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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金融的创新与发展》
时间：2 月 23 日 （周六）

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新馆（宁

穿路2100号）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华秀萍，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金融学博士，宁波诺
丁汉大学商学院金融财务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普惠金
融研究中心秘书长、财新专栏
作家。曾担任中国金融四十人
论坛研究员、英国科学院资助
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
者、《欧洲金融杂志》客座主编
等职务，主要研究中国与欧洲
金融市场。

二、《漫谈〈易经〉与文化自信》
时间：2 月 23 日 （周六）

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永丰馆

（永丰路135号）三楼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孔维永，宁波

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
授。研究专长为品牌传播研
究、符号研究、易学研究。在
《学术交流》《商业研究》《传媒
观察》《国学学刊》等期刊发表
论文十余篇。

三、《“斯”奔去兰卡》
时间：2 月 24 日（周 日）

1400
地点：鄞奉路258号
主讲人：姜坤，浙江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副主
任，中英文导游、高级茶艺师、
高级酒店管理师、高级侍酒师、
中级花艺师、中级经济师、高校
创业指导师。研究领域为旅游
开发与规划、旅游策划。主讲
旅游客源国（地区）概况、邮轮
游艇服务与管理、休闲服务与
管理、酒店经营与管理等课程。

四、《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女
性压力与情绪管理》

时间：3 月 2 日 （周六）
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新馆（宁
穿路2100号）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张媛媛，宁波市心
理咨询治疗中心主任。医学心
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中德认证艾瑞克森催眠治
疗师、中国EAP高级执行师、
宁波市健康与教育促进协会理
事。擅长青少年学生及成年人
失眠、焦虑症、抑郁症等情感障
碍等疾病的预防与诊治，以及
认知行为治疗、催眠治疗、压力
及情绪管理等。

本版撰稿 记者 俞素梅
摄影 记者 周建平

“源于希腊的科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无用，二是内在
推演，这很厉害。”吴国盛介绍说，希腊文明独一无二地在
世界上发明了一套演绎的知识，就是证明的知识，典型的
三段论，包含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比如大前提是“人
都会死”，小前提是“苏格拉底是个人”，结论就是“苏格拉
底肯定会死”。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废话。对，只有废话才能满
足希腊人的爱好，因为这样的废话具有恒真性，永恒的
真。比如，你问外面天气怎么样？我说天气不好，在下
雨。你过一会往外面一看，雨已经停了，我说的是错的。
我如果说外面天气很好，但你过一会去看可能下雨了，我
说的又错了。所以我只有说‘外面要么下雨，要么不下
雨’才对，希腊人就很喜欢这样，他们的演绎科学看上去
像废话。中华民族很务实，不愿意讲废话，希腊当时是奴
隶社会，大量的奴隶主闲着，闲人就要搞闲的知识，他们
貌似废话的演绎科学里有‘真’的含义。”吴国盛举例说，
在希腊人的等量公理中，“等量加等量,和相等；等量减等
量,差相等”，这不废话吗？“但希腊人从中发现了一个伟
大的道理，我们很多人活在‘废话’里，但是我们自己不知
道，那个‘废话’就是理性。科学就是摸索这些理性。比
如，我们芸芸众生都会说话、走路，但是我们怎么说话

的？怎么走路的？不知道。这其中的规律一直被遵循
着，但是我们不知道，科学就是研究这些规律。”

具体而言，希腊科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分哲学和
数学两大门类，其中数学是希腊人学习科学的基本科目，
有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四门。因为希腊人追求数即万
物、万物即数，研究数的规律，不仅仅是理解宇宙的秩序、
音乐的秩序，也是理解伦理秩序的根源。其中，几何又成
为古希腊的显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现代科学有两大
来源，一个是以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
本》为代表的推理精神，一个是近代实验精神。《几何原
本》的印刷量是世界排名第二，排名第一是《圣经》，“两希
文明”的两大经典成为西方人阅读最多的书。

