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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谜%经济学家应接受

旧解还是新解？

赵红军"

摘!要!近年来#国外社会科学家 有 关 李 约 瑟 之 谜 的 探 讨 已 进

入了一个更新’讨论内容也更为深入和具体 的 研 究 阶 段#但 国 内 有

关李约瑟之谜的探讨却并不令人十分满意$本文指出 了 目 前 国 内 经

济学家在解释李约瑟之谜上尚存在的问题#对目前为 止 经 济 学 家 和

其他领域专家有关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性假 说 进 行 了 分 类’综 述’对

比与评论#对各种传统的解释性假说的共同缺陷及其 出 现 这 种 缺 陷

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在旧有解说方法 论 偏 差 的 基 础 上#指 出

了今后经济学 家 进 一 步 研 究 中 值 得 借 鉴 的 一 些 新 假 说 及 其 解 释 力#
最后概括了经济学家研究李约瑟之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中西社 会 经 济 发 展#大 分 流#比 较 经 济

社会史

一!引!!言

近年来#国外社会科学学界有关李约瑟之谜的探讨仍热情不减#甚 至 还

有再次升温的趋势$;其表现之一是新的文献不断涌现#研 究 的 内 容 和 范 围 也

从当初有关中国和西欧科技发展问题##扩展到工业革命包括现代经济增长方

式为什么只发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者为什么在;!世纪中期处于同等发展

水平的中国和西欧却在此后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大分流等问题的 探 讨$G其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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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是研究所采 用 的 方 法 也 从 当 初 更 多 的 定 性 描 述#零 散 的 历 史 事 实 佐 证#
单学科#宏观研究向具有更多严谨数理推理#更多数据#更加精确计量方法#
多学科交叉方法综合使用#微观研究转变$"其表 现 之 三 是%出 现 了 不 少 对 这

一研究视角进行认真反思的趋势%比如加州学派的历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经

济研究中 &欧洲中心论倾向’的 反 思$在 这 场 涉 及 中 国 和 西 欧 科 技#经 济 长

远发展的讨论中%自然也少不了中国经济历史学家的身影%相关的文献有林

毅夫 !;%%D"#陈 平 !;%%;%;%%<%#$$#"#黄 仁 宇 !;%%&%#$$$"#姚 洋

!#$$G+%#$$GF"#张 宇 燕 和 高 程 !#$$"%#$$D%#$$<"#文 贯 中 !#$$D%

#$$<"#艾 德 荣 !#$$D%#$$<"#韦 森 !#$$<"#汪 立 鑫 !#$$D"#皮 建 才

!#$$<"#赵红军 !#$$D%#$$<"等$
然而从当前的辩论以及经济学家的解释视角来看%却存在着下面一些问

题需要认真反思(
第一%经济学家的视野似乎有些过于狭隘%对过去社会学家#历史学家#

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等讨论过的%甚至是很有解释力的已有假说涉及不多 !见

第二部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家只在相当有限的几个解释性假

说之间相互争论%却对其他学科提出的很多假说所知不多%这当然不利于经

济学家对李约瑟之谜的深入探讨$
第二%如果将;%""年 定 为 李 约 瑟 之 谜 最 早 提 出 的 时 间 的 话D%那 么 迄 今

为止科学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史学家有关李约瑟之谜的讨

论至少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么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中%其他学科定有

不少的经验%也必 然 会 犯 过 不 少 的 错 误 甚 至 教 训 需 要 经 济 学 家 来 认 真 记 取$
但截至目前%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学家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得却并

不够 !见第三部分"$<

" 比如%’(4*M)*A!;%!&%;%%;"%I4556!;%%&"%L4*A!;%%%"%N-4/.A51%:.(*?.*+*C .̂F)*?.*!#$$;"%
Q()14+*CI4556!#$$&"B
D 事实上%李约瑟问题的提出时间最早应该在;%""年%并且地点应该是在中国的贵州$因为李约瑟正是

在;%""年中国学者在贵州进行大讨论之后来到了时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分校%进行了一篇名为)中国

之科学与文化*的讲演%在讲演中%他首先批判了中外人士关于&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误解%然后指出了中

国古代哲学对自然现象的探索和种种技术发明对人类文化的深远影响%最后提出了后来称之为&李约瑟

之谜’的几个子问题%也就是中国为什么在公元;"世纪以前能够在实用科学和技术方面走在世界的 前

面%但却为什么在;"世纪之后西方走向实验科学之后而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很多学者将&李约瑟之 谜’
的提出时间定为;%D"年%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 这 个 时 间 是 李 约 瑟 的)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史*!;%D"年"出

版的时间$有关讨论可参加刘钝%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 据我们的文献涉猎%截至目前%国外社会科学界很少有&李约瑟之谜’的综述性文章%国内社会科学界相

关的综述文章更是少见$仅有的两篇有关李约瑟之谜的综述文章都是科学史领域的专家对本文所说 的

狭义的李约瑟之谜的讨论%它们是;%%&年由范岱年先生发表在)二十一世纪*第""期上的&关于 中 国 近

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另一篇是;%%%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研究员提交给世界科

学大会上的一篇论文&N94YQ12R46.T944C(+/014?3).*’$截至目前还尚未发现有经济学家对这一主

题进行过较好的综述$

本文认为%在研究李约瑟之谜的过程中%目前学界这样一种按照 研 究 领

域进行精细分工的学科格局虽然能暂时提高不同学科的研究效率%但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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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学科门类学者们的相互交流"切磋#互相学习和借鉴#不断回顾和总

结过去所取得的成果#那他们有关李约瑟之谜这个宏大"动态"复杂的社会

话题的探讨#就会陷入盲 人 摸 象 和 $只 见 部 分 不 见 整 体%的 逻 辑 陷 阱 之 中&
因此之故#本文将试图通过一个较为完整的文献综述#来弥补经济学家在探

讨李约瑟之谜问题上的如上两个缺陷#并希望有助于国内经济学家有关这一

问题的继续和深入探讨&

二!不同学科有关李约瑟之谜的假说对比及其评论

’一(国内经济学家现有假说之局限

!! 近年来#国内有经济学家曾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性假说给出自己的总结

与分类#但该分类似乎并不全面&比如林毅夫 ’;%%D(认为#有关学 者 对 李

约瑟之谜的探讨众多#但总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需求不足论#第二

类是技术供给不足论&显然#这一分类如果可行的话#那也仅对李约瑟提出

的中"西科学发展问题比较#也 就 是 本 文 所 说 的 $狭 义 的 李 约 瑟 之 谜%有 解

释力#而对 $广义的李约瑟之谜%#也即由狭义李约瑟问题所伸出来的中国和

西欧经济发展分流"工业革命为什么出现在西欧而不是中国等问题并不具有

太大的解释力)更进一步#尽管该分类甚为精练地概括了李约瑟之谜各种解

释的提出角度#但其缺陷是并未详列这些经济学假说#因而给经济学家留下

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姚洋 ’#$$G+##$$GF(也对有关李约瑟之谜的假说进行了归纳#他认为#

迄今为止#有关李约瑟之谜的解释可划分为五类!中央集权说"制 度 说"英

雄理论"思维方式说"资源 经济约束说等&但仔细考察这些假说 就 会 发 现#
这些分类也并不全面!

第一#他并没有考虑很多其他社会科学家提出的有关解释性假说#比如#
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 ’;%!G("金观涛和刘青峰 ’;%!"(曾提出了一种重

要的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假说#并且在#$世纪!$年代甚至直到%$年代仍影响

较大#但姚并没有提到这个假说)还有#I4556 ’;%%&(#Q()14’#$$#(#Q()14
+*CI4556 ’#$$&(等也提出了一种解释李约瑟之谜"下文称之为 $交易成本

分工和市场规模说%的假说#并且这种假说在经济学界还有着非常久远的历

史渊源#但姚也并没有提及&&

& 当然提及不提及该领域的一些重要文献跟一篇文章的研究主旨相关#并不构成重要的缺陷&但是如果

该文章具有综述性质的话#这样做就可能会影响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也是综述性文章与研 究

性文章各自的价值及不同所在&

第二#姚洋 ’#$$G+##$$GF(的划 分 虽 说 还 比 较 客 观#但 他 有 的 划 分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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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商榷的余地#比如#姚洋将黄仁宇 !;%%&"划分为 $制度说%的代表#
但事实上只要通读黄仁宇的代表性著作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和 &中国

大历史’就会发现#他虽然支持 从 制 度 上 分 析 李 约 瑟 之 谜#但 从 其 中 心 论 点

而言则 应 属 于 我 们 下 文 所 说 的 $系 统 和 结 构 说%的 典 型 代 表!(又 如#L)+=
/.*C !;%%%"的说法如果更全面地看的话#一定应被划分到我们下文的 $地

理环境决定论或影响论%当中#但姚洋首先将它划分到 $中央集权说%当中#
接着又在 后 来 的 论 述 中 再 将 它 划 分 到 $英 雄 假 说%的 名 下#让 人 感 到 有 点

混乱)

! 正如黄仁宇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为何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的原因#就譬如$一

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黄仁宇认 为#
中国在公元前就因防洪救灾*对付游牧民族的需要#构成了庞大的官僚组织#注重意识形态的统一#下 层

组织又历来由官厅指令造成#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抽税#历来各朝都有$均田%办法#造成众多的自耕 农#
小民请不起律师#官僚组织无力创造复杂的法制理论#所以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就是导致出现李 约

瑟之谜的重要原因)!第#<+#&页"事实上我们应认为#黄所说的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乃 是 一 个 庞

大的系统#而并不是某个因素就能造就的#并且在该书的第G"+GD页#他也的确列示了自己 对 于 这 一 数

目字管理系统的认识)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黄仁宇也在多处显示了自己的系统和结构观点#比如#在

该书中文版自序第六页中#他说道#$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退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 农 业

为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 路#人

口能自由移动#;&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想象%)在第 一 章 第 四 页#$我 们 可 以 作 结 论 的 是#不 管 它 是 本 地 独

创或者外间传入#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及其本章结尾第!页#$这种比喻别无他 意#不

过强调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中国文化为亚洲大陆产物#美国文化离不开大西洋的传统#此中 有 一

个深刻的差异%)另外#该书的整个第三章以及第十七章几乎都是在探讨这个系统及其对中国和西欧 不

同的影响)
% 国外曾有经济史学家提到这一观点#并将之作为一种解释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假说#比如可

参见L4*A#K+*A#J!H!$>*B!@"]!16?6F"#,@#"’>@#K244*Y..CM24??#;%%G#UU8;!$+;!;)笔者阅读了

X1-E!;%!<"全文并发现#该书的一个初衷正是回答李约瑟之谜#并且李约瑟有关著作也是其重要的参考

文献#故本文将该假说作为一种有关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性假说)

汪立鑫 !#$$D"曾将有关李约瑟之谜的解释划分为工商业畸形 论*政 经

制度缺陷论*文化约束论*人口土地比率决定论*不可逆演化论和其他解释

六种#但他也没有提及金观涛等 !;%!G#;%!""等提出的重 要 解 释#也 未 包

括I4556 !;%%&"#Q()14!#$$#"#Q()14+*CI45542!#$$&"等 人 提 出 的 解 释(
另外#他的分类并未涉及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李约瑟之谜解释的新近进展

!比如#下文的地理环境影响论以及世界体系说#以及加州学派的相关观点")
此外#国外经 济 史 学 界 曾 有 人 提 出 了 著 名 的 解 释 中 国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缓 慢 的

$黑洞模型%!X2+6#;%!<"#但国内很少有经济学家将之列为李约瑟之谜的一

种解释性假说)%

事实上#在经济学之外#社会科学家早就比经济学家给出了更多 的 解 释

性假说#比如李约瑟本 人 在 &大 滴 定’一 书 中 就 指 出#要 回 答 李 约 瑟 问 题#
就 $决不可忽视思想领域的多因素的重要性--但其关心至深的是对社会的

分析*其形 态*其 动 力*其 需 求*其 变 化% !944C(+/#;%<%#U8#;<"等)
而945?.*X4*@+/)* !;%&""也认为#李约瑟本人对自己提出的难题的解释大

概有,!;"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结构(!G"文化与哲学(!""符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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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字#$"D#社区结构与价值等%但不知是什么原因;$&经济学家对这

些假说的关注却并不充分%
笔者认为&科学的定义和分类是社会科学中讨论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如

果分类混乱’定义不清&那就必然影响在此基础上的推理和论证$此外&如果

经济学家要对一种假说进行分类&就必须依据其假说的核心论点而不是次要论

点进行分类&否则就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下面&本文将给出笔者罗列的各学科有

关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性假说并对之进行评论&但本文将首先给出如下两个定义!
第一&本文所说的李约瑟之谜包含X.15C)*A ";%&<#所 说 的 (李 约 瑟 问

