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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浪漫派诗人一向被视
为不折不扣的“反科学派”———从歌
德、席勒到拜伦、济慈———连华兹华斯
也不例外。直到近年，经过深入研究，
上述观点在西方学界才受到普遍质
疑。众所周知，17 世纪是科学革命的
时代。以牛顿三大定律为代表的近代
科学的兴起，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
更新，更是人类认知方式的变革。随之
而来的 18 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
———崇尚理性成为这一时代特征。但
在德国科学家格奥尔格·施塔尔看来，
牛顿的机械论可以作用于自然界，却
无法适用于生物世界———生物具有自
身的活力，即根据需要追求生命终极
目的的精神动因，这种精神动因无法
被物理定律所决定，生命因而是自由
的。人的自由生命与充满活力的自然
界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但
18 世纪以来，以理性为先导的科学活
动逐渐占据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
导地位后，科学也当仁不让地侵入了
其他人类知识领域，包括宗教政治、文
化艺术以及诗歌。牛顿用三棱镜把光
线分解成光谱，揭开了彩虹的奥秘，但
诗人济慈却批评牛顿“将天上的彩虹
拆解”———让原本充满幻想色彩的彩
虹诗意全消。同样，诗人华兹华斯对科
学肆无忌惮地霸道独断也大 为不
满———“我们以解剖之名，进行谋杀”，
他在诗里哀叹。

但如果据此便断定华兹华斯像布
莱克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后者
在《耶路撒冷》中谴责培根和牛顿葬送
了精神美感，“他们的恐怖，在于用阴
冷的刀剑，横扫了大不列颠的温情；理
性如同巨蠎，缠绕着我们的肢体”，是
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和“反科学派”。事
实上，华兹华斯正如湖畔派另外两位
诗人柯勒律治和骚塞，以及稍后的浪
漫派诗人拜伦和雪莱———都是科学的
狂热粉丝。他们不仅在各自的诗歌和
小说中吸收当时最新的关于天文学、
进化论和物理学的知识，而且亲自动
手进行科学实验———诗人雪莱曾自负
地宣称，假如他选择不做诗人，一定会
成为当世一流的化学家。对雪莱推崇
备至的美国哲学家怀特海则断言，晚
生 100 年，雪莱一定是“化学家中的牛
顿”。诗人济慈接受过长达六年的医学
专业培训，他的名作《心灵颂》据说便
是一次解剖学实验的产物———诗人用
朦胧的意象，象征难以捕捉的记忆和
那些精细的蔓延的神经脉络。更有趣
的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度试图
在湖区设立化学实验室，以便在友人
汉弗莱·戴维（1778—1829）指导下学
习化学———后因戴维奔赴伦敦“皇家
研究院”就职而作罢。

华兹华斯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
达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技术和社
会进步一样，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题
词。正如卡莱尔所说，他们所处的时代
早已不是英雄时代、虔信时代、哲学时
代或道德时代，而是科学技术主宰一
切的“机械时代”。这一时期，席卷整个
欧美的浪漫主义便是对这一“机械时
代”的强烈质疑，也是对启蒙运动的一
次反叛和超越。浪漫主义强烈反对启
蒙运动对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
自然科学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机械论
的形而上学的过度崇拜，但并非反对
一切科学。事实上，浪漫主义从科学
中，尤其是从生理学、生物学与心灵科
学中汲取了大量灵感，这些灵感是激
发浪漫主义的源泉和动力。

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
华兹华斯对科学与诗歌之间关系的认
识极为警醒。一方面，他对科学为人类
带来福祉而欢欣鼓舞，如在《致开拓精
神》（1820）中，他赞叹科学家带给各领
域勃兴的科学探索。“你难道不欢欣地
看着这一切？人们飞翔于云彩之间或
穿越云彩翱翔，欲与伊卡洛斯试比
高。”在《蒸汽轮船、高架桥、铁路》