“我们现在学习几何就是向希腊文明致敬。可以说，
学几何就是学会怎么讲理，人群分讲理的和不讲理的两
类，讲理的是学过几何的，不讲理的就是没学过几何的。
几何学的重要性不仅是非功利的，更重要的是对思维方
式的培养，即以推理的精神、证明的精神、论证的精神作
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吴国盛最后总结说，科学的精
神首先是自由的精神，真正学科学的人必须有一种对世
界的好奇心，对宇宙的奥秘有一种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
科学发展最终的动力，是原始创新最终的动力。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为什么科学最初会诞生
于2500年以前的希腊地区？吴国盛认为，科学的起源依
赖于文化，对科学的溯源离不开对文化的分析。

中国古代是重农抑商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对定
居的强调造就了中国人的文化模式是熟人社会、血缘
社会。而希腊和希伯莱这“两希文明”的一大特点是
迁徙有余、安居不足，他们的社会建构方式不是熟人
文化，而是不断地跟生人打交道。中国文化按照血缘
来构建社会秩序，希腊社会则是另一种模式，即“契
约文化”。

在血缘文化里，作为人的主要标志是有仁爱之心，即
有情有义有爱；在契约文化里，凡事讲规则，强调的是自
己。“希腊人非常强调自己，你有自己才能定约守约，契约
才有意义。那你是一个怎样的个体？每个人都处于不断

的变化之中，个子在长高，外形在变瘦、变胖、变难看或者
变漂亮……什么是你不变的东西呢？所以寻求不变性成
了希腊人性认同的主要目标。科学的起源，其目标非常
明确，就是寻求确定性，找到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这个
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就是理性。”

“通过确立不变性，确立你自己，获取自由的最高权
威，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科学的由来。希腊人强调科学
无用的特征，因为任何有用的东西必然就是忘记了自己，
而成了他者的工具。为着有用的目的，你学这个东西就
不是为了学它本身，它本身也就没了。你越有用越没有
自己，越没有用越有你自己，所以要训练一个自由的灵
魂，要义就是学纯粹的没有用的东西，越无用越纯粹越高
贵越自由。恰恰相反，我们中国人觉得没有用的知识学
它干吗？！这就是文化的不同。”吴国盛说。

什么是科学？讲座一开始，吴国盛首先梳理了国人
对科学的三大误解。

“一是‘科’‘技’不分，以‘技’代‘科’。一说科学就想
到科技，一说科技就想到技术，科学没了。二是对科学抱
有过分功利主义的态度，把科学当成一种工具。”

第三个误解，吴国盛认为是过分强调分科。他解
释，“科学”是一个翻译名，英文Science，中国人早期

是把它翻译成格致学，即儒家所谓的“格物致知”。后
来日本人有感于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分科化，取“分
科之学”的意思，把它译成“科学”。“中国后来引进了

‘科学’这个名字，但被这个名字狠狠地误导了。我们
老强调分科，从小分文科、理科，进入大学要选一个专
业，这其实背离科学最初的思想，缺乏通盘的眼光，妨
碍我们的原创性。”

“要训练一个自由的灵魂，其
要义就是学纯粹的、没有用的东
西，越无用越纯粹越高贵越自
由”，“学习几何就是学会怎么讲
理。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讲
理的，一类是不讲理的，讲理的是
学过几何的，不讲理的就是没学
过几何的”……吴国盛教授不用
PPT，不用讲稿，信口讲来，条分
缕析，深入浅出，用近两个小时把
“科学精神的起源”这一深奥问题
讲得通俗易懂，其间还“金句”频
频，引来听众席上阵阵笑声。

国人对科学有三大误解

科学为什么会发源于希腊？

科学的精神首先是自由的精神

人物名片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
授、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科技史学科评议组成
员。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科技史、科
技哲学和科学传播研究，主要学术著
作有《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技
术哲学讲演录》《时间的观念》《希腊
空间概念》《追思自然》等。

2月16日下午，吴国盛做客宁波
图书馆新馆“天一讲堂”，
主讲了《科学精
神的起源》。

讲座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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