题)或国内外学界所说的 (李约瑟难题)或 (李约瑟之谜)&因此凡是探讨李

约瑟提出的两个问题&即 (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 *新的&或者说

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者印度文化呢？)&(为何

在科学革命之前的大约;"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

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的各种假说都属于本文所说的 (狭义李

约瑟之谜)的解释性假说%
第二&李约瑟 之 谜 自 提 出 之 后&不 同 的 学 科 还 对 这 一 说 法 进 行 了 引 申&

本文将由此引发出来的比如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

者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发展分流乃至中国为什么从前现代时期的发达变为近代

的相对不发达 "比如L4*A ";%%G&;%%%&#$$$#;G&加州学派经济史学家’历

史学家等#等的讨论归入 (广义的李约瑟之谜)&这当然也属于本文所说的李

约瑟之谜的讨论范围&但本文将论者参考文献中是否包括:.?4U(944C(+/的

有关论文作为一个其假说是否列入该解释性假说的一个标准%;"

;$ 笔者认为&经济学家不愿意关注其他假 说 可 能 的 原 因 大 概 有 两 类&第 一 是 目 前 的 学 科 分 类 问 题&经 济

学认为这些其他假说应该由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来研究而不是经济学家来研究$第二个是其他假说不够严

谨&无法模型化&难以达到经济学对研究对象的要求&所以放弃了对这些假说的分析&但正如本文下 面 将

要分析的那样&经济学家这样做并不利于对于李约瑟之谜的探讨%
;; 本段文字出自944C(+/";%!;&U8G#&转引自文贯中"#$$D&#$$<#%
;# 主要是经济学家提出&比如S)*";%%D#&杨小凯"#$$<#等%
;GL4*A";%%%#将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史的谜题归纳为两个!其一是中国尽管遭受各种冲击’灾难但却依

旧延续至今$其二是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发达但到了近代却变成相对不发达%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相

关&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本文所说的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性假说事实上与L4*A";%%%#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存

在很大重合%
;" 本文之所以如此做的目的在于避免将李约瑟之谜问题无限扩大&因为这些问题与李约瑟之谜相关&但

是也存在一定差别%
;D 李约瑟之谜的正式命名得益于经济学家X.15C)*A;%&<年为纪念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经济学家9)-(.5+?
K4.2A4?-1=̂4.A4*而写的一篇纪念论文&但他在无意中的一句归纳却为当时历史 学 家’社 会 学 家 等 热 烈

讨论的李约瑟问题命了名&有关内容&可参加X.15C)*A";%&<#%

"二#现有的解释性假说及其评论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自李约瑟之 谜 于;%""年 首 次 提 出 并 于;%&<年

正式命名;D至今&各门学科有关李约瑟之谜的各种解释性假说主要应有以下几

种&表;给出了每种假说的主要代表文献’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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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假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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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性
文

献
核

心
内

容
概

括
及

其
相

关
优

点

文
化

意
识

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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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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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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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方

式
%语

言
文

字
等

是
决

定
一

个
国

家
发

展
道

路
%经

济
%科

技
发

展
的

最
重

要
解

释
因

素
&这

种
分

类
法

具
有

悠
久

的
传

统
!黑

格
尔
" ;
%&
D
#%

韦
伯

" ;
%G
$
#等

都
持

有
类

似
的

观
点
’

政
治

官
僚

体
制

决
定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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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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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强
调

政
治

官
僚

体
制

这
个

整
体

而
不

仅
仅

是
政

府
治

理
方

式
"比

如
M4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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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D
##
%中

央
集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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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姚

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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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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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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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立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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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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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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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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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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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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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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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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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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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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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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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地
比

例
失

调
!农

业
剩

余
降

低
!工

业
投

资
不

足
!结

果
;&

世
纪

以
后

中
国

自
然

不
能

走
上

工
业

化
道

路
’

技
术

发
明

模
式

论
林

毅
夫
" ;
%%
D
#等

;"
世

纪
以

前
!中

国
庞

大
的

人
口

在
以

经
验

为
基

础
的

实
用

科
学

技
术

方
面

具
有

优
势
!但

此
后

西

方
出

现
了

科
学

革
命
!发

明
模

式
转

化
为

以
重

复
试

验
为

主
!中

国
未

能
完

成
这

种
转

变
正

是
中

国

落
伍

的
原

因
’

地
理

环
境

影
响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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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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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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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自

然
%生

态
等

环
境

是
影

响
人

类
经

济
活

动
的

最
为

外
生

的
变

量
!对

于
解

释
李

约
瑟

之
谜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在

经
济

学
界

有
着

悠
久

的
传

统
"比

如
孟

德
斯

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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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
歇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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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克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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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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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结
构

决
定

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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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金
观

涛
%樊

洪
业

和
刘

青
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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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金
观

涛
和

刘
青

峰
" ;
%!
"
#!

黄
仁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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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
及
L4
* A
" ;
%%
%
!

#$
$$
#!

吴
彤
" ;
%%
&
#!
’(
4*
M)
* A
" ;
%%
;
! ;
%%
<
! #
$$
#
#等

并
不

运
用

单
一

一
种

因
素

来
解

释
李

约
瑟

之
谜
!而

是
从

一
个

社
会

的
整

体
结

构
%组

织
等

层
面

来

解
释

社
会
%经

济
的

长
期

变
迁
’

;<
感

谢
文

贯
中

教
授

对
他
#$
$D
% #
$$
<

年
文

章
的

观
点

以
及

传
统

上
的
(地

理
环

境
影

响
论
)之

间
区

别
的

指
正
’

他
认

为
!在

经
济

全
球

化
之

前
!地

理
环

境
等

因
素

是
人

类
进

行
经

济
活

动

的
非

常
重

要
的

约
束

条
件
!因

而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减

少
了

人
们

进
行

经
济

活
动

过
程

中
的

偶
然

性
!而
:.
45
J
. 6
E2

教
授

所
用

的
受

约
束

的
偶

然
性
" -
.*
?3
2+
)*
4C
-.
*3
)*
A4
*-
6
#与

自
己

的
意

思
相

近
’

而
地

理
环

境
影

响
论

则
意

味
着

地
理

环
境

的
极

端
重

要
性
!因

此
人

类
改

造
自

然
环

境
的

能
动

性
就

不
存

在
了
!这

带
有

地
理

环
境

宿
命

论
的

色
彩
’

因
此
!本

文
这

里
采

纳
文

贯
中

教
授

的
建

议
!将

地
理

环
境
%自

然
%河

流
%土

壤
%气

候
等

相
关

条
件

影
响

人
类

经
济

活
动

的
这

种
观

点
称

之
为
(地

理
环

境
影

响
论
)’

有
关

地
理

禀
赋

对
中

华
文

明
发

展
道

路
的

约
束

及
其

对

中
华

文
明

负
面

影
响

的
讨

论
!可

分
别

参
见

文
贯

中
" #
$$
<
#!
c
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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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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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地

理
&

自
然

环
境
&

制
度

对
经

济
发

展

的
影

响
留

下
了

扩
展

的
空

间
’

制
度

假
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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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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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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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张
宇

燕
和

高
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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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
德

荣
! #
$$
D
"#

寇
宗

来
! #
$$
D
"#

皮
建

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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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各
种

关
涉

市
场

运
行

的
产

权
&

法
律
&

合
同
&

金
融
&

专
利

等
是

中
国

未
能

出
现

工
业

资
本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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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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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体
系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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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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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不

同
阶

段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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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个

国
家

的
相

关
关

系
#

比
如

中
心

国
家
&

外
围

国
家
#

主
要

国
家
&

附
属

国
家

等
角

度
来

解
释

各
国

的
发

展
道

路
及

其
差

异
’

小
农

经
济

制
度

内
卷

论
;&

或
者

大
米

经
济

黑

洞
假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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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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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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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宗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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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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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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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小

农
经

济
边

际
劳

动
产

出
递

减
下

的
产

出
绝

对
增

加
#

或
者

农
业

作
物

的
生

物
特

征
及

其
技

术

特
性

来
论

述
;!

世
纪

中
国

和
西

欧
的

发
展

差
异
’

类
似

的
文

献
还

有
K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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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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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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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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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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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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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我

们
在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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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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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宗

智
! #
$$
#
"的

参
考

文
献

中
未

发
现
:.
?4
U(
94
4C
(+
/

的
相

关
文

献
#但

在
此

我
们

仍
然

将
之

作
为

一
种

解
释

李
约

瑟
之

谜
的

假

说
#原

因
在

于
其

论
述

的
内

容
的

核
心

是
说

明
;!

世
纪

的
中

国
是

小
农

经
济

为
主

的
经

济
形

式
#它

已
陷

入
了

边
际

劳
动

产
出

递
减

但
总

产
出

仍
缓

慢
增

长
的

内
卷

发
展

状
态
#这

种
情

形
不

同

于
发

生
于

欧
洲

的
产

出
增

长
快

于
劳

动
投

入
的

现
代

发
展

状
态
#而

这
正

是
造

成
中

西
不

同
工

业
发

展
和

现
代

增
长

的
根

源
所

在
’

而
这

一
观

点
从

本
质

上
看

已
十

分
接

近
于

本
文

所
谓

的
广

义
李

约
瑟

之
谜

的
探

讨
#因

此
本

文
将

之
列

入
李

约
瑟

之
谜

的
解

释
性

假
说

当
中
’

;!
该

假
说

的
观

点
是

大
米

种
植

是
一

种
需

要
大

量
劳

动
投

入
和

资
本

投
入

的
经

济
活

动
#因

此
它

会
将

大
量

的
劳

动
和

资
本

投
入

吸
纳

进
这

一
经

济
活

动
当

中
#并

且
随

着
劳

动
和

资
本

投
入

的
增

加
#其

边
际

产
量

还
会

不
断

增
加
#因

此
以

这
种

作
物

作
为

主
要

粮
食

作
物

的
社

会
就

没
有

激
励

去
发

展
除

此
之

外
的

其
他

产
业
#比

如
工

业
&商

业
&技

术
发

明
等
#所

以
这

类
社

会
就

会

陷
入

大
米

种
植

的
黑

洞
经

济
当

中
而

难
以

转
化

到
资

本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当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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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见"本文所给出的#包括了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的各种解释

性假说大体有如下三个优点!
第一"其覆盖面比较广"能够涵盖科 学 家#社 会 学 家#哲 学 家#历 史 学

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过去以来有关李约瑟之谜的主要研究

工作$比如"文化意识形态决定论反映了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政治官

僚体制决定论反映了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工作"高水平均衡陷

阱#大米黑洞经济假说%小农经济制度内卷论反映了人口学家#经济学史学家

的工作"技术发明模式论反映了不少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地理环境

影响论反映了不少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的工 作"系 统

结构决定论反映了系统科学家#生态学家乃至部分物理学家的工作"而制度

决定论#交易成本&分工&市场规模论主要反映了经 济 学 家 们 的 工 作"世 界

体系论和加州学派的观点则分别反映了政治学家和加州学派历史学家们的观

点"比较经济增长假说则反映了经济学家有关这一问题的新动向$这样"经

济学家在选择相关的解释并将其正规化"并构造自己的解释性假说时就能避

免由于信息不全而导致的以偏概全和相关错误或遗漏$

#$ 参见王国忠!’(李约瑟难题)面面观*"+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
#; 事实上"李约瑟本人虽然也曾提出过语言与文字说"时间观念说"气候#中国人的身体特征等解释李约

瑟难题的可能假说"但随后都渐渐否定了这些假说"详细信息可参见’.(4*-;%%".$

第二"李约瑟之谜提出至今已很长时间了"学者们对相关假说的 归 纳 也

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比如;%%;年"王国忠曾将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性假说归纳

为 ’社会经济诸因素说*"’思维方式说*#’耶稣会士说*#’汉字与书写方式

说*以及 ’无意义说*等#$"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一归纳主要反映了早期

不同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思考"而难以反映有关李约瑟之谜的新近进展$比

如"当时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教授就是社会经济诸因素论的支持者"
而著名的汉学家#史学家哈佛大 学 的 费 正 清#与 李 约 瑟 合 作 撰 写 +中 国 科 技

史,结论部分的L425EX.CC4教授就是 ’文字与书写方式论*#’政治经济诸因

素论*的支持者"而何兆武和 席 文 则 是 ’耶 稣 会 士 说*的 支 持 者$相 比 较 而

言"我们这里给出的各种解说则去掉了比较早期的#学者们已经公认是不重

要的 ’耶稣会士说*#’书写方式说*和 ’思维方式说*#;"而加上了学者们在

新近讨论中认为重要的一些新假说"其中近年来各门新兴学科对李约瑟之谜

的解释在此得到了反 映"比 如" ’地 理 环 境 影 响 论*在 自 然 科 学 家#生 态 学

家#人类学家中有不小的影响力"近 年 来 经 济 学 界 也 兴 起 了 所 谓 的 ’新 经 济

地理学*研究热潮"并且他们对李约瑟之谜也给出了颇有见地的解释 -比如

文贯中 -#$$D"#$$<.."本文就反映了这一新动向/又如"世界体系决定论在

政治学家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本文也反映了这一新的研究动向$
第三"以上每种假说的命名比较概括"比如"我们运用 ’文 化 意 识 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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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论#概括了文化$价值观点$思维方式$精神状态$伦 理 观 点 等%而 不