（1833）中，他充分肯定科技成就在文
明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大自然一
定会拥抱她在人类技艺中的合法子
嗣”。在 1835 年的《致月亮》中，他再次
讴歌科学家在探索自然方面的贡献。

“让我们不要无视那未知世界，直到精
于探索的科学头脑将它们揭秘于世人
面前。”但在另一方面，如在《序曲》以
及《丁登寺》等名篇中，他对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以及可能对自然所造成的
破坏又不无隐忧。

或许正是这种隐忧，激励华兹华
斯成为一名最新科学知识的热忱学习
者。据考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
生涯中，除了文艺圈名人，他与当时几
乎所有声名卓著的科学名流皆有互动
往来，其中包括皇家天文台第一任台
长赫舍尔，第一位发现氧气的化学家
普利斯特利，苏格兰地质学家赫顿，原
子论的创始人道尔顿，达尔文的导师、
进化论批判者塞奇威克，等等。1797
年，华兹华斯致信出版商约瑟夫·考
特，请求对方设法为他购买博物学家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
的植物学和生理学著作。华兹华斯相
当认真地研读了老达尔文的科学著
述———这不仅为《抒情歌谣集》的心理
描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老达尔
文书中所蕴含的活力论思想也让华兹
华斯深刻地认识到：构成大脑的物质
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它本身具有独特
的活力———因此，大脑的物质基础无
法否定人类心智在构造知识与改造世
界的过程中所展现的生命力。这一观
点为日后的浪漫主义诗论平添了几分
神秘色彩。

此外，华兹华斯与工程师小詹姆
斯·瓦特（发明家詹姆斯·瓦特之子）以
及数学家、天文学家威廉·罗恩·汉密
尔顿等人在学术交往和诗艺切磋过程
中均结下了深厚情谊。以后者 为
例———1827 年，年轻的科学家汉密尔
顿应邀造访湖区，与年过半百的诗人
彻夜长谈。华兹华斯感慨：如果世上有
完人，那一定是汉密尔顿和柯勒律治
的合体。汉密尔顿发明“超复数”，或称

四元数，据说灵感即源自几何、代数、
形而上学和诗歌。对此，诗人极为赞
赏，并从后者的“日全食之歌”等诗中
读出了“强烈的情感”。“它令我神魂颠
倒。”诗人说，因为它是洞察力和想象
力的结合，散发出“真理与科学之光”。
这也是华兹华斯一贯的观点：只有科
学的社会，将会成为人性的荒漠；在这
样的社会，人终将蜕变为机器。

在上述与华兹华斯相知相交的
科学家中，交往时间最长、相互影响
最大的则非化学家、诗人汉弗莱·戴
维莫属。

汉弗莱·戴维，英国化学家、发明
家，电化学的开拓者之一，1778 年出
生于英国彭赞斯一个贫民家庭。1799
年，他发现了笑气的麻醉作用，在学术
界引起关注。在化学方面，他最大的贡
献是开辟了用电解法制取金属元素的
新途径，即用伏打电池来研究电的化
学效应。这些元素的发现，不仅为戴维
赢得了荣耀，而且在科学界掀起了发
现新元素的高潮，极大地推动了无机
化学的发展———戴维是世界上第一位
分离出钠和钾的科学家，并因此被誉
为“无机化学之父”。1812 年，戴维受
封，成为戴维勋爵。1815 年，戴维发明
在矿业中检测易燃气体的矿灯（戴维
灯）。1820 年，戴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
主席。

戴维平生科学著述颇丰，主要包
括《化学哲学原理》《农业化学要说》

《煤矿安全灯和对火焰的研究》等。除
了学术研究，戴维在科学普及方面也
做了大量工作，比如他每周日在“皇家

科学院”所做的科普讲座，延续长达十
年之久。戴维本人风度翩翩，口才上
佳，加上演讲风格独树一帜，由此吸引
了无数拥趸（尤其是女性）。他的讲座
体系严密、逻辑性强，但又不乏幽默，
而且每次都辅以生动形象的化学实
验，令人大开眼界。而他本人对演讲词
的反复推敲（常以助手为假想听众进
行排练） 和精心锤炼也令人印象深
刻———科学与文学在这里已巧妙地融
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戴维的
演讲不仅是一次科学盛宴，也是一种
感官的享受。

