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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往今來，人類和自然可謂密不可分，理解自然的方法—科

學—對人類的發展、歷史的推進有莫大的影響。歷史科則涉及人

類在政治、文化、軍事、宗教、社會等方面的變遷，故本課程會探究 

科學對史學研究的啟示、科學與歷史如何互相影響，以擴闊歷史系 

學生的視野，改變在高中課程中，文、理科割裂的情況，有助學生邁

向「通古今之變」1的終生目標。課程的核心文本包括：《理想國》、 

《物種起源》、《中國科學技術史》、《為甚麼科學沒有在中國發

生—是否沒有發生？》2。

一、治史求真：逃離名為「既定」的洞穴

　　為讓本系同學了解治史應有的態度，故選「洞穴比喻」，它可謂

奠下了西方科學精神的雛形—求真精神，對充滿科學精神、着重還

原真相的現代史學意義甚深，如羅香林所言「現代治史，特別重視史

料，從事於搜集、比較，而後歸納、批判、整理，才算『求真』。」

（xxviii–xxix）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以在洞穴中一直被囚，只可透

1 《史記》中，太史公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三句話總

結其治史的終極目標，先探討天（最高主宰、命運、不可控制的因素）人之間的互

相影響關係，然後通達古今變化間的因由，最後創立個人見解。

2 詳參徵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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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火光看物件影子的人為例，比喻受感觀蒙蔽的人；以洞外的人比喻

相信理型的哲學家，指人的既定思維、感官並不可靠。（5–9）同理，

史家必須使用史料以支持自身見解，然而運用史料前需考據記錄者身

分、成書年分、代表階層等問題，不可對支持自己取向的史料傾斜，

失去尋找真相的能力。如傳世《老子》一書中有「絕仁棄義」四字，

但郭店楚簡的出土版本則載為「絕巧棄利」（楊穎詩 164），前者有抗

衡儒家思想的意味，後者反是與儒家異曲同工。這影響到研究者還原

老子本人的思想，對思想史研究影響極大。雖然史學的真相與柏拉圖

所指的有別，前者指歷史真相；後者指理型，但當中用上理性、懷疑

既有的枷鎖，欲尋找真相的原理並無二致。此比喻可使同學反思研究

時會否為既定觀念（正史）所蒙蔽，受勝利者描寫的圖像誤導，無法

盡量接近真相。

二、演化論與人類大歷史

　　科學與歷史的交集亦是本課程的重點所在，《物種起源》正是科

學理論深遠地影響歷史演進的例子。文中以天擇、性擇分析物種間的

分流，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Darwin 73–96），在宗教、社會方面

對時人造成嚴重衝擊，亦影響歷史學的視野。宗教方面，演化論出現

前，由於基督教信仰，人們普遍相信創造論，認為生命由上帝創造，

物種並未曾改變，演化論正與此有所抵觸。故當時教會人士批判達爾

文為無神論者，如神父勒羅義批判它為異端（陳文祥）。然而隨時間

過去，現在的天主教會已接受神導演化論3，可見科學觀念對宗教史影

響深遠。社會方面，達爾文主義間接導致優生學的出現，認為人有優

3 神導演化論（Theistic Evolution），又稱「有神論的進化」指演化論與神創造世界 

（包括生物）並無衝突，因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是探究不同物種分流的起源，

並未有說明生命的起源。此說為一兼容科學與宗教的論述，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亦

持支持此說。柯林斯歸納出該說的六大前提，並強調上帝可填補演化論在解釋道

德、精神層面的缺陷。（弗蘭西斯．柯林斯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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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等之分，故要以人為方法，仿效天擇、去蕪存菁，令人類社會更美

