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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5_B8_88_E7_AD_94_c65_104892.htm 一、 引言 近几年来

，物理教育工作者从文化角度对物理学和物理教育教学已经

作了一些趋于系统化的研究，但一个现实问题是至今对“物

理文化”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定义。就目前已发发表的文

章和著作中出现的对物理文化的定义来看，大多都是站在文

化学角度，将“物理学”装在“文化”这个什么都可装“框

”里边。 这样的处理，从完善科学文化学研究角度上来说可

能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于物理教育教学来说，不易起到

拓展思路的作用，至少可以说没有发掘出物理文化潜在的教

育价值。因此，我们认为，不能脱离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和物

理教育而单从文化学角度去定义物理文化，否则，会掩盖物

理文化应具备的一些文化价值及文化特性。本文就是基于对

物理学的发展以及物理教育教学两个方面的考虑，从分析已

有众多定义的文化概念入手，重新界定了物理文化，并探讨

其对物理教育的启示。 二、物理文化定义 1 文化 对文化的定

义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美国文化学者AL克娄伯

和C克鲁克洪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

中，对当时能搜集到的160多种文化定义做了详细研究并予以

分类，具体概括为列举和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

心理性的、结构性的和遗传性的六种类型。[1]造成这种文化

定义混乱繁杂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其一是人类文化

本身具有复杂多样性；其二是研究文化的学者有各自不同的

学科背景；其三是即使是同一学科背景的学者，由于其研究



的角度和目的不同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考察众多的文化定

义，对于文化的外延存在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综合式的文

化定义，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社

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

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种综合式的

文化定义实际上是从外延上明确了文化的范围。按这种文化

定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财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社

会产物都可以冠之以文化概念。这种定义最大的缺陷是容易

让人把文化看成静态的成果，而忽略了文化的发展特性，并

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化能够“化人”即塑造人的重要特

性。另一种是整体式的文化定义，如泰勒的文化定义：文化

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

得的能力、习惯在内的复合体。[2]这种整体式的文化定义并

不是指出了文化的外延，而是说明文化的组成部分，强调的

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文化。按照这种文化定义，整体中包

含的部分如信仰、艺术等不能称之为信仰文化、艺术文化等

，而只能称之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

学家都倾向于整体式的文化定义，但同时又反对穷尽外延式

的宽泛的定义，他们引用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群体”