戴维的一生大多在实验室度过，
不过实验之余，他也不忘写诗。在英
国，喜好诗文的科学之士历来不乏其
人。剑桥大学数学教授伊萨克·巴罗

（牛顿的前任）同时是古典功底深厚的
希腊语文教授；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学
会主席的萨缪尔·皮普斯数十年如一
日以写作日记为赏心乐事；天文学家
哈雷也曾写诗赞誉牛顿《自然哲学的
数学原理》，认为其中关于彗星的描述
破除了人们的疑惧。“彗星突然改变运
动轨迹 / 一度，让我们感到恐惧战栗 /
然而今天，当彗尾划过天际 / 它只是
一条长长的扫帚星而已。”当然，单纯
从诗艺来看，上述诸人都无法与戴维
相提并论。

作为科学家，戴维善于借用科学
术语入诗，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令
人耳目一新（时人赞誉其“意象清新，
像脚下的春草油然而生”）。同时，借助
于科学的观测仪器，他对事物的描绘
精细入微，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想象

之境。他笔下摹画的大自然，不仅意象
奇崛，而且饱含激情，深得湖畔派个中
三昧———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时常
与之谈诗论艺，引为知己（柯勒律治
对戴维的科学讲座尤为痴迷，宣称可
以以之“更新我的词汇库”）；骚塞作
为桂冠诗人受命编纂诗集，更将戴维
的诗作“天才之子”收入“年度诗选”

（1799）———可见其诗艺非比寻常。可
惜日后随着科学研究涉猎的范围越来
越广，戴维很难抽空从事心爱的诗歌
创作，只得忍痛割爱。

与戴维的探讨加深了华兹华斯对
科学的认识。以几何学为例———诗人
相信，几何学的书籍教人“熟识日月
星辰，以最纯的理性契约使人与人产
生关联，不受时间与空间的侵犯”，是
绝对理性的另外一种言说。诗人坦言

“我在此领域的探求不过入门半步，
但是，我却感到精神振奋，找到平静
的乐趣”，它让诗人“享受到安谧与幽
邃，感觉到恒久与普在的支配力量，
以及最高的信仰”。在代表作《序曲》
中，诗人讲述一名船长被抛诸孤岛之
时借几何学论文来打发时光的故事，
并宣称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必
定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对
一颗被各种形象困扰、自我纠缠不清
的心灵，那些抽象的概念具有巨大的
魅力”，并且这背后还有更深的内
涵———那里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世
界，诞生于精纯精湛的心智”。诗人从
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抽象的理性世界
领悟到一种与想象力同源的、超越时
空的诗意境界，这种境界既体现了柏
拉图哲学的“理式”世界，又是华兹华
斯后期宗教思想的折射。

几何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诗歌
则关乎人生和社会，但在华兹华斯这
里，两者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区别———
无所谓反映人类主观心灵世界和展现
自然客观世界规律的严格区分，而是
同属于一个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都
能通向关于存在的最高真理。通过与
戴维等科学家的交流，华兹华斯对科
学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华兹
华斯所批判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
学”，而是那种无视“我们内在心灵生
活本身”的物质性或工具性科学———
由此他区分出“能将心灵提升至可在
其造物中沉思上帝”的“大写科学”和

“仅仅为事实本身而收集事实”的“小
写科学”，并认为科学理性认知模式
破坏了情感体验，而工具性科学则扼
杀了想象力。这也是浪漫主义诗学整
体观对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有力反拨。

