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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造

就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意识对物质有主观能动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

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启蒙运动的反教权、反专制的“理性”思想是当时资

产阶级冲向封建营垒的两把锋利的匕首，是革命有力的思想武器，启蒙思

想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国之本，启蒙学者们用理性的眼光来观察

社会和生活，并以其富有先导性的理论唤醒了欧洲各国人民的反封建意

识，给处于黑暗统治下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继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为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

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使18世纪成为理性的时代或启蒙的时代。

启蒙运动发生的年代可以追溯到 1680年，结束于 1789年或 1815年之

后，发生的区域涵盖了18世纪的欧洲。康德于1784年12月发表了《答何

谓启蒙》，对启蒙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描述：“启蒙是人之超脱于他自己招

致的未成年状态。”他呼吁人们使用自己的知性，“勇敢地去知道吧！”此

时涌现出的无数优秀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培根等，都

为西方的启蒙运动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一个时代的科学是依赖于合适的文化的孕育，从而使科学受益于该文

化精神而得到加速发展，这是历史的总结，也是现实的启示。西方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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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正是得益于源源不断的来自文化的活水，才使得科学知识的创新保持

着旺盛的活力。换言之，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科

学的发展。西方的科学发展是灿烂、光辉的。从东方技术的西传开始，一

直受蒙昧的西方人开始觉醒，他们逐渐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进行海上

力量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崛起也使得君主立宪制确立。随之而来的便是宗

教、科学以及农业、商业上的不断崛起和繁荣，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以及经

济学家，作为现代人们尊敬的智慧者、思想者和开拓者，为西方文明乃至

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经久不衰的贡献。

每个身处现实中的人，都不应该拒绝文化、历史和科学的发展，而应

该比较全面地与其贴近，深刻了解，从中找到现实的意义。在这种意义

上，西方的科学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之所以引人关注，就在于其能够让我们

立足于现实，重新感悟西方文明、认同西方科学文明并将其理解。本书从

全新的角度，从宏观上把握西方的科学和启蒙的发展，抓住大事件，挖掘

内涵，展示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脉络。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声情并茂

地向读者直观地展示几百年前西方的科学发展，带领读者探访思想家的灵

魂，领略王朝的兴盛和衰败，感悟百年来历史文化的沧桑变化。该书是一

本快速了解西方科学与启蒙进程不可或缺的书籍。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吉林人民出版社诸多同仁的帮助，在此表示谢

意，特别感谢刘文辉编辑，我们已合作多年，这次有机会与她再次合作不

胜荣幸。限于学术水平，书中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诚祈海内外专家不吝赐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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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SHENG BI ZHI DE XI FANG QI MENG YUN DONG◎

东方技术西传科学理性主义诞生

欧洲近代文化的发展，不仅从自己的古代传统汲取营养，也从东方文

化中汲取营养。欧洲人不仅从阿拉伯典籍中回译了许多在欧洲早已失传的

古希腊罗马人的著作，而且对阿拉伯人的许多科学成就也高度重视。如阿

拉伯著名的近百万字的《医典》被译成拉丁文，在几个世纪内一直是欧洲

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阿拉伯人复杂的炼金术为欧洲近代化学的发展打下

了基础；印度人发明的十进位法及印度数字经阿拉伯传至欧洲，逐渐代替

了罗马数字；阿尔·花拉子谟的代数学传入欧洲，直到16世纪一直是各大

学的教本；中国的制瓷、丝织技术也由阿拉伯人西传，推动了欧洲文明的

发展。在所有西传的东方科技中，当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近代文明的

发展影响最大。

印刷术

中国在汉代发明纸张，公元 4世纪以后已普遍流行。11世纪 40年代，

宋朝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造纸和印刷术经由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15世

纪，西欧开始大量生产便宜的亚麻纸。德国人约翰·古滕堡发现中国发明

的这种活动字模特别适用于拼音字母，只要有几十种字母和标点符号的字

模，就可以拼印出所有的文章和书籍，经过一番改进，古滕堡终于在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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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知的西方启蒙运动

兹城建成欧洲第一个印刷店，大量印刷《圣经》。16世纪，印刷机在西欧

已经非常普遍了，印刷工场承印各种各样的印刷品，其结果是书籍供应大

大地增加了，书价便宜到普通民众都有能力购买的程度，而且减少了许多

手抄的错误，印刷术在欧洲的利用，大大促进了文化和信息的传播，推动

了教育的发展。

火 药

关于火药的制造和使用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中国唐朝人写的书籍中，

后来蒙古人学会了使用火药，又经阿拉伯人西传至欧洲。14世纪欧洲人开

始使用青铜炮，不久就发明了铁炮。达·芬奇的素描给今人留下了他那个

时代佛罗伦萨军火工场的宏大壮观的生产情景。16世纪初，欧洲人已能制

造各种火炮和发射弹药的枪支，如装有燧石扳机的较轻便的毛瑟枪。热兵

器的使用使庄园城堡再不能成为割据的封建堡垒，国王们用枪炮装备常备

军，中央政府有了维护国王专制权力的有力工具，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及骑

士精神也因此走向衰落。

罗 盘

罗盘也是古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北宋时期的不少著作都提到了

关于磁针指南的问题。指南针和刻有方位的罗盘配合，作为一种指定方向

的仪器，被广泛使用于航海事业。阿拉伯人在同中国的文化交往中掌握了

罗盘技术后，又将它传播到欧洲，有力地推动了欧洲人航海事业的发展。

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的使用，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7世纪