，从而避开了关于整体的文化定义所带来的逻辑矛盾。按照

他们的理解，文化是相对于人类群体而言的，是由人类群体

所编制的意义的网络[①]。不同的人类群体创造了不同的文

化即不同的符号和意义的网络，不同的文化又代表了不同群

体所具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这种文化定义在

近代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同并得以发展，如英国学者A.布

洛克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由一个民族



（有时是故意的，有时是通过预见的相互联系及其结果）在

他们特殊生活条件下不断发展的活动中创造并且（虽然经过

各种程度不同的变化）从一代传向一代的物质手工艺品（工

具、武器、房屋、崇拜、政府、娱乐、场所、艺术品等）、

集体的思想和精神制品（各种象征、思想、审美观念、价值

标准等）以及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的总体”。[2] 2 物理文化 

国内已有的对物理文化的定义，基本上都是综合式的文化定

义，如解世雄先生在《物理文化论》一书中将物理文化定义

为“物理文化是世界历代物理学家在创建物理学过程中，发

现、创造和形成的物理思想、物理方法、物理概念、物理定

律、物理语言符号、价值标准、科学精神、物理仪器设备以

及约定成俗的工作方法的总和”。[3]这些关于物理文化的定

义，是以建立物理文化学这门学科为出发点的，所以研究的

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是以文化学研究为范例的。由于综合的文

化概念自身的缺陷（如前所述），容易限制对物理文化进行

更加深入和广泛研究。 要对物理文化做出较准确的界定，究

其困难，除了来自文化这一上位概念定义的因素影响之外，

还有着更直接的原因。对“文化”这一词汇的定义，由于主

要目的是区分“文化”与“非文化”，于是要从众多文化现

象中抽象出来代表着众多文化现象的本质的（起码是普遍的

或共同的）性质，因而它必然是高度抽象的和泛指的。而“

物理文化”的实在性，又要求它是具体的和特指的，要能区

分“物理文化”与其它具体文化，譬如“科学文化”、“数

学文化”等。而要想从本质上而非简单地从字面上区分物理

文化与其它具体文化，则需要考察物理文化从起源到基本形

成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文化形成的一个标志是文化共同体



的确认，也就是该文化的稳定的创造群体的形成。作为物理

文化的创造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②]，它的形成是在近代科

学革命之后，以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产生为标

志。众所周知，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物质结构及物质运动一

般规律的科学。它的起源，内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

索，外源于人类生存和生产力的发展。从古希腊先哲对物质

本原的探索（如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到亚力士多德对力与

运动关系的思考，从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到墨家对力与运动的

本质的认识等等，都是古代物理学的成就。其特点是：研究

者大多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研究方法基本上属于猜测和思

辨的阶段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其结论缺乏广泛的认知群体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自哥白尼的

《天体运行论》拉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人们逐渐开始

摆脱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研究方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如培根的经验归纳法、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伽利略的实验

和数学结合的实证法等）。随着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和

得到公认，在科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

究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此后，随着物理学理论和物质性成

果的发展、扩展和其辐射作用，使得不但物理科学共同体的

独立性逐渐增强，而且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认知群体的基础

，从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物理文化的发展。 考虑到物理文

化的整个形成过程，我们借用“群体”以及“意义网络”两

个基本概念，将物理文化界定为：物理文化是由物理科学家

群体在认识物理世界和相互交往中自觉形成的一种相对独立

、相对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处在这个意义网络中的有物理

科学研究者、物理科学语言符号、物理学的科学方法、研究



成果、精神与价值观念及其共享群体。这里，物理科学共同

体是由物理科学研究者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物理文化的

创造主体；物理科学语言符号是用于物理科学共同体内部相

互间的交往以及成果的表达工具；物理科学方法是物理科学

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借助的并导致了成果的思想方法和研

究方法；研究成果是物理学的理论、实验和实践性产品；共

享群体是物理文化所辐射的广泛人类群体也是物理文化的受

用主体。 3 物理文化精神 就字源上来说，精是提炼或挑选之

意，神是能动的作用之意。从此角度讨论，一种文化的文化

精神应是在该文化发展过程中被筛选出来的，且被共同体所

认可的一种具有内在动力功能的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概念。其

集中表现于文化共同体对价值取向的追求和行为的方向。也

正是这种文化精神指导该种文化不断前进。 众所周知，科学

一开始有两个起源：一个主要是人们为满足自己对未知世界

的好奇；另一个主要是为了改造生产工具。前者是对未知世

界之 “真”的认识，是主观符合客观；后者则始终孕育着社

会的“善” ，是客观符合主观。其实这二者都是在人类的内

在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驱使下形成的。由于物理学的研究

对象决定了物理文化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要实现对物质、物质

结构及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之 “真”的认识，当某种“真”

的认识借助于技术并服务于社会，使广泛的群体受益并接受

，即表现为物理文化的“善”。而“真”与“善”在物理学

体系本身以及在物理文化中实现统一时即体现出一种独特的 

“美”。 对物理文化从萌生到当代物理学的发展进行考察，

不难发现上述所谈的对真、善、美统一的追求贯穿其始终；

而某一事物的精神必然是能够在贯穿该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



的高度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物理文化精神，起码其

主要内涵，就是物理科学共同体对物质、物质结构及其物质

运动的一般规律之真、善、美统一的执著追求。在一个漫长

曲折的历史过程中，物理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物理科学共同体

的相互交往中形成，并得以传承和不断发展，正是因为人类

的物理文化精神的内在驱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