1800 年，华兹华斯委托身居出版
地布里斯托尔的戴维负责《抒情歌谣
集》第二版的校对及出版事宜。不仅戴
维此时创作的诗歌带有《抒情歌谣集》
诗风痕迹，而且两年之后他在“皇家研
究院”所作的“普通化学课程入门讲
座”上也呼应了 1800 年版《抒情歌谣
集·序》中的有关措辞———他认为，像
诗歌一样，科学（如化学）也具有改变
人类状况之潜能。不久，华兹华斯在
1802 年版《抒情歌谣集·序》中特别增
加了一大段关于“诗与科学之共生”的
论述来应和戴维———“对诗人和科学
家而言，知识即愉悦……诗歌是各种
知识更高的精神和自由的呼吸，两者
应合二为一：诗是宁静科学的一种激
情表达”———诗人与科学家对于诗歌
之见解契合如此，堪称莫逆于心。

1829 年，出访欧洲的戴维在日内
瓦去世，年仅 51 岁。根据遗愿，他被安
葬在瑞士的“国王公墓”———如今与他
相邻相伴的除了宗教改革家加尔文，
还有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以及穆齐
尔等名流，可谓得其所哉。戴维病重期
间，前来探望的友人向这位大科学家
询问，什么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科学
创见。“我发现了法拉第。”戴维回
答———他使用的正是华兹华斯倡导的

“真正的生活语言”。
“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

它同人心一样不朽。”华兹华斯在回
忆录里写道，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
坚强的保护者、支持者和维护者。他
所到之处都播撒下人的情谊和爱”，
这也是诗人对他的“科学之友”最高
的评价和赞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康科德作家群研究”〈17BWW052〉
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教授。韩天琪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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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速递

熊和平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员

课程与教学的关系，是课程与教学论
学科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七十年
来，它们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大教学观”时
期、分离期、整合期、“大课程观”时期。课
程与教学的关系状态的形成，与我国的国
际学术地缘关系、理论话语的措辞方式、
学科建制的权力结构及其所形成的学者
生存心态等知识社会学因素有关。展望未
来，在学校教育日趋信息化的时代，课程
与教学的关系研究将呈现以下趋势：概念
化研究的消解；实用主义的“效用性”；理
论表述的去学科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
合等。这些趋势将弱化课程与教学关系的
理论争鸣价值。

———《课程与教学的关系：七十年的
回顾与展望》，载《高等教育研究》，2019 年
06期

朱晓武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商业模式是近年来学术界和实践者
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面对快速发
展的信息技术，企业迫切需要整合资源、
重构价值网络，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区块
链技术的发展为商业模式创新注入了新
的 IT 驱动力，为“双边 IT 定制”提供了
一种新的便利技术。本文在相关文献和
PNMP-CET@I 商业模式反馈调节分析
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商业模式冰山理论
中的隐性知识，引入全面的商业模式驱
动因素，构建区块链驱动的商业模式理
论模型。通过对 DIPNET 的案例研究，发
现第一代 DIPNET 主要聚焦于三个商业
模式价值创造机制“新颖、效率和互补”。
经过商业模式升级之后，第二代 DIP-
NET 增加了三个商业模式价值获取机制

“锁定、捆绑和模仿壁垒”。案例研究验证
了区块链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模
型，区块链技术驱动商业模式创新，构建
了合作伙伴、客户等多方平等的商业生
态体系，与企业战略意图匹配，并重构利
益相关者的价值网络。

———《区块链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创
新：DIPNET 案例研究》，载《管理评论》，
2019 年 07期

陈嘉明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理解的最为典型的对象是与心灵活
动有关的行为，包括言语和行动。这一理
解过程表现为一个心理活动的过程，它是
通过对意向性的把握来理解行动的意义
的。理解者力求达到的是与被理解者在心
灵上的会通。与此相应，“理解”也就具有
不同于“认识”的性质（透明性、内在性等）
与方法（“最佳解释的推论”）。正是基于这
些理由，本文并不赞同当今知识论中有关
理解的一些观点，诸如它是把握事物的结
构、整体性关系等。这些观点并没能把握