好。這與民族主義相結合，進一步強化人種之別，例如白種人比黃種

人、黑種人優勝，指他們是進化的失敗者。此說法成了納粹黨人在二

戰時之理論基礎，展開種族屠殺，可見科學理論可誘發歷史上的社會

事件。其實演化論宏觀而言，本身也是人類的演變的歷史，尤其是由

人猿至現代智人（史前至信史）的過渡階段。這正可拓展本系同學在

考古學中重要研究對象—「人類」4的了解。

三、五行與五德：文化如何影響科學觀念

　　然而，歷史的累積對人類觀察自然影響極大，李約瑟試圖探討中

國人的科學觀如何受文化影響。文本中以五行（金、木、水、火、

土）、陰陽兩個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為原點，看中國人的世界觀與科

學間的互動。其實這些觀念和中國科學史、政治史不能割離。以五行

為例，科學方面是把萬事萬物納入五行，以解釋動物間的互制、季節

間的交替等自然現象；政治方面則指由儒生推演五德終始說 5，用以表

明皇朝是前朝的正統後繼者，提高政權的穩定性。這正可讓同學了解

中國先民的意識形態，尤其是並未修讀中史科的同學，讓他們對中國

文化有基本認識，對往後研究中國歷史有莫大益處。加上文化史影響

着科學，令中國人對大自然有一整體（有體）的看法，與西方割裂地

分析自然亦有所不同。學生可以從中分別中西文化差異對自然看法的

影響，包括中國人的聯想式思維把相類性質之物連在一起（Needham 

214），與西方的邏輯思維、經驗實證不同，此文本可令同學代入 

中國傳統思想，別被「迷信、落後」的印象蒙蔽雙眼，重新審視自身

4 人類演化與考古學根本並不能分離，發掘出來的遺骨是屬於何種人屬、時代，是考

古學中的重要資訊。

5 五德終始說是把政權歸入五行，各掌五行中的其中一種德行，以代表一個朝代的受

命，如周朝主火，秦主水，故秦代周而立（相剋說）；夏主金；商主水。故商代夏

（相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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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找尋其優點，正為錢穆 6先生所言，對國史要有一份「溫情與敬

意」（1），嘗試更深入地了解中國。

四、歷史科的限制

　　歷史學的問題相當具啟發性，例如「科學革命究竟為何沒有在中

國出現？」這個「李約瑟難題」成為學界討論的話題很久。席文的解

答對歷史系同學有相當大的啟發意義，故選此文本讓同學了解史學家

分析事物時的應有態度。他認為這個問題與「你的名字為何沒有出現

於今天報紙的第三版」一樣（Sivin 225），由於太多因素引致，故非

歷史學可以輕易解答的問題。這正是歷史科的局限，它只可以探究因

為甚麼因素產生一個現象，很難探究為何沒有產生一個現象，這可讓

同學了解每個學科皆有其局限性。歷史科在方法、因果、預測、複雜

度有別於以物理學為首的科學（非歷史科學），它無法歸納出通則，

並以實驗證明 7（戴蒙 468–473）。另一方面，此文本亦提出「科學革

命」亦有在中國發生，只是不如大家所希望而已（Sivin 239），這正是

解決了一個現代史學相當容易犯的錯誤—以西方為中心、楷模去批

判不同地方的歷史進程。例如「中國為何沒有出現工業革命」亦為一

例，其實明清時中國有結合農業和手工業的「江南經驗」8進步方法，

而非沒有西方的進步方式便代表完全無進步，以上問題更是包含着明

清中國「必然」會步向現代資本主義的不當預設。此文本可令同學以

更全面持平的角度分析史事，不要為習以為常的觀念所欺騙，認為工

業文明對世界的了解才是「對」的，跳出「西方中心論」。當要研究

6 錢穆（1895–1990），字賓四，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校先賢，為現代四大史學

家之一、國學大師，著有《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繫年》、《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等史學巨著。

7 戴蒙提出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s），即對比歷史上不同的文明事例，排比互

助因素，以減少變項，有助歷史接近科學的研究方面。

8 由李伯重先生提出，指明清江南地區出現勞動分工、專業化，如出現「男耕女

織」的性別分工現象以提升競爭力。可見明清江南的的發展有其特殊的進路。 

（536–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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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方的歷史時，應先拋開成見，代入其文化角度分析才可得出較

客觀的結論。

　　系方希望此課程可成為一踏腳石，讓一年級同學除了修讀中國

通史及西方通史 9外，可由全新的視野出發，以及對並不熟悉的範 

疇—科學加深了解，所謂「先博而後專」，擴闊同學的知識的廣度

尤為重要。本科的教學目的旨在回顧歷史學之本源、歷史與科學的互

動、史學的限制及研究應有的視野。這些入門的概念和了解將成為同

學日後的批判思維、多角度思考、史學研究的基礎，以啟發同學打

破思考的常規，突破習以為常的框架，並探討歷史科的意義、貢獻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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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老師短評

　　文、理兩科表面看似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但呂同學「歷史與

科學：課程大綱」一文裏精心挑選的文本卻巧妙地把歷史科的四個



呂卓遙：歷史與科學：課程大綱 123

重要元素：求真、演化、文化的影響、歷史的局限和自然科學裏的相

似內容結合在一起，從而顯示出做學問的重要目標—融會貫通。 

（黎志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