仅仅是其中因素之一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原因在于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均

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价值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如%
我们用 ’系统 结构决定论#概括了不少生态学家$系统科学家从整体上$系

统上和结 构 上 来 分 析 李 约 瑟 之 谜 的 工 作%又 概 括 了 像 陈 平 !;%%;%;%%<%

#$$#"等系统物理学家们类似的解说&还有%我们用 ’地理生态环境影响论#
概括了各种采用地理$河流$地形$气候$自然资源等因素解释李约 瑟 之 谜

的各种假说%用加州学派概括了这些历史学家们近年来有关与李约瑟问题相

关的$但与传统探讨形成很大观点对立的探讨%用小农经济制度内卷论或大

米经济黑洞假说概括了从中国小农经济这一经济特征及其相关技术特性解释

李约瑟之谜的假说%这样就不至于产生概念混淆%同时也比较有利于经济学

家比较系统和全面地看待李约瑟之谜的各种假说(

!三"以上解释性假说的学科局限

以上所列的各种 解 释 性 假 说 固 然 有 助 于 经 济 学 家 跳 出 狭 隘 的 学 科 圈 子%
来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李约瑟之谜这个宏大的社会和历史问题%但要对它做出

比较圆满的解答%就必须将这些假说放在历史事实的面前逐一进行考量(然

而%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假说中的大多数都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都存在着一些先天性的缺陷%需要经济学家们进行取舍和借鉴(

比如%意识形态决定论运用意识形态$宗教$文 化$价 值 观 点 等 较 为 系

统的概念等来解释李约瑟之谜%而这些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伦理 观 念 等

因素又的的确确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决策%但如果我们这样想

当然地接受该假说的话%那我们又会落入意识形态宿命论的陷阱%这就好像

告诉人们%所有 这 些 事 情 在 经 济 发 展 和 科 学 发 展 之 前 就 被 决 定 了 的(并 且%
它在如下的历史事实面前就会不攻自破)第一%为什么同样受儒家伦理$文

化影响的日本和中国在面临西方的经济和科技压力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反应？

第二%为什么中国在古代能够长时期超越西方%但在近代却又落伍了？难道

是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吗？如果是如此%又 该 怎 样

度量这种变迁呢？显然%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将在长期内保持相当的稳定性%
而乃至由于其他更重要的因素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本质%由此看来%意

识形态决定论固然重要%但将它推演至极致将阻碍它在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力(
’政治官僚体制决定论#也是如此%它听起来颇具说服力%因为中国几千

年来的官本位传统的确成为影响人们信仰$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重要因

素%但它却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上很多城镇中心的贸易和经济却很发达$科学

和 技 术 也 很 普 及 !944C(+/%;%D"*;%%"&QE)**42%;%<"*;%<D%;%&&&

,5R)*%;%&G"的原因%难道是这里的官僚体制更加具有发展导向吗？很显然%
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城镇中心的人口流动较大%信息便于传递%劳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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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专 业 化 活 动 容 易 开 展 "Q/)3(#;&&<$J+2?(+55#;!%$$c4F42#;%$%$

S1-+?#;%!!#;%%G$文贯 中##$$D##$$<$赵 红 军##$$D##$$<等%#正 是

这种集聚经济的正面影响超过了或者弱化了政治官僚体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从而才使得城镇中心更可能发达$另外#为什么这种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

和官僚体制在;"世纪以前能够容忍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大发展#但

为什么 到;&世 纪 之 后 就 不 能 容 忍 经 济 发 展 和 科 技 进 步 呢 "K.5C?3.*4##$$#$

:.*4?#;%!!$韦森##$$<$龙登高##$$"等%？事实上#只要我们稍许公正一些

看的话#中国的官僚体制在历史上也许并不是一无是处#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而

言#它还 是 做 出 了 不 少 贡 献#比 如 兴 修 水 利&移 民 垦 荒 等 "比 如 M42E)*?
";%&D%#林毅夫 "#$$<%等%#又比如编撰农历&农书 "L4*A ";%%G%%等’看

来#官僚体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很重要#但是它却可能对

其他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不足以保证现代经济增长’
同样#(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利用土地*人口*技术之间的内在经济关联

解释了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发展分岔#但这种假说不能解释宋朝

时疆域相对于唐朝的缩小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地比例恶化条件下#科技进步反

而更加 迅 速 的 原 因 "文 贯 中##$$<!第G#&*GG$页%？另 外#,5R)* ";%&G%
有关中国人口自唐宋以后线性增长的事实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事实上#如果

按照中国的疆域变化来代替中国耕地面积的数据#那么高水平均衡陷阱就只

能解释明清后半期的经济发展困境#但却不能解释两朝中期以前的情形’##此

外#这种假说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资源和技术决定论#忽视了中国问题的制度

重要性以及与技术&资源之间的复杂性和相互交织的特征’

## 感谢文贯中教授对这一历史 事 实 的 提 示#并 给 笔 者 传 来 自 己 的 英 文 文 章#其 中 对 这 一 点 有 清 楚 的 介

绍#参见:+/4?c4*#(c(6c+?’()*+V2+UU4C)*+*NA2+2)+*Q.-)436*N*,-.*./)-K4.A2+U()-+5NU=
U2.+-(3.3(4944C(+/M1>>54)#c.2E)*AM+U42#L4U+23/4*3.T,-.*./)-?#V2)*)36’.554A4##$$&’

林毅夫 ";%%D%提出的 (技术发明模式论)比较切合李约瑟之谜问题的

本意#但它也不能解释宋朝这么一个战祸频繁&国土沦丧&南宋以后人口还

有减少 的 年 代 却 出 现 了 经 济 繁 荣&技 术 进 步 和 制 度 创 新 的 高 峰 "文 贯 中#

#$$D%’另外#如果这个假说对于工业革命的解释是可行的话#但它仍然不能

回答为什么欧洲能发生科学革命并促使实验科学的诞生#而中国却不能？毕

竟科学革命并不是一个解释欧洲之所以比中国更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完全外生

的条件’看来#仅仅运用技术发明模式的变迁也不能圆满地解决李约瑟之谜’
事实上#这一问题也为林毅夫本人所认识到#他后来的文章就是试图将技术

发明模式内生化为中国式科举考试和人才选拔的结果 "林毅夫##$$<%’
(世界体系决定论)也是如此#它从世界政治和国家关系的角度对李约瑟

之谜给出了解释#这就像列宁和毛泽东有关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论述

那样颇有影响力#但问题是它难以解释中国为什么从;D世纪以前的发达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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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 落 伍#而 欧 洲 却 由 此 前 的 落 后 变 成 了 此 后 的 发 达 !L4*A#;%%%$

UU8#!%#%"？另外#从逻辑上说#该观点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 会 五 个

阶段假说#以及经济学上 c+53cB̂ .?3.Y所谓经济发展阶段论的说法#但与

这两个观点同样的是#世界体系论不能解释中国由发达走向落伍的历史事实#
就像马克思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而创立一个 &亚细亚生产

方式’的名词来调和其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一样#也像罗斯托不能解释有的社

会并不是按照他的逻辑线性发展一样(这表明#世界体系论尽管能解释部分

的李约瑟之谜#但却不能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全部(
同样的是#制度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影响论尽管能解释部分的李约瑟之谜#

但它们也有其理论死角#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制度条件)地理环境

条件相似而其他条件不同的社会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国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类似于西欧#但为什么西欧走上了现代增长的道

路#而长江三角洲却没有？学者们也许可以说#那是因为它们的制度体制不同

!比如制度决定论和小农经济制度内卷论"(但为什么;!世纪同样处于中华文

化)制度机制下的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经济大繁荣#而不是其 他 地 方？那 学 者

也许会说#那是由于地理位置之不同 !比如地理环境影响论"(同样的是#学

者们也完全可以找到某种条件相同但其发展道路并不相同的类似例子作为相

互之间进行争论的证据#比如同样处于大米种植模式下的日本没有陷入大米

种植的黑洞之中#但为什么偏偏中国陷入了这种黑洞中了 !这正是大米种植

黑洞假说的弱点所在"(看看经济学家之间有关李约瑟之谜的辩论就知道#N
说X错了#X则举出反例来说明自己并没有错#而真正错的是N#这就是学者

们之间辩论时最常采用的辩论范式(难怪皮建才在看到经济学家有关李约瑟之

谜的辩论后不仅感叹地发问#在这些解释当中#&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哪里’？
笔者认为#面对着李约瑟这样如此宏大)涉及广泛的问 题 而 言#经 济 学

家们真正理性的选择可能并不仅仅是寻找某种学说)某个假说的缺陷#而还

要寻找所有这些假说的共同缺陷(原因在于$
第一#李约瑟之谜的性质使然(众所周知#李约瑟之谜并 不 是 一 个 类 似

于询问改革开放之 后 为 什 么 温 州 民 营 经 济 突 飞 猛 进 这 样 一 个 地 理 范 围 狭 小)
问题相对具体)时间跨度较短)仅仅涉及民营经济单个部门的较小问题#而

是一个牵涉到中国和欧洲两个宏大地理区域#兼涉社会)经济)政治)历史)
宗教)民俗)文化)地理)生态等诸多方 面#不 同 种 族)团 体)国 家 共 同 参

与并活动其中的宏大社会和历史演化问题(因此#任何试图运用某一种因素

解释李约瑟之谜的企图都仅仅可能在点上)线上是有益的#但绝不可能在面

上和整体上是有益的#恰恰相反#如果学者们不认真把握李约瑟之谜问题的

性质而只坚持某种观点#很可能只会延缓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有关李

约瑟之谜的真正求解(
第二#现有学科之间甚至学科之内的精细分工以及跨学科)跨流 派 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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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交流的缺乏是导致出现上述各种假说尽管在某一部分问题上具有解释

力"但却在整体上并不具有很大解释力的根源所在#学科分工自有分工的好

处"因为学者们通过缩小每个学科的研究范围"而提高了各个学科的专业化

研究水平"这有利于减少分歧"减少学者们之间的无谓争论"有利于提高本

门学科的研究效率#但这种学科分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学者们的研究主

题十分不同$没有什么交叉"譬如医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交流可能就没有太

大意义#但当学者们将这种逻辑运用到李约瑟之谜这样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

的主题时"就难免出现了上述各种假说中存在的共同问题#

#G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 授 提 供 了 自 己 的 多 篇 文 献"并 给 了 自 己 和 布 罗 代 尔 教 授 有 关

人类社会结构图的提示"由此笔者构造了这一李约瑟研究视角图#
#" 比如"虽然从;%!;年我国都派代表团参 加 历 届 的 国 际 科 学 史 大 会"但 是 参 加 者 主 要 仍 然 局 限 于 科 学

史$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而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社会科学家的参与程度都不够#详细 情 况 可

参见中国科学院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所 的 网 站 以 及 相 关 的 介 绍%(33U!&&YYYB)(*?B+-B-*&/4/F42?&5)1C&
C.-&)1(U?B(3/’#

为了形象地描述上述两条原因是造成李约瑟之谜研究面临如上困境的重

要原因"我们在X2+1C45%;%!;’以及陈平 %;%%;’人类社会结构图的基础上

画出了李约瑟问题之谜及其各学科研究视角图 %见图;’##G

图!!李约瑟之谜的社会演化性质及不同学科求解李约瑟之谜的视角局限

从图;可见"对于李约瑟之谜这样一个宏伟$动态$复杂的社会问题而

言"需要学者们 分 别 从 科 学$生 态 学$地 理 学$人 类 学$政 治 学$经 济 学$
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等角度不断地进行研究#但据记载"目前

国内外学界这样的交流却并不多见#尽管也有少数学者也曾认识到李约瑟之

谜问题的复杂性"并呼吁学界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但这种声音似

乎并 不 足 够 洪 亮"也 还 未 引 起 学 界 的 惊 醒 %比 如 范 岱 年 %;%%&’"韦 森

%#$$<’等’#虽然李约瑟问题也曾多次成为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一个讨论主题"

但其讨论的内容却更多地局限在科学$科学史等领域#""而较少涉及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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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国内也曾出现过几次有关李