“理解”的特性。
———《“理解”的理解》，载《哲学研

究》，2019 年 07期

李中庆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张謇基于实业实践和日常阅读，从外
国工业品特别是棉铁充斥中国这一实际
出发，提出“棉铁主义”这一工业化方案，
并将之视为救国良方，在不同场合进行宣
传。然而棉铁主义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的工业化方案，看似合理，却隐藏着不
合理性。张謇不谙经济发展规律，希望中
国直接进入进口替代阶段，并未意识到出
口贸易对工业化建设的哺育作用。由于存
在局限性，棉铁主义并不能使中国实现工
业化，但对棉纺织行业的工业化起到了一
定的促进作用。棉铁主义是张謇对中国工
业化发展路径进行的有益探索，是静态的
思想，也是国人在试错中不断探索工业化
路径这一动态历史进程的重要一环，既对
郑观应等人商战、洋务派工业化思想有所
继承和发展，对后人继续探索中国工业化
路径也提供了借鉴。

———《近代中国工业化路径在试错
中探索: 张謇棉铁主义思想再审视》，载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04 期

罗力群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人类行为和文化的演化研究以生物
演化论为理论基础，是自进化生物学发展
出来的一个重要学术传统。自 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以来，这类研究已大致分化为文化
演化、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生态学这三
大研究领域，研究者广泛分布于生物学及
人文社科各学科。以人类的独特性为理由
拒斥行为和文化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不
妥当的。严格说来，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
并非持所谓的遗传决定论观点。这类研究
中使用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都是跟生物
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相似的。细查进化论及
其历史以及有关的科学哲学思想，可以发
现，这类研究可免除“证据不足”或“缺乏可
证伪性”的批评。

———《人类行为和文化的演化研究理
论和方法评价》，载《科学文化评论》，2019
年 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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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政府在京联合
举办《慈云祥光———赣州慈云寺塔发
现北宋遗物》新书学术成果新闻发布
会。该书出版过程历时十三年，由我
国纺织考古学家、纺织考古学科奠基
人王亚蓉担任主编，另有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首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
物馆、故宫博物院、赣州市博物馆等
众多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2004 年，在维修江西省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赣州慈云寺塔（现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出土了一批
南朝至宋代的宗教和世俗文物，含经

卷、木雕神像、泥塑神像、青铜神像、
供养人画像等共 60 件，部分文物为
全国首次发现。

赣州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启动
专项资金，由赣州市博物馆聘请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团队
对这批文物进行修复。

2011 年首批文物修复完成。国
家文物局专家组的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这批北宋文物意义十分重大，具
有数量多、种类全、质量精的特点，时
代距今千年以上。为研究我国南朝至
北宋时期宗教、世俗文化以及重新审
视和认识江西赣州历史文化提供了

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研究价值。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原

考古系主任宿白对修复成果给予高度
评价，认为“这批文物十分重要，要尽
快加以研究并向社会公布研究成果。
这批文物内容主要涉及民间信仰，这
种题材在现有的资料中非常少见，由
于目前研究的深度不够，在对文物的
鉴定和定名时应当审慎”。

《慈云祥光———赣州慈云寺塔发
现北宋遗物》 一书以图像的形式进
行展示，概述此批文物出土情况、修
复过程和修复成果情况，为相关领
域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北宋时期宗

教、美术、服饰、民俗等方面提供了
珍贵样本，为进一步认清这批文物
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奠定了重要
学术基础。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特聘研究员王亚蓉对出土文物现场
及出土文物修复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据悉，在此次赣州慈云寺出土书画
的修复工作中使用了桑蚕单丝网 + 聚
乙烯醇缩丁醛黏合剂加固技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朱岩石表示，此次修复成果的
面世历时多年，经过王亚蓉团队的
不断实践，精心修复、研究和探索，

化腐朽为神奇，完成了一项准确、全
面、真实的考古学术成果，供学界深
入研究。另外，修复过程中新技术的
使用也为考古工作的深入研究提供
了无限可能。

赣州慈云寺塔北宋遗物由“腐朽”变“神奇”
姻本报记者韩天琪

汉弗莱·戴维

赣州博物馆在首都博物馆纺织品工
作室交接验收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