境保护、绿色生活等理念

皆有直接冲突。 

当然，肯定中国文化中的博物学传统在当下的积极意义，并不等于盲目高估此一传统的

历史成绩。应该承认，按照今天流行的标准，在以往历史中，此一传统在物质科学发展方面

的贡献，不如西方科学的分析传统。但是未来情形又会如何？则是现在无法预测的。况且评

价的标准也会随时代而改变，有朝一日此一传统或能发扬广大，我们自当乐观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