约瑟之谜的专题讨论会%但同这样的国际会议一样%社会科学家对这些会议

的参与程度却并不够$#D这当然不利于学者们对李约瑟之谜的求解%也是造成

学者们各自发展自己假说%但总体上对李约瑟之谜的认识仍然十分局限这样

一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表明%尽管学者们各自在研究李约瑟之谜的

道路上已经比前人前进了很多%也提出了许多可行的解释性假说%但如果要

深刻理解如此宏伟#复杂的社会演化问题及其本质的话%那就需要研究者们

要么加强交流#沟通%不断地将自己的假说与现实进行对照%要么就是在一

种假说暂时不能得到可靠事实的检验时%从方法论上#研究视野上进行深刻

反思%&去伪存精’%有所创新%这样也能在求解李约瑟之谜的道路上事半功

倍%真正提高效率$

#D 从现有的文献看%;%"%年以后国内有关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只有不多的几次%一次是;%!#年;$月由中

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与(自然辩证法通信)杂志社合作举办的%参加讨论的主要是科学史研究者$;%%$
年%上海(自然杂志)在李约瑟诞辰%$周年之际推出了&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但参与讨论的也主要是科

学史学家%而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参与讨论$

三!已有假说的方法论偏差及其评论

!一"已有解释的方法论偏差及其评论

!!然而%当我们从方法论这一视角再次审视如上的各种解释性假说时%通

常却又会不自然地发现%这些解释性假说常常犯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方法论偏

差%这不能引起当前正在热论李约瑟之谜的国内经济学家的关注和反思*
第一%从这些假说的论证方法来看%目前大多数的假说都采用了 定 性 描

述]少量数据或历史事实加以证明的基本方法%其中只有少量研究运用了比

较严谨的数量和计量方法$定性分析方法自然有其优点%但其缺点是很难清

晰明确地进行假定%并且逻辑推理中的错误等也很难识别%因此这也是影响

其应用和推广的一个重要问题$比如%文化意识形态决定论#官僚体制决定

论尽管在解释李约瑟之谜的过程中颇具说服力%但由于其难以把握%并且逻

辑推理中的错误也难以发现%同时其他学者对此无法量化%也暂时无法证伪

或证实%因而在客观上影响了它们的进一步应用和推广$模型和数量方法自

有其好处%逻辑推理比较严格%便于洞察不同变量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易于

定量检验等等%但其缺陷是很多函数的假设十分严格%因而依照这样的推理

和逻辑来解释现象却很容易脱离现实$比如%金观涛等 !;%!G"较早地运用

了数量方法来解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因而给当时更多定性描述的国

内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生气%该假说也成为那个年代颇具影响的李约瑟之谜

解释之一%但是其模型并不十分贴切%其中没有 &经济人’理性算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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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没有系统的数据检验"姚洋 ##$$G+$对,5R)* #;%&G$的 高 水 平 均 衡 陷 阱

模型进行了修改%加入了工业部门并考虑了规模经济%因而是一个比较严格

的有关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可借鉴假说"L4*A #;%%%%#$$$$对以往有关中国

经济史研究进行了一个定性的批判性的回顾%也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经济史

的三位一体的定量分析框架%并且也有一定的模型和数据支撑%因此可能代

表着未来研究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供借鉴的方向&另外%近年来%国外社会

科学界也出现了一种数量化’模型化有关理论的趋势%比如X+A4(.3#;!%D$%

+̂?(4R?E6 #;%<!$%c)55)+/?.* #;%%;$% .̂>.R #;%%&$等%这 可 能 也 从 另

一面告诉经济学家%他们运用模型化’数量化的方法研究李约瑟之谜这样宏

大问题的方法并没有错%但经济学家并不能迷信模型%唯模型独尊%还需要

不断地将自己建构的模型与现实进行对照%这样才能避免犯形而上的方法论

错误"
第二%从这些假说论证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假说都试图证明别人 假 说 的

不正确性%以及自己假说的正确性%并且往往具有这样的趋向%即只有自己

的假说永远是正确的假说%而其余的假说则往往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学者们

之间进行辩论的常见风格%它有助于弄清问题的真相%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精

神%但学者们必须清醒自己所要研究问题的性质%否则%这样做就可能隐藏

着潜在的风险%即如果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的时间跨度有限’地区范围有限%
那么学者们争论什么是主要原因’什么是次要原因的做法可能并没有什么方

法论上的错误&但是如果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这样时%这样做的结果就

使多种假说’多种原因同时具有解释力这种可能性被很容易地排除了"#<

#< 目前只有不多的研 究 承 认 造 成 中’西 不 同 发 展 道 路 的 背 后 可 能 有 着 多 因 素 的 相 互 作 用%比 如 L4*A
#;%%%$%黄宗智##$$#$等"

比如%皮 建 才 ##$$<$的 批 评 以 及 文 贯 中 ##$$<$’张 宇 燕 和 高 程

##$$<$’艾德荣 ##$$<$等的回应均是这样"皮建才指出%这些假说 必 定 是

要么你对了%要么就是他对了%但不可能所有的说法都正确"这种分析问题

的方法可被称为 (因素分析法) #L4*A%;%%%%U8G;$"比如%上述的地理环

境假说’意识形态假说’官僚政治体制假说’技术假说等等都有一定的单因

素分析色彩%而 事 实 上%大 多 数 的 论 者 都 忘 记 了 我 们 所 分 析 的 问 题 的 性 质%
即李约瑟之谜所代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然的

政治或社会问题%而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政 治’文 化’宗 教 相

互交织%个人与集体’组织相互作用%社会和社会相互影 响%资 源 环 境’人

口和技术相互关联的宏大问题&从时间跨度上看%它横跨了从公元前#世纪

到公元;<世纪的时间&从地理范围上说%它则涉及欧洲和中国两大洲多个国

家和文化’政治’经济体制"而学者们要理解这类问题%就必须给与 其 所 具

有的非线性’动态性和整体性 #Q-(1/U4342%;%D"%UU8%<G*%&;&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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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以充分的认识#否则难免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逻辑陷阱当中$那样做

的结果#不仅不利于学者们对李约瑟之谜的继续研讨#反而更可能会影响甚

至误导学者们对问题本质的探讨$

#&;%!!年由Q+/)2N/)*写的,12.-4*32)?/著作中提出#其意思指的是欧洲人在信念%学识%文化%宗教%
现代科学知识的掌握%创新能力等发明所享有的超过非欧洲人的那一整套理论%学说%信念体系#其 核 心

模型是扩散模型#在经济学中则是著名的中心外围模型$其发展历程大致如此#它在中世纪以前就 开 始

存在#但那时欧洲在经济上%技术上%制度上并不领先#但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基督教徒确认他们拥有真

正的上帝并受到他的保护#因此基督教徒确信他们能够步入天堂&现代的欧洲中心主义开 始 于;"%#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殖民者认为这些新大陆更容易征服#并且他们的确从新大陆获取了源源不 断

的资源%利润#因此这促使欧洲人确信 了 他 们 的 领 先 优 势#于 是 欧 洲 人 渐 渐 地 将 自 己 与 非 欧 洲 人 划 分 开

来#认为自己就是优秀人种$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迅速征服了美洲%非洲%亚洲#并攫取了源源不断

的新利润%资源甚至从事苦力的奴隶#这种欧洲 中 心 主 义 的 信 念%理 论 便 不 断 受 到 强 化$;%世 纪 这 些 信

念融合进了历史学科%地理%社会学%经济学科当中$:BJBX5+13在7(!N>$>@>@’[!1I>4!$’@"(!L>1$4
和E’,("E?1>3!@"1’6BA’6">1’#@等著作中分别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及其在世界的扩展以及八个著名

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S6**c()34#̂ .F423X24**42#,2)-SB:.*4?#J)-(+45J+**#
:.(*NBP+55#:+24CL)+/.*C#L+R)CS+*C4?等进行了介绍$欧洲中心论的提法引起了诸多欧洲历史学

家的反对$笔者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提出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向世人表明#我们所在世界的 历 史%理

论从来都是强者书写的历史$尽管在前现代时期#中国和埃及%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领先于欧 洲#但 那

时的历史记录比较少见$而发生在;D(;!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迅速改变了整个世界#因此

整个社会的理论%概念%详细记录的历史等等都在此后有了巨大发展#因此#欧洲中心论便很容易成 为 一

种信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比如#社会科学界的理性主义%新教伦理%经济学界的中心外围模型#历 史 学 中

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等都带有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欧洲中心论反对者提出的意见从另一面告诉人 们#
在学者们建构理论模型的时候#不妨从另一面思考思考#这当然是有益的事情$笔者认为#反欧洲中心论

者要驳倒欧洲中心论者尚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因为有详细记录的%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各种伟大事 件

都发生于;"世纪以后#因此这样的历史记录本身就可能带有很大的欧洲中心倾向#因此欧洲中心论者提

出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来检验谁对谁错的问题本身就使反欧洲中心论者处于劣势#因为历史事实本身就带

有强者的烙印的$
#! 感谢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对于本文这一说法的提醒#他指出应小心运用这一说法#并应对之客观

公正地看待$

第三#大多数的论者对李约瑟之谜的讨论都带有或多或少的 )欧洲中心

论* !,12.-4*32)?/"#& 倾 向#! !比 如 Q)R5* !;%!#"#L4*A !;%%%"#X1-E
!;%!<"也支持这一说法"#也就是很多的论者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寻

找不同于西方的因素#似乎那就是中国在;"世纪以后落伍的根源所在#比如

c4F42!;%G$"就认为中国缺乏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的儒家学说与

此相悖"#因而是中国在;"世纪以后落伍的原因&中国缺乏政府对经济的支

持#几千 年 来 中 国 政 府 重 农 抑 商%商 人 阶 级 地 位 低 下 ![4142E42#;%%$&

[+)2F+*E#;%<D&0)+*#;%!D等"&中国的地理地形造就了大一统的局面#不

利于内部的竞争 !L)+/.*C#;%%!#;%%%&S+*C4?#;%%!##$$<等"&中国缺

乏西方的专利%产 权 或 者 投 资 激 励 !寇 宗 来##$$D&张 宇 燕 和 高 程##$$D#

#$$<&艾德荣##$$D##$$<等"$事实上#这种解说中国情形的方法可能具有

一定的误导性#即西方就是参照系#用席文的话来说#就是 )这些假说的一

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把世界科学的历史变成了一部传奇#在其中#只有欧

洲是胜利者#其他任何 人 有 的 只 是 失 败* !Q)R)*#;%!#"$在 这 些 假 说 面 前#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问+为什么;"世纪以前#中国的儒家学说能够与经济发

展相容#为什么之后却不能相容？类似的是#为什么同样受儒家学说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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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够快速进行工业化而中国却不能？为什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新近

发现又再次 表 明 儒 家 学 说 及 其 思 想 在 四 小 龙 经 济 发 展 中 的 正 面 作 用 #比 如

L4*A$;%%%$U8<%？为什么;"世纪以前的地理地形能够容纳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到了;"世纪以后却不行了？为什么中国的官僚体制在;"世纪以前是对经济

发展的一种推动$而为什么到了;"世纪以后却变成了经济发展的累赘？为什么

;"世纪以前中国没有专利但却保持了经济和科技繁荣$但为什么到;"世纪以后

没有专利却发生了财富的大逆转？

看来$在学者 们 探 讨 李 约 瑟 之 谜 的 过 程 中$与 欧 洲 进 行 对 比 并 没 有 错$
它也许有助于学者们认识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欧洲的各种因素及其可能的作用$
但仅仅运用这些单个的不同却很难解释中国从之前的发达到之后落伍的原因

所在&正如黄仁宇在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颇具概括性的观点所

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为何产生 于 欧 洲 而 不 是 中 国$就 譬 如 )一 走 兽 有 别 于

一飞禽$其间 关 系 着 两 方 的 组 织 与 结 构* #黄 仁 宇$;%%&$中 文 版$第#"
页%&著名历史学家黄宗智也在多年有关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之后表示$ )所

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人口或者农业可以单独解释现代工业的发展与未发展$在

此它和其他因素相似$哪怕是 市 场 交 换 #及 劳 动 分 工%或 者 生 产 关 系$或 是

资本积累"产权制度"技术"消费需求以及煤炭++但现代工业革命 显 然 在

很大程度上必须被理解为多因素巧合而非单一因素的事件* #黄宗智$#$$#$
第;&<页%&这表明$如果我们仅仅从飞禽高明于走兽的因素来看$那么飞禽

有翅膀"飞禽有相对于其浮力而言更为轻便的身躯$飞禽甚至有在空中进行

掠食的能力等等$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责骂走兽为什么不能起飞"为什么具

有太大的体重$为什么长的是前腿而不是翅膀$如此等等&看来$要 解 决 走

兽之所以不是飞禽而是走兽的原因却必须从飞禽和走兽之所以为飞禽和走兽

这两种物种本身的进化路径来考察&

#% 参见帕金斯$)从历 史 和 国 的 视 角 看 中 国 的 经 济 增 长*$’经 济 学#季 刊%($#$$D年 第"卷 第"期$第

!%;,%;#页&

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帕金斯在考察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决