的英国学者培根就已经认识到：“这三种发明已经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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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SHENG BI ZHI DE XI FANG QI MENG YUN DONG◎

一切事物的状态”，并且“在其他方面，也引出了无数的发明来”。现代英

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更是直接认为，没有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就不会有西

方的近代科学。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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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

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理性的诞生

与此同时，英国历史上出现了理性主义的先驱和实验科学的始祖培

根。培根对于人类文化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大声疾呼对于科学方法的研究

和提倡新方法。法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儿也在哲学方面形成了理想主

义原则，他孜孜不倦地寻找理性思维的真实基础。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经过

荷兰学者斯宾诺莎和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大陆思想

的基本风格，与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风格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差

别的形成是与不同的历史及文化传统相联系的。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是在

野蛮的日耳曼人对罗马文明的践踏中建立起来的，但古希腊罗马文化并未

彻底消亡，它们在各个方面对欧洲人继续产生影响。古代文化的影响在不

同地区是不完全相同的，一般来说，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同罗马文化的联

系更密切一些，英国受罗马文化的影响相对少一些。在政治和法律方面，

英国主要是根据古老的传统和社会现实积累起制度文化和法律判例，社会

生活不是由根据某种理论“制定”出来的成文法规来指导的。英国的经验

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文化最终都是经验的，它们或是感觉直接给予我们

的，或是过去的感觉给予我们的简单观念的复合，思想的任务在于回顾和

记忆这些观念，联合它们以形成较复杂的观念，分解它们以得到较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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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知的西方启蒙运动

观念，考察它们以找出其间的关系。

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比起英国来，经济发展是相对落后的，新兴

资产阶级尚无力夺取政权，专制君主仍是绝对的权威。在宗教上，不论新

教还是天主教，都以其宗教神学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一般从事学

问的探索者，多少总还要考虑教会的态度。大陆的学者们喜欢数学，也是

因为数学问题中的准确性与可解说性的真理，不必实地调查，便可直接领

悟，与教会较少冲突。

当然还有罗马法律通过理性的支撑法来指导生活，从而形成古典哲学

大师对于精神与物质的形而上学以及教会哲学的传统思维定势。大陆的学

者相信人类能从直觉获得的普遍原理中推导出所有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

他们喜欢从定义和公理开始，然后按照严格的推理程序演绎出下面的命

题。理性主义者总是企图构筑囊括自然法则和人生法则的庞大思想体系，

而这正是从古代思想到经院哲学的文化传统的继续。

大陆理性主义者的唯理论与英国经验主义者的经验论，既是两种互相

对峙的理论体系，又互相补充，互相完善。英吉利海峡并没有阻断两岸的

文化交流，两岸的学者们互相学习和借鉴，将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成为

近代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方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

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

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

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成就为大陆的学者们继承和发扬，提供了理性思

维方法；第二个成就从亚里士多德到达·芬奇不绝如缕，英国人加以改良

革新，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两者的结合，使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完全区别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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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地理大发现是西方史学家对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的统

称。地理大发现又称大航海时代，是世界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它指15世

纪至17世纪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的过程，其主要内容

包括：达·伽马绕航非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环球航行。

在 14世纪和 15世纪，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

初萌芽，南欧一些国家，手工业及商业贸易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一些商

人渴望向外扩充贸易，获取更多财富。然而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欧洲人从此失去了巨大的香料来源港口，所以寻

找一条新的贸易路线迫在眉睫。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各国君主

以及商人们都急切地希望能够打破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垄断，自己前往

印度、中国和香料群岛等地，直接与当地人进行香料、丝绸等商品交易，

开辟新的殖民地。与此同时，13世纪末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在欧洲掀起

了对东方向往的狂潮，大量的欧洲人产生了窥探东方文明的愿望。同时，

由于西方各国在生产技术方面已有很大进步，指南针也已从中国传到了欧

洲。航海术的提高、多桅快速帆船的出现、利用火药制造大炮和轻便毛瑟

枪的出现以及地缘学说获得承认等等，都为远洋探航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

想准备。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他

们以其有利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了探索新航路的主要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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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知的西方启蒙运动