定因素后$也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发展并不仅仅是做其他成功国家

做过的事情&每一个国家的经历都有其重要的独特之处$对中国而言更是如

此&然而$如果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特点上$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是

如何经历了一段长路而开始建立现代工业经济的&另一方面$如果忽视了这

些特别之处而只考虑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经历$我们同样无法理解中国这种

转变的本质及其步调&*#%我想$这句话对于正在求解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学家而

言$再恰当不过&即 经 济 学 家 确 不 应 当 再 犯 其 他 社 会 科 学 曾 经 犯 过 的 错 误$
至少应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经济整体

中去寻求真正的李约瑟之谜的解答$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西方$将中国当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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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欧洲来看待#而应清楚中国之为中国而不是欧洲的本质所在$

!二"经济学家的精良武器

我们之所以指出这些假说在事实面前的软肋#同时又从方法论的视角来

考察这些假说的不足#并不是要经济学家放弃对李约瑟之谜的考察#相反则

是要告诉经济学家如何取自己所长#补他人之短#更具效率也更为高效地找

到破解李约瑟之谜的金钥匙$如果从这一点看#经济学家也不要对面前的难

题太过悲观#毕竟他们的工具箱里还储藏了不少的精良武器#问题是如何组

织这些库存的精良武器同时又能够及时采购外面的先进武器#从而才能够从

容地应付破解李约瑟之谜中的种种问题$
首先#经济学家最强调数量和计量方法%实证研究的重 要 性#这 是 他 们

的强项#比如#姚洋 !#$$G+"已运用数理模型 将 初 始 资 源%人 口 人 地 比 例

失调之间逻辑关系精确化了#这较,5R)* !;%&G"等的定性表述更加精确#也

更容易进行经验验证&Q3.E46 !#$$;"也建立了 一 个 两 部 门 模 型 来 模 拟 英 国

;&&$’;!D$年期间的工业革命&陈昆亭和龚六堂 !#$$<"则通过一个修改的

Q3.E46两部门经济模型模拟了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大分流&金观涛等 !;%!G"%
金观涛和刘青峰 !;%!""试图从系统学的角度模型化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等

等$这些均是好的做法#但仅有模型推理并不够#因为任何模型都有较为严

格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否靠得住#首先需要仔细思量&其次#任何假 说 的 解

释力如何#最终均须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同时#在破解李约瑟之谜的过程

中#经济学家 还 应 谨 记#唯 模 型%唯 计 量 的 做 法 也 是 有 失 偏 颇 的$在 这 里#

I21A/+* !;%%D#UU8<&’!!"有关模型的说法也许值得经济学家谨记#即好

的经济学模型就像一幅地图一样#会增加经济学家对问题的认识力#但地图

所要求的精确化 也 会 将 那 些 暂 时 达 不 到 该 要 求 的 知 识 和 信 息 忽 略 掉$因 此#
模型一方面在创造知识#但与此同时它也在消灭知识#其中的权衡经济学家

理应明白$
其次#经济学家又拥有两个很好的分析工具(其一是均 衡 分 析#其 二 是

动态分析$就均衡分析而言#经济学家从很早起就具有悠久的均衡分析传统#
自马歇尔 !;!%$"起#经济学家就着 力 建 构 以 均 衡 分 析 为 主 要 框 架 的 分 析 方

法$而自阿罗 德布鲁 !;%D""以来#经济学家则又很快地从局部均衡方法迈

向了一般均衡分析#而现在经济学家则又强调动态一般均衡分析在经济分析

中的重要性$这样#一方面#经济学家就可以将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需求

或者供给或者市场相互作用的形式考虑进来&另一方面#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还可以考虑这种均衡结果随着时间的变化轨迹#以及随着相关参数变化的比

较动态结果&事实上#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史学家已开始将均衡分

析方法 运 用 于 分 析 中 国 的 历 史 或 者 经 济 问 题$比 如#S+33)/.24 !;%"$"#

4̂)?-(+142+*C[+)2F+*E !;%D!"#[+)2F+*E !;%<D"等 已 运 用 了 王 朝 兴 衰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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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理论 来 论 证 中 华 帝 国 的 周 期 性 兴 衰 和 繁 荣 问 题"又 如#[4142Y42E42
$;%&<%就运用所 谓 的 均 衡 概 念 来 分 析 中 国 社 会 政 治 稳 定 性 的 问 题",5R)*
$;%&G%也运用高水平均衡陷阱来论证中国在;"&;D世纪以后的落伍"L4*A
$;%%%%也运用所谓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延续性和生

命力问题#显然均衡和不均衡也是其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另外#如果经济 学 家 要 想 对 李 约 瑟 之 谜 这 个 错 综 复 杂 的 问 题 给 出 独 特’

可行’可信的解释#还必须从其 他 学 科 借 鉴 或 者 (采 购)一 些 可 行 的 分 析 方

法或者工具"比如#历史学家重视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重视长时间跨

度的历史变迁分析#这是经济学家应该学习和重视的*还有社会学家重视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关注大众与组织的关系’组织与组织的关系等等#这也是

经济学应该有所吸收的*另外#政治学关注团体和团体的关系’国家和国家

的关系#这也是经济学家可以借鉴的内容*而人类学’地理学则重视自然资

源’生态’气候等因素对人类后天经济活动的影响#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学

习和借鉴的"

$三%分析李约瑟之谜的方法论依据

如此说来#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遵循以下几个方法论并作为分析 李 约 瑟

之谜的依据也许是理性的!第一是实证性#也就是说#新的假说应该尽量运

用比较准确的’可验证的’推理过程比较严格的数量或者实证方法#但也不

能完全抛弃那些暂时难以量化的’暂时难以验证的’推理过程很难控制的其

他分析方法#而应该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第二是动态性#也即新的解释性

假说既要能够解释中国在;"世纪以前的成功#也要能解释中国在;!世纪以

后的落伍*第三是非线性或者整体性#也即新的假说不能是线性的#而更有

可能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其中可能涉及多种机制的共存#其中的作用力

可能是多向度的#而非单向度的*第四#这个假说不能具有太强的欧洲中心

论倾向#相反#新的假说应借鉴欧洲#但不能以欧洲为唯一的参照#而 应 该

同时以中国的历史为参照#在中国的过去和近代’欧洲的过去和近代的比较

中来解释问题*第五#尽量采取均衡或者非均衡分析#因为均衡分析是经济

学家所认可的#并且在分析社会和历史问题方面已得到不错的应用#而非均

衡分析则强调了均衡的动态调整以及现实的非均衡"

四!可供经济学家选择的新假说及其解释力

如果经济学家能借鉴以上方法论标准的话#那么#越是符合以上 几 条 标

准的假说也许就应该是今后可供经济学家选择的候选新假说"表#是我们根

据这几项标准 对 每 一 假 说 进 行 测 评 之 后 的 结 果"其 中#加 号 代 表 符 合 程 度#
加号越多#代表符合程度越高#否则就越低*负号表示不 符 合*相 应 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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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取栏显示的是前面正#负号加总的结果$其中正负号可以相互抵消%这

样$加号的多寡就是决定该假说是否成为候选假说的衡量标准%G$

G$ 当然这里给出的测评也是笔者根据这种 假 说 的 观 点 所 给 出 的 主 观 测 评$其 他 的 学 者 和 专 家 也 会 有 完

全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但不这样做$就更难评价一种假说的优劣%我们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我 们 的

评价就像一个靶子一样$有了这个靶子$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都可以对之进行评价$这可以增

进学者们对这一假说的认识’第二$我们有关这个假说是否符合这个标准的评价$也就是(])(_)号也是

主观的$也是我们给社会科学家们竖起的一个靶子$希望专家们在针对这些靶子的争论中$弄清该假说的

内容以及与我们所谓的方法论标准之间的关系%

表!!各种假说及其特征

假说名称 实证性 动态性
非线性*
整体性

是否强调中

国的独特性

是否均衡

分析
是否可取

文化意识形态决定论 _ ] ]] ] _ ]
政治官僚体制决定论 ]_ _ ] ]] _ ]]]
高水平均衡陷阱论 ]] _ ] ] ] ]]]]
技术发明模式论 ] ] _ _ ] ]
地理环境影响论 ]] ] ] ] ] ]]]]]
系统 结构决定论 ] ] ] ] ] ]]]]]
交易成本 分工 市场规模论 ] ] ] _ ] ]]]
制度假说 ]+ ] ] _ ] ]]
小农经济制 度 内 卷 论 或 大 米

经济黑洞假说

] _ ] ] ] ]]

世界体系决定论 _ ] _ _ _ ___
加州学派 ] _ _ ] _ _
比较经济增长假说 ] ] _ ] ] ]]]]

!!由表#可见$最可供经济学选择的假说按照加号多寡依次是系统 结构决

定论#地理环境影响论#高水平均衡陷阱论#比较经济增长假说#政 治 官 僚

体制决定论#交易成本 分工 市场规模论#制度决定论#小农经 济 制 度 内 卷

论或大米经济黑洞假说#文化意识形态决定论%正如前面第二部分和第三部

分所述$由于除系统结构决定论之外的其余假说都具有部分的正确性$但同

时又存在一定的方法论缺陷$因此$经过再次总结和提炼$我们认 为$可 供

经济学家们选择的 (新假说)可能将有以下几个&

;B(系统 结构决定论)$也即将中国和欧洲分别看做两个相互作用的系

统$从各自系统的结构#内部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的比较中来解说

李约 瑟 之 谜%现 在 比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说 法 有 X.15C)*A !;%&<"#金 观 涛 等

!;%!G"#金 观 涛 和 刘 青 峰 !;%!""#黄 仁 宇 !;%%&"#陈 平 !;%%;$;%%<$

#$$#"和L4*A !;%%%$#$$$"等%
金观涛等 !;%!G"#金观涛和刘青峰 !;%!""主要论述了儒家正统的意识

形态#以儒家正统训练的官僚政治以及中国以地主经济为主的经济形式之间

所形成的 (超稳定结构)的变迁以及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连续性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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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这个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社会均衡会

由于以下几种破坏性原因而发生变迁!第一是皇权的放大与权力金字塔的扩

展%第二是土地的兼并%第三是官僚$地主$恶霸 的 横 行"但 与 此 同 时#这

个超稳定结构的存在还有赖于以下所谓的修复机制!第一#调整家庭关系的

宗法家庭%第二#调整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儒家国家学说"结果#中 国 封

建社会就会在这种破坏性原因以及修复机制的相互作用下而陷入周期性的兴

衰当中"他们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确立经过了萌芽$萌

芽结合$斗争和取代三个阶段#而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一阶段 &宋以

前’是存在的#但第二阶段的资 本 主 义 萌 芽 结 合 阶 段 却 被 遏 制 和 破 坏 了#所

以第三阶段就 和 西 欧 出 现 了 本 质 上 的 差 别 &金 观 涛 等#;%!G#第;G#(;G"
页’"其缺陷是模型化比较简单#并且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确立的阶段划分与

历史经验上存在一定冲突"经济学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可建构一个动态的一般

均衡模型#但需要对金观涛 &;%!G’的模型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并付诸于

相应的经验研究#这也许是经济学家今后可努力的一个方向"

L4*A &;%%%##$$$’研究了中国经济史上的主要 问 题#包 括 了 中 国 封 建

社会的连续性#也包括了中国从发达走向不发达的李约瑟之谜"作者建立了

一个自由农民$农业主导和重农主义政府的三重结构模型"第一#从自由农

民与农业的关 系 来 看#农 业 为 全 社 会 提 供 了 生 存 的 基 础 &雇 用 工 作 和 收 入’
自由农民为农业提供了劳动力%第二#农业为政府提供了税收#政府为农业

提供了政治保护%第三#农民为政府提供了官僚$士兵以及管理权#而 政 府

则为农民提供了政治保护以及公共物品%除此之外#宗教和政治信仰$环境

因素$土地所有权$技术以及社会制度等与这三个主要结构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作者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是#由于中国这个三重结构十分稳固#所以

在;"世纪以前#它仍然运转良好#为社会提供了高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技

术水平#直至;!世纪以前#它所带来的生活水准仍然高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L4*A#;%%%#U8G#"’#因此在;!世纪西方的冲击来临之际#它从内部进行

改革的激励并不大#在外来冲击不是很强的条件下#其原有的三重结构仍将

保持基本稳定#结果中国便逐步落后于西方#直至列强入侵$内部新力量的

积聚达到一定程度#结果使该三重结构瓦解"该假说颇具吸引力#因为它能

合理地解释中国在;D世纪以前的先进以及;D世纪以后的逐步落伍#也有一

定的模型和数据支撑#分析方法是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法#因此是经济学家今

后可关注和拓展的解释李约瑟之谜的一种新假说"X.15C)*A &;%&<’强调了中

国和欧洲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系统在理解李约瑟之谜中的重要性#这与

金观涛等 &;%!G’以及L4*A &;%%%’的观点类似"黄仁宇 &;%%&’的观点虽

然是系统结构说#但其最终给出的历史演进图则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陈平

&;%%;#;%%<##$$#’运 用 非 线 性 系 统 演 化 动 力 学 的 模 型 &也 就 是 他 所 说 的

)耗散结构系 统*’解 释 了 李 约 瑟 之 谜"他 认 为#地 理$气 候$人 口$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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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可以解释李约瑟之谜$G;

他的这种假说可被归纳到系统结构论中%也可归纳到地理环境基础上的制度

决定论当中%故在此不再详述$

G; 他认为%中西文明演化路径的分岔起因于两次重大的外部环境冲击&一次是在公元前;;’前!世纪的

中国气候变冷!e(1%;%&%"%导致了畜牧业遭到破坏%于是中国的农业从粗放型向集约方 式 演 化(第 二 次

是;"DG年伊斯坦布尔被土耳其人占领%东西方贸易的交通线路被中断$于是欧洲航海者不得 不 开 辟 从

西方到东方的新航线%结果发现了新大陆%并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开辟了新的市场!’..U42%;%!D"$这

种从生态’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解说可被划分为系统结构说之中%也可被划 分 到 下 文 所 说 的

地理环境影响论之中$具体可参见陈平!;%%;%;%%<%#$$#"等文献$
G# 其中 的 作 用 比 较 复 杂%经 济 学 家 发 现%丰 裕 的 资 源 可 能 不 利 于 技 术 进 步!比 如 N-4/.A51等!;%%%%
#$$;"等"%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丰裕的资源可能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因为资源是技术发展的基础$

#B)资源’人口’技术说*$这是笔者给出的一个用以明确显示其中作用

机制的新说法%由该名称可见%人口#技术和资源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

了该假说的基本框架$首先%人口和资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一方 面%过 多

的人口会消耗资源%促使人均资源占有量下降(另一方面%资源的多少也影

响人口的增长$其次%资源和技术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资 源 丰 裕

与否可能影响技术的发展G#(另一方面%技术的发达可以克服资源稀缺%可以

让少量的资源发挥更大的功效$最后是人口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
人口越多%可能越有利于技术进步 !9.23(%;%!;"(另一方面%技术进步 也

可能影响人口的增长$一个完整的可用于解释李约瑟之谜的 )人 口’资 源’
技术说*可以这样表述&在;"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进步优于西方%因而人

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没有超出合理的区间%所以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好于

西方%而在;"世纪以后中国的技术进步落后于西方%所以中国过快的人口开

始超出了资源的承载能力%中 国 于 是 陷 入 了 )马 尔 萨 斯 陷 阱*当 中$但 这 种

说法将西方的技术进步当做 外 生 条 件$林 毅 夫 !;%%D"试 图 从 发 明 模 式 的 角

度将中国的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科举制度导致的人力资本配置的结果%但他却

没有解释西方的技术进步何以内生化$今后如何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并能将

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做法将是这种解说未来可拓展的一个领域$另外一个缺陷

是这个模型给予农业部门以过多的期待%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

部门%事实上%工 业 部 门 才 是 现 代 增 长 的 核 心 所 在 !S)UU3%;%&"%U8&#"$
可喜的 是%这 一 点 已 为 姚 洋 所 发 现%姚 洋 !#$$G+"就 是 在 )高 水 平 均 衡 陷

阱*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工业 部 门%而 工 业 部 门 存 在 规 模 经 济%因 而 是 该 解

说的一个很好的扩展$

GB)地理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制度决定论*$该说法也是笔者界定的一个新

说法%其实质是前文所说的 )地 理 环 境 影 响 论*与 )制 度 决 定 论*或 )官 僚

体制决定论*的某种综合$值得 注 意 的 是%我 们 这 里 的 地 理 生 态 环 境 包 括 地

理#气候#资源禀赋等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外生因素$首 先%我 们 认 为%地

理环境#气候#初始的资源禀赋等是人类经济活动最为外生的条件%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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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假说的基础和外生条件"但无论从考古发现来看#还是从今天全世界的横

截面数据来看#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要想完全摆脱地理$自然资源对人类

行为的束缚至少从目前看还非常不现实#因而它一定是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

重要基础"其次#不同的地理条件$气候$初始的资源禀赋通常会通 过 三 个

途径影响经济发展!一是直接影响一国的收入水平#二是会影响一国的一体

化程度也就是交通基础设施$贸易$市场范围的大小#三是影响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最后#这些第二层次的因素又可能会影响一

国的收入水平和发展水平"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

有[2+*E+*C .̂/42%;%%%&# .̂C2)E#Q1F2+/+*)+*+*CV24FF)%#$$#&# .̂=
C2)E%#$$G&#N-4/.A51#:.(*?.*+*C .̂F)*?.*%#$$;&等"目前国内运用这

一框架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文献还非常少见#文贯中 %#$$D##$$<&全文的大部

分实质上都运用了这一框架来解释李约瑟之谜#比如他讲到了地理禀赋与早

期文明和希腊文明之间的关系#接着他谈到了内生型城市化加民主政体组成

了科学萌芽的基本条件"他认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约束条件#它对特定地区将出现何种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概率上

的约束力#但是他没有特别强调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制度以及一体化

在中国和西欧社会中的重要性"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环境直接作

用于经济发展以及通过一体化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都会逐步减弱#这是

社会和科技发展能动作用的体现#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 作 用 于

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在长期内存在"赵红军 %#$$D##$$<&建立了这样一个所谓

的交易效率分 析 框 架#他 将 影 响 经 济 发 展 的 因 素 划 分 为 硬 条 件 %比 如 地 理$
气候$技术$交通基础设施等&和 软 条 件 %比 如 在 地 理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各 种 经

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它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作用于

整个经济发展的机制#并解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李约瑟之谜"一个可能

的扩展是#继续运用这一分析框架考察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经济发展或者宋朝

以来的经济发展并回答李约瑟之谜"
另外#小农经济制度内卷论或大米经济黑洞假说也可被归纳到这一假说

当中#原因在于这两个假说均建立在大米种植或者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而

大米种植以及中国式的小农经济又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态因素存在着

天然的关联#在此基础之上便决定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技术特征#而这一技术

特征又构成了中国相应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约束#因此可以想象的是#这一假

说的逻辑关系与地理生态环境决定论稍有不同#在此不再详解"

"B’交易成本 分工 市场规模说("这是经济学中最为古老的有关解释经

济发展的假说#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原因之一可能是它抓住了人类

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最为基本的经济关系"即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分

工的前提是交易成本的降低#而交易成本降低并不一定是问题的全部#一国

经济体要发展#还必须有一个较为广阔的市场范围"可以这样说#当今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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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发展仍然没有逃脱斯密定理的解释范围#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交通

技术的改进$降低了全世界进行劳动分工的交易成本$但如果没有不同国家%
组织的进行相应的制度协调%磨合%接触%合作$就不可能有世界范 围 内 市

场的扩张$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就不可能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

!杨小凯 !;%%;$#$$GC"等"#原因之二是$它给地理%自然资源%制度等影

响人类经济活动的外生条件%内生制度留下了可以扩展的空间#比如$未来

经济学家可以考虑在斯密定理之中加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等因素$并考察

其对于这一定理的影响#韦森 !#$$<"就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了讨论$即晚

清帝国经济发展的停滞是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的制度内卷%市场分工无力深

化%科技发展缓 慢 以 及 社 会 腐 败 等 诸 因 素 相 互 作 用 的 一 个 必 然 结 果#I4556
!;%%&"%Q@1)4!#$$#"%Q()14+*CI4556 !#$$&"%杨 小 凯 !;%%;$#$$G"%赵

红军 !#$$D$#$$<"等都是沿着这一方向而有所斩获的#

DB&比较经济增长假说’#这是本文给出的用以概括经济学家运用不同的

经济增长模型解说李约瑟之谜的假说的总称#由于李约瑟之谜涉及中国和欧

洲两个地理区域$因 此 该 假 说 必 须 建 构 两 个 宏 观 增 长 模 型 并 对 之 进 行 比 较#
现有的文献有Q3.E46 !#$$;"$但它并没有与中国比较的内容$这一点缺陷由

陈昆亭和龚六堂 !#$$<"弥补了$该 文 献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模 型 化 中 国 和 西 欧 的

经济大分流$但事实上却为李约瑟之谜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释#在他们的分

析中$中国和西欧均存在两个部门(((农业和工业部门$农业 部 门 投 入 劳 动

力%土地和农业资本$服从不变规模报酬$工业部门投入人力资本%工 业 资

本以及劳动力$服从不变规模报酬)由于西方具有较为完全的产权%法律体

系等$所以西方的人力资本比较容易转化为物质资本$而中国没有这些制度

条件$原因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配置方式限制了人力资本

对于产出的贡献程度$所以在工业生产技术中$西方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要

大于中国)另外西方和东方人的偏好也大不相同$西方人重视对财富的追求$
而东方人则重视升官耀祖$所以物质资本%农产品%工业品的消费进入西方

的偏好函数当中$而人力资本%农产品%工业品的消费进入东方的偏好函数$
然后通过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产品市场均衡等获得均衡结果#其结

论显示$正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偏好结构$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安排所带来

的技术结构不同$因此$东西方的经济发展便出现了大分流#这一模型运用

经济增长理论诠释了李约瑟之谜$符合主流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且有较强的

解释力$但缺陷是没有得到更多的实证检验$另外它还未能模型化此前东方

的经济发达和西方的相对落后$因而尚需进一步扩展#

五!结!!论

李约瑟之谜是一个老话题$如果我们再回顾李约瑟提出类似问题之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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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历程的话 "参见附录;#$我们就会发现$它甚至是一个非

常古老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讥笑说$李约瑟提出所谓的李约瑟问题简直就和

有人问你 &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一样可笑’GG$甚至

有人还讽刺说$李约瑟问题简直就是个毫无意义的伪问题$但是笔者想说的

是$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伪问题$看上去就像问你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今

天报纸的第三版那样没有意义$但决定一个问题是否有意义的并不是这个问

题本身$而是它是否能促使和鼓励人们去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

GG 比如Q)R5*";%!##就提出类似的说法$但作者并没有运用这种说法来抨击人们对于 李 约 瑟 之 谜 的 研 究

热情%
G" 事实上$学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研究$比如N(51Y+5)+W?(42:B$.@4?6"1’#$M1>5"(’@.@4’#!F"#,@#R
"’>@6’@3!"(!I’4RF’X"’!6$L45()$W*C)+!bZT.2CO*)R42?)36M24??$;%!DB+*CK4.2A4 .̂?4*d?F..E24=
R)4Y$)*E3>@>B’3J!H!$>*B!@"#@4N?$"?1#$N(#@,!$7.5BGD$9.B#":+*B$;%!&#$UU8""G(""D%

李约瑟之谜就是这样$从其表面所问来看$它显然是一个中西比较科技史

的问题$但从其实质来看$学者们通过多年的研究则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说法$
即它可以完完全全成为促使无数学者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长远发展的宏

大问题$也可以完完全全成为一个促使无数学者思考和探讨欧洲长期历史)社

会发展的严肃问题$还可能成为很多学者讨论土耳其)印度之所以未出现科

技革命)工业革命的原因的探讨%G"看来$问题的关键正如Q)R5*教授所说$李

约瑟之谜完全是一个启发性的问题 "(412)?3)-g14?3).*#%所谓启发性问题就是能

够促使人们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启发性问题的作用就

在于人们开始探索它时是有用的$但当我们所掌握的东西已足以对付复杂的模

式时$启发式的问题就变得含糊不清了%并且随着对什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的

清晰的了解$最终就失去了它们的意义’"Q)R5*$;%!#$UU8D$"(D$D#%
如果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就会发现$当国外的不少社会科学家 "不 包 括

经济学家#发现李约瑟之谜已 经 有 点 索 然 无 味 的 时 候$那 可 能 就 表 明$李 约

瑟之谜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为它已经让国外的社会科学家思考清楚了欧

洲长期发展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但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甚至

不少的国外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之所以还对李约瑟之谜仍热情高涨$不断升

温$那可能正说明$李约瑟之谜在启发中国和外国的经济学家思考和探讨中

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长期发展中的功用还未丧失$那也表明中国经济学

家乃至外国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还远未达到令他们满意的程度$而这

恰恰又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这条巨龙竟如此神秘$;"世纪以前

它是令西方羡慕仰 首 的 天 朝 大 国$而;D世 纪 以 后 却 逐 步 沦 落 到 西 方 人 眼 中

&东亚病夫’的地位$但在世界其他古老帝国均灰飞烟灭并成为铁定历史事实

的时候$东方这条巨龙竟奇迹般地复活)苏醒)崛起$并成长为如今 无 人 超

越的 &世界工厂’$在这样宏大)奇特)不同寻常的伟大变迁中$难怪中)外

的经济学家对中国仍如此神迷)如此青睐%在此背景下$笔者所不厌其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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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这样一个成本收益并不对称的#甚至是具有极高风险的研究#可能就被

赋予了一定的时代和理论研究意义$

附录;!;%""年之前有关李约瑟之谜研究历程

附表!!!"##年之前有关李约瑟之谜研究历程

时间 相关李约瑟之谜研究的文献及其简要观点

明朝末年 徐光启认为中国人重视实用#偏 心 妖 妄 之 术 是 导 致 中 国 科 学 落 后 的 原 因$参 见%同

文算指&!;<;"年"$

;<世纪末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认为中国人重视学问#但不重视思辨#重视实利#而不

重视研究#这正是导致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 耶稣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注意到了中国科学的落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

我也认识到了中国科学落后问题$

;&#! 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认为国 家 不 重 视 创 新 人 才 的 培 养#没 有 激 励 性 的 制 度 设 计’内

部和外部缺乏竞争#科举制导致的学而优则仕等是中国科学停滞的原因$

同时或稍后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BX.654(KBcBS4)F*)>(孟德斯鸠(魁奈(休谟(斯密!;&&<"(
LBL)C42.3等对中国科学欠发达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D 任鸿隽第一个指出#中国无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实用归纳这种科学方法$

;%#$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乃是国人)德成而上#
艺成 而 下*的 观 念 已 久#加 上 中 国 缺 少 现 代 学 校(学 会(报 馆 之 类 的 建 制!梁 启 超

;%#$#第#&#""#%"+%D页"$

;%## 化学家王琎在%中 国 之 科 学 思 想&中 指 出 中 国 近 代 科 学 落 后 在 于 政 府 专 制 和 学 术

专制$

;%## 哲学家冯友兰在%为什么中 国 没 有 科 学+++对 中 国 哲 学 的 历 史 和 后 果 的 一 种 解 释&
主张从价值观以及中国人失去征服自然的理想来考察中国近代无科学的原因$

;%GD,;%"< 气象学家竺可桢认为中国实验 科 学 不 发 达 的 原 因 在 于 不 会 利 用 科 学 工 具 和 没 有 科

学精神$

;%"! 经济学家王亚南在%中国官僚 政 治 研 究&中 提 出 官 僚 政 治 阻 碍 中 国 是 中 国 社 会 长 期

停滞的原因$

;%G;#;%D& 德国人魏特夫!c)33T.A45#;%D&"也先后从中国水利社会的集权特征方面对 中 国 为 什

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进行了探讨$

;%"",;%D",;%!; 李约瑟提出所谓的李约瑟之谜$

附录#!中国学者历年来李约瑟之谜研究文献数量与学科分类

GD 根据中国知网!YYYB-*E)B*43"上 的’()*+N-+C4/)-:.12*+5?[155=34Z3L+3+F+?4!W*-51C4?’:M"数 据

库数据整理$我们的统计的时间为;%!$年+#$$&年;$月#%日$

截至#$$&年#仅国内学术期刊数据库GD里显示的以 )李约瑟*主题的文章就有"#D篇

之多#并且还有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不断升温的趋势#如图#所示$

从专门针对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或 )李约瑟难题*所涉及的领域来看#科学(

社会学(哲学(文化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一直是国内李约瑟之谜研究最为集中的

领域$从我们根据#$世纪!$年代国内发表的有关这三个主题的文章的统计分类图G可见#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年代以后各个领域有关李约瑟之谜的研究相对于!$年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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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世纪#"年代以来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李约瑟研究论文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

出现了快速增加的趋势"相对而言#科学领域有关李约瑟之谜的研究出现较早#在#$世纪

%$年代以后变化并不太大#而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文化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

从%$年代开始迅速增加"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世纪之交之时#有关李约瑟之谜这个千

古之问的思考和研究迅速升温"综合图#和图G可看出##$世纪!$年代以来国内有关李约

瑟之谜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图$!!"世纪%"年代以来国内按照领域划分的李约瑟之谜研究文章

资料来源!作者统计"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内有关李约瑟之谜的研究总体上 有 不 断 增 加 的 趋 势"

这表明#国内有关李约瑟之谜的研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现实和应用主义的倾向#这似乎印

证了钱宝琮先生所说的那种 %中国人太重实用&$%不重视科学&的说法"但国内学者对李

约瑟之谜的热情的确反映了这样一点事实#即要么是 %李约瑟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社会

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要么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需要人们更加深刻地思考和解答

像李约瑟之谜这样的千古之问"

第二#李约瑟之谜从其本来所问来看#显然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题#但从其所问的实质

内涵以及学者们解答这一问题的视角来看#却不再仅仅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题#而更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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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中国地理#气候#资源禀赋#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甚至官僚体制等方方面面的宏大

社会问题$如果更为现实地看的话%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则完全是一种督促当下国人和学者认

真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竭力建构中国长远未来的一种问题意识甚至爱国情怀的反映&

参 考 文 献

’;( N-4/.A51%LB%QB:.(*?.*%+*C:B̂ .F)*?.*%)V(4’.5.*)+5b2)A)*?.T’./U+2+3)R4L4R45.U/4*3*

N*,/U)2)-+5W*R4?3)A+3).*+%GB!1’3#@E3>@>B’3C!H’!5%#$$;%%;!D"%;G<%,;"$;B

’#( 艾德荣%)回应政府质疑*一个自然的不可能性或者一个不合理的合作假设+%-经济学!季刊".%#$$<

年第<卷第;期%第G"%,GD<页&

’G( 艾德荣%)职权结构#产权 和 经 济 停 滞*中 国 的 案 例+%-经 济 学!季 刊".%#$$D年 第"卷 第#期%第

D";,D<#页&

’"( X+4-(542%:B%:BP+55%+*CJ%J+**%!4C?B"%E?1>*!#@4"(!C’6!>-E?1>*!BbZT.2C*X5+-E=

Y455%;%!!B

’D( X+5+>?%,B%N(’@!6!N’H’$’[#"’>@#@4;?1!#?31#3&B94YP+R4**f+54O*)R42?)36M24??%;%<"B

’<( X5+13%:B%7(!N>$>@’[!1f6I>4!$>-"(!L>1$4%M!>,1#*(’3#$J’--?6’>@’6B#@4E?1>3!@"1’3A’6R

">1&B94Yf.2E*V(4K1)5T.2CM24??%;%%GB

’&( X5+13%:B%E’,("E?1>3!@"1’3A’6">1’#@6B94Yf.2E*V(4K1)5T.2CM24??%#$$$B

’!( X.15C)*A%IB%)V(4K24+3S+Y?.T’(+*A4+%)*V+*ANB%[Bc4?3T)45C%+*C:Bc.2546!4C?B"ER

H>$?"’>@%L!$-#1!%#@47’B!6’@E3>@>B’36B’+*+C+*S4Z)*A3.*X..E?%;%&<B

’%( 查有梁%)从耗散结构理论看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 后 的 原 因+%-社 会 科 学 研 究.%;%!<年 第#期%第

;#,;<页&

’;$(陈昆亭%龚六堂%)-大 分 流.模 型 化 解 析,,,文 化#制 度 与 增 长+%-北 京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年第#期%第;;",;#"页&

’;;(陈平%)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经历看中西科技体制和学风的差距+%-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回顾

和展望.国际研讨会报告%#$$#年"月;G日&

’;#(陈平%)东西方文明的分歧和演化,从文化人类学#微观历史学到演化动力学+%;%%<年G月在北京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后收入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年%第;,#$页&

’;G(陈平%)劳动分工的起源与制约,从斯密困境到广义斯密原因+%-经济学!季刊".%#$$#年第;卷第#期&

’;"(’(4*%MB%)944C(+/d?014?3).*+*C’()*+d?,R.513).*=’+?4?.T9.*=4g1)5)F2)1/Q.-)+5V2+*?)=

3).*+%)*Q-.33%KB!4CB"%7’B!%C(&"(B6%#@4N(#>6’@"(!U!5J’#$>,?!5’"(U#"?1!BN/4?*

W.Y+Q3+34O*)R42?)36M24??%;%%;B

’;D(’(4*%MB%)b2)A)*.TL)R)?).*.TS+F.2+*C+Q3.-(+?3)-J4-(+*)?/.TL)TT424*3)+F)5)36+%E?1>*!#@

=>?1@#$>-V*!1#"’>@C!6!#13(%;%!&%G$%#"<,#D$B

’;<(’.(4*%PB%7(!F3’!@"’-’3C!H>$?"’>@*GA’6">1’>,1#*(’3#$.@Z?’1&B’()-+A.*O*)R42?)36.T’()=

-+A.M24??%;%%"%’(B<%"G%,"!GB

’;&(L4*A%KB%)N’2)3)-+5Q12R46.T 4̂-4*3 4̂?4+2-()*’()*4?4,-.*./)-P)?3.26+%E3>@>B’3A’6">R

1&C!H’!5%#$$$%DG!;"%;,#!B

’;!(L4*A%KB%7(!K1!RB>4!1@N(’@!6!E3>@>B&*F"1?3"?1#$EZ?’$’W1’?B#@4N#*’"#$’6"F"!1’$’"&B

S.*C.*+*C94Yf.2E*̂ .1354CA4%;%%%B



第"期 赵红军!李约瑟之谜 ;<"G!

";%#L)+/.*C$:$%M445)*A’()*4?4b*).*&$U#"?1!$;%%!$#%$"GG’"G"B

"#$#L)+/.*C$:B$M?@6$M!1B6#@4F"!!$!"(!Q#"!6>-A?B#@F>3’!"’!6B94Yf.2E!cBcB9.23.*$

;%%&B

"#;#L1-(4?*4$̂ B$%N?)+[)2?3？&=>?1@#$>-A’6">1’3#$F>3’!"&$#$$<$<(;)$<%’%;B

"###,5R)*$JB$%c(6’()*+[+)54C3.’24+34+*,*C.A4*.1?W*C1?32)+5’+U)3+5)?/!N’2)3)g14.TJ+Z

c4F42d?,ZU5+*+3).*&$7(!>1&#@4F>3’!"&$;%!"$;G(G)$G&%’G%;B

"#G#,5R)*$JB$7(!K#""!1@>-"(!N(’@!6!K#6"BQ3+*T.2C$’.**!J43(14*$;%&GB

"#"#[+)2F+*E$:B$NB,-E?34)*$+*CSBf+*A$%,-.*./)-’(+*A4)*,+256J.C42*’()*+!+*N*+563)-

[2+/4Y.2E&$E3>@>B’3J!H!$>*B!@"#@4N?$"?1#$N(#@,!$;%<$$%(;)$;’#<B

"#D#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二十一世纪+$;%%&年第""期,

"#<#[4142Y42E42$NB%’()*4?4,-.*./)-P)?3.26)*’./U+2+3)R4M42?U4-3)R4&$)* .̂UU$MB(4CB)$

A!1’"#,!>-N(’@#!N>@"!B*>1#1&K!16*!3"’H!6>@N(’@!6!N’H’$’[#"’>@BX42E4546!O*)R42?)36.T

’+5)T.2*)+M24??$;%%$B

"#&#伏尔泰$*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G#G页,

"#!#伏尔泰$*哲学辞典+(上)$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GG$’G#G页,

"#%#[1*A$fB=SB$%c(6’()+(+?9.Q-)4*-4’N*W*342U243+3).*.TP)?3.26+*C’.*?4g14*-4?.T’()=

*4?4M()5.?.U(6&$7(!.@"!1@#"’>@#$=>?1@#$>-E"(’36$;%##$G#(G)$#G%’#<GB

"G$#K.5C?3.*4$:B$%,TT5.24?-4*-4?+*C,-.*./)-K2.Y3()*c.25CP)?3.26!̂ 43()*E)*A3(4-̂)?4.T

3(4c4?3.+*C3(4W*C1?32)+5)>+3).*$&=>?1@#$>-L>1$4A’6">1&$#$$#$;G(#)$G#G’G!%B

"G;#K.5C?3.*4$:B%V(4 )̂?4.T3(4c4?3’b29.3？N 4̂R)?).*3.Q.-).=,-.*./)-P)?3.26&$F>3’>$>,’R

3#$7(!>1&$#$$$$;!(#)$;&D’;%"B

"G##P.F?.*$:B$7(!E#6"!1@V1’,’@6>- L!6"!1@N’H’$’[#"’>@B94Y f.2E!’+/F2)CA4O*)R42?)36

M24??$#$$"B

"GG#P1+*A$MB$%V(4M+2+C)A/+3)-’2)?4?)*’()*4?4Q31C)4?!U+2+C.Z4?)*Q.-)+5+*C,-.*./)-P)?3.=

26&$I>4!1@N(’@#$;%%;$;&(G)$#%%’G";B

"G"#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

"GD#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载于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信+

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G年,

"G<#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G年,

"G&#:.*4?$,B$%V(4 4̂+5014?3).*+F.13’()*+!c(6c+?3(4Q.*A,-.*./)-N-()4R4/4*3*.3 4̂=

U4+34C？&G?6"1#$’#@E3>@>B’3A’6">1&C!H’!5$;%%$$G$(;)$D’##B

"G!#:.*4?$,B$7(!E?1>*!#@I’1#3$!!E@H’1>@B!@"6$E3>@>B’!6#@4M!>*>$’"’36’@"(!A’6">1&>-

E?1>*!#@4G6’#B’+/F2)CA4!’+/F2)CA4O*)R42?)36M24??$;%!;B

"G%#I4556$JB$%V(4L6*+/)-?.TQ/)3()+*K2.Y3(&$O?#1"!1$&=>?1@#$>-E3>@>B’36$;%%&$;;#

(G)$%G%’%<"B

""$#孔祥智$%高水平陷阱？&*读书+$#$$G年第;#期$第&;’&<页,

"";#寇宗来$*专利制度的功能和绩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D年,

""##I21A/+*$MB$J!H!$>*B!@"$M!>,1#*(&#@4E3>@>B’37(!>1&B’+/F2)CA4!JWVM24??$;%%DB

""G#S+*C4?$LB$%c(6,12.U4+*C3(4c4?3？c(6*.3’()*+？&=>?1@#$>-E3>@>B’3K!16*!3"’H!6$

#$$<$#$(#)$G’##B

"""#S+*C4?$LB$7(!L!#$"(#@4K>H!1"&>-U#"’>@6!L(&F>B!#1!F>C’3(#@4F>B!F>K>>1B

94Yf.2E!cBcB9.3.*i’./U+*6$;%%!B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D$S+*A%KB%&Q3+34=Q6?34/?+*C3(4b2)A)*?.TJ.C42*Q-)4*-4’+’./U+2)?.*.T,12.U4+*C’()=

*+(%)*V.3.?6C4e4U43*4E%QBi:B:+6%!4C?B"%E#6"G6’#@N?$"?1#$#@4A’6">1’3#$K!16*!3R

"’H!6B,C/.*3.*’̂ 4?4+2-(W*?3)3134T.2’./U+2+3)R4S)342+3124+*C’2.??=’15312+5Q31C)4?%O*)=

R42?)36.TN5F423+%;%%&%&;)%<B

#"<$S+*A%KB%&c(6Q-)4*-4L)C9.3L4R45.U)*’()*+’NP)?3.2)-+5’./U+2)?.*c)3(,12.U4(%N(’R

@#U!56J’,!6"!’9L"%;%%!%:1*4;%B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年讨论稿%9.B’#$$<$;%B

#"!$S)*%:B%&V(4944C(+/M1>>54’c(63(4W*C1?32)+5 4̂R.513).*L)C9.3b2)A)*+34)*’()*+(%E3>R

@>B’3J!H!$>*B!@"#@4N?$"?1#$N(#@,!%;%%D%"G!#"%#<%)#%#B

#"%$S)1%LB%&N94YQ12R46.T3(4*944C(+/014?3).*+(%M+U42U24?4*34C3.3(4c.25C’.*T424*-4

.*Q-)4*-4%)*X1C+U4?3%P1*A+26%;%%%%:1*4#%3():156;?3B

#D$$刘钝%王杨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

社%#$$#年.

#D;$龙登高%&中西比较经济史新探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年第;期%第;$");;;页.

#D#$S1-+?%̂ B%&V(4W*C1?32)+5 4̂R.513).*’M+?3+*C[13124(%Q!4!1#$C!6!1H!;#@:>-I’@@!#*>$’6

G@@?#$C!*>1"%#$$"%J+6%D)#$B

#DG$J+CC)?.*%NB%N(’@!6!E3>@>B’3K!1->1B#@3!’@"(!P>@,C?@BM+2)?’b,’L%;%%!B

#D"$J.6E2%:B%&,12.-4*32)-)36 V2)1/U(+*3(%GB!1’3#@ A’6">1’3#$ C!H’!5%;%%%%;$"!""%

;#";);#"<B

#DD$J.6E2%:B%&V(4 )̂CC54.T*V(4K24+3L)R42A4*-4+’W*34554-31+5+*C,-.*./)-[+-3.2?)*3(4

K2.Y3(.T3(4c4?3(%A’6">1’3#$F*!#:’@,’7(!;?$$!"’@>-"(!A’6">1’3#$F>3’!"&%#$$G%D!;"%

#)<B

#D<$J.6E2%:B%7(!M’-"6>-G"(!@#’A’6">1’3#$V1’,’@6>-"(!T@>5$!4,!E3>@>B&BM2)*-43.*+*C

bZT.2C’M2)*-43.*O*)R42?)36M24??%#$$#B

#D&$944C(+/%:B%F3’!@3!#@4N’H’$’[#"’>@’@N(’@#%]>$%.%.@"1>4?3"’>@B’+/F2)CA4’’+/F2)CA4O=

*)R42?)36M24??%;%D"B

#D!$944C(+/%:B%F3’!@3!’@71#4’"’>@#$N(’@#’GN>B*#1#"’H!K!16*!3"’H!BP.*AI.*A’V(4’()=

*4?4O*)R42?)36M24??%;%!;B

#D%$944C(+/%:B%7(!M1!#"7’"1#"’>@’F3’!@3!#@4F>3’!"&’@N(’@##@4L!6"BS.*C.*’K4.2A4N554*

+*CO*Y)*%;%<%B

#<$$9.23(%LB%+*C^BV(./+?%7(!C’6!>-"(!L!6"!1@L>1$4’GU!5E3>@>B’3A’6">1&B’+/=

F2)CA4’’+/F2)CA4O*)R42?)36M24??%;%&GB

#<;$9.23(%LB%F"1?3"?1!#@4N(#@,!’@E3>@>B’3A’6">1&B94Yf.2E+*CS.*C.*’cBcB9.23.*

i’./U+*6%;%!;B

#<#$M42E)*?%LB%&K.R42*/4*3+?N*bF?3+-543.W*C1?32)+5)>+3).*’V(4’+?4.T9)*4344*3(=’4*3126

’()*+(%=>?1@#$>-E3>@>B’3A’6">1&%;%<&%#&!""%"&!)"%#B

#<G$皮建才%&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我们到底站在哪里？)))与文贯中/张宇燕/艾德荣等商榷(%,经济学

!季刊"-%#$$<年第<卷第;期%第G$%)G#"页.

#<"$0)+*%cB%7(!M1!#".@!1"’#’F3’!@"’-’3F"#,@#"’>@’@71#4’"’>@#$N(’@#BS.*C.*’’2../

P45/%;%!DB



第"期 赵红军!李约瑟之谜 ;<"D!

"<D#任鸿隽$%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D年第;卷第;期)

"<<# 4̂?3)R.$QB$%:.?4U(944C(+/+*C3(4’./U+2+3)R4Q.-).5.A6.T’()*4?4+*CJ.C42*Q-)4*-4&$

C!6!#13(’@F>3’>$>,&>-T@>5$!4,!$F3’!@3!#@4G1"$;%&%$#$#D*D;B

"<&#Q+-(?$:B$+*CNBc+2*42$%,-.*./)-’.*R42A4*-4+*C,-.*./)-M.5)-)4?&$P+2R+2CW*?3)3134.T

,-.*./)- 4̂?4+2-(c.2E)*AM+U42?;&;D$P+2R+2C=W*?3)3134.T,-.*./)- 4̂?4+2-($;%%DB

"<!#Q()14$’B$%V2+*?U.23’.?3?+*C3(4K4.A2+U(6.TN2F)32+A4)*,)A(344*=’4*3126’()*+&$GB!1’R

3#@E3>@>B’3C!H’!5$#$$#$%#+D,$;"$<*;";%B

"<%#Q()14$’B$+*CcBI4556$%J+2E43?)*’()*++*C,12.U4.*3(4,R4.T3(4W*C1?32)+5̂ 4R.513).*&$

GB!1’3#@E3>@>B’3C!H’!5$%&+",$;;!%*;#;<B

"&$#Q)R)*$9B$%c(63(4Q-)4*3)T)- 4̂R.513).*L)C9.3V+E4M5+-4)*’()*+*.2L)C*d3W3？&载李国豪等

编EX*$>1#"’>@6’@"(!A’6">1&>-F3’!@3!#@47!3(@>$>,&’@N(’@#B上 海!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年)

"&;#Q/)3($NB+;&&<,$G@.@Z?’1&’@">"(!U#"?1!#@4N#?6!6>-L!#$"(>-U#"’>@6B’()-+A.!O*)=

R42?)36.T’()-+A.M24??$;%&<B

"&##Q3.E46$9B$%N01+*3)3+3)R4J.C45.T3(4X2)3)?(W*C1?32)+5 4̂R.513).*$;&!$*;!D$&$L4U+23=

/4*3.T,-.*./)-?$O*)R42?)36.T’()-+A.$c.2E)*AU+U42B#$$;B

"&G#c+55)?34)*$WB$7(!I>4!1@L>1$4F&6"!B.$N#*’"#$’6"G,1’3?$"?1!#@4"(!V1’,’@>-"(!E?1>R

*!#@L>1$4E3>@>B&’@"(!F’X"!!@"(N!@"?1&B94Yf.2E!N-+C4/)-M24??$;%&"B

"&"#汪立鑫$%李约瑟之谜的思考和探讨***系统动力学的解释&$’财经研究($#$$D年 第&期$第D;*

D%页)

"&D#王国忠$%-李约瑟难题.面面观&$’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

"&<#王钱国忠$’李约瑟文献D$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年)

"&&#王漪$’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c4F42$JB$7(!C!$’,’>@>-N(’@#!N>@-?3’#@’6B#@47#>’6BB94Yf.2E!V(4J+-/)55+*’./=

U+*6$;%<"B

"&%#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戴尔钟罩***研究西方社会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只历史原因的一

个可能的视角&$’社会科学战线($#$$<年第;期$第&#*!D页)

"!$#c4*$:B$%c(6c+?’()*+V2+UU4C)*NA2)+2)+*Q.-)436*N*,-.*./)-K4.A2+U()-+5NUU2.+-(3.

944C(+/M1>>54&$c.2E)*AM+U42$L4U+23/4*3.T,-.*./)-?$V2)*)36’.554A4$#$$<B

"!;#文贯中$%李约瑟之谜与经济地 理 学 的 启 示$答 皮 文 的 评 论&$’经 济 学+季 刊,($#$$<年 第<卷 第;

期$第G#D*GG<页)

"!##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 化 与 走 出 农 本 社 会 的 冲 动$李 约 瑟 之 谜 的 经 济 地 理 学 解 析&$’经 济 学+季

刊,($#$$D年第"卷第#期$第D;%*D"$页)

"!G#c)33T.A45$IB$V1’!@"#$J!6*>"’6B!GN>B*#1#"’H!F"?4&>-7>"#$K>5!1B94YP+R4*!f+54O=

*)R42?)36M24??$;%D&B

"!"#吴彤$%从自组织看-李约瑟难题.&$’自然辩证法通信($;%%&年第G期$第#%*G%页)

"!D#f+*A$hB$+*C:BX.25+*C$%NJ)-2.4-.*./)-J4-(+*)?/T.2,-.*./)-K2.Y3(&$=>?1@#$>-K>R

$’"’3#$E3>@>B&$;%%;$%%+G,$"<$*"!#B

"!<#f+*A$hB$+*CfB=IB9A$F*!3’#$’[#"’>@#@4E3>@>B’3V1,#@’[#"’>@BN/?342C+/!9.23(=P.5=

5+*C$;%%GB

"!&#姚洋+$%高水平均衡陷阱$李约瑟之谜再思考&$’经济研究($#$$G年第;期$第&;*&%页)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姚洋F%&地域’制度与李约瑟之谜(%)读书*%#$$G年第;期%第"$+"&页,

#!%$f.1*A%NB%&W*-24+?)*A 4̂312*?+*C,-.*./)-M2.A24??(%E3>@>B’3=>?1@#$%;%#!%G!!;D#"%

D#&+D"#B

#%$$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 机

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D年第"卷第#期%第"%;+D;!页,

#%;$张宇燕%高程%&阶级分析’产权保护与长期增长(%)经济学!季刊"*%#$$<年第<卷第;期%第GG&+

G"!页,

#%#$赵红军%&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 化%一 个 理 解 中 国 经 济 转 轨 的 模 型 及 其 经 验 证 据(%)经 济 学!季

刊"*%#$$<年第D卷第"期%第;$";+;$<<页,

#%G$赵红军%)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D年,

#%"$竺可桢%&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国风半月刊*%;%