新航路的发现

葡萄牙首先发起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活动。15世纪早期，航海家恩里

克王子创办地理研究机构，为取得黄金、象牙和奴隶，组织了多次非洲西

岸的探险活动，先后发现了马德拉岛、佛得角群岛，并从直布罗陀沿非洲

西海岸到达几内亚湾。1473年，葡萄牙船只驶过赤道，后达到刚果河口；

1487年，迪亚斯的探险队到达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并进入印度洋；葡

萄牙贵族瓦斯哥·达·伽马奉葡王之命于 1497年 7月 8日从里斯本出发，

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北上，之后由阿拉伯水手马季德领航横渡印度

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次年载着大量香料、

丝绸、宝石和象牙等返抵里斯本。这是第一次绕非洲航行到印度的成功，

此次航行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线，从而打破了阿拉伯人

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被称之为“新航路的发现”。葡萄牙通过新航

路，垄断了欧洲对东亚、南亚的贸易，成为海上强国。

新大陆的发现

1492年 8月 3日，意大利人克里斯多·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之命，从

巴罗斯港（即古都塞维尔，今称塞维利亚）出发，率领探险队西行，横渡

大西洋，经过70多天的艰苦航行，于同年11月12日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的

一个小岛，并命名该岛为圣萨尔瓦多岛，之后又到了古巴岛和海地岛，并

于1493年3月15日回航至巴罗斯港。此后哥伦布又先后进行了三次西航，

陆续抵达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大陆的一些地区，掠夺了大量白银和

黄金之后返回西班牙。后来经过人们的反复考察后认为哥伦布发现的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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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根本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所以后来人们以他的名字称“新大

陆”为“亚美利加洲”。这就是人们所称谓的“新大陆的发现”。

第一次环球航行

葡萄牙贵族航海家斐南多·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远洋船队进行了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探

险队从巴罗斯港出发，横渡大西洋，沿巴西东海岸南下，绕过南美大陆南

端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即后来所称的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1521年

3 月船队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在与当地居民的冲突混战中丧生。其

后，麦哲伦的同伴继续航行，终于到达了“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

中的哈马黑拉岛。之后，满载香料又经小巽他群岛，穿过印度洋，绕过好

望角，循非洲西海岸北行，于 1522年 9月 7日回到西班牙，当初的 234人

仅剩18人，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这次历时3年的环球

航行，不仅为西班牙开辟了绕美洲渡太平洋前往东方的航路，更重要的意

义在于彻底证明人类生存的大地确实是个球体。

在整个16世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控制了由东南进入印度洋的

航道，西班牙则控制了通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航道。稍后崛起的新型资本

主义国家英国、荷兰和法国为了获取海外利益不得不向西北方向寻找通往

亚洲的新航道，这个目标虽然没能实现，但是却发现了其海岸线从加勒比

海一直延伸到北极的北美洲。早在1497年，意大利籍的卡波特父子就在英

国政府的资助下，重新发现了北美洲的纽芬兰，使英国对北美土地拥有了

最初的领土权。到了17世纪初叶，英国人已经在北美建立了两个永久性的

殖民地——弗吉里亚的詹姆士镇和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镇，并以此为基础

逐渐扩展为北美十三州。荷兰人在北美建立了贸易殖民地阿姆斯特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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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知的西方启蒙运动

殖民地1664年被兼并，改名纽约。法国人则在北美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

沿着圣劳伦斯河和五大湖向北美大陆内地渗透，并且在墨西哥湾北岸建立

了路易斯安那殖民地。

地理大发现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

步。由于航海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天文学和数学因此也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到17世纪，科学的中心已从中世纪商业繁荣和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心

德国和意大利北部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地区，如法国、荷兰和英国南部。

～～ 008



XUE SHENG BI ZHI DE XI FANG QI MENG YUN DONG◎

海外殖民 欧洲列强扩张

继 15世纪至 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对东方的贸易活动以及对

新大陆的殖民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由于地域优势而得天独厚的葡萄

牙和西班牙在整个16世纪几乎垄断了对东方和新大陆的贸易，成为当时欧

洲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欧洲殖民扩张也伴随新航路的开辟而开始了。

继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的殖民国家是英国、法国和荷兰，它们后来居上，

压倒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葡萄牙的殖民扩张

葡萄牙控制着印度洋航线，在东非的莫桑比克、波斯湾的霍尔木兹、

印度的果阿、马来群岛的马六甲、中国的澳门都建立了商站和要塞，利用

强大的海军和海盗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商人争夺东方的香

料贸易权。在缺乏冷藏条件的西南欧洲，胡椒之类的香料对于烹调极为重

要，所以在16世纪，葡萄牙垄断了全欧洲的香料进口。但是，葡萄牙人在

海外建立的只是一种“贸易帝国”，而不是殖民帝国。对于葡萄牙政府来

说，海外扩张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黄金、香料、丝绸等海外物质的贸易垄

断权，而不是在东方的广阔土地上建立殖民统治，因此葡萄牙并没有对这

些东方的贸易据点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除了对东方的商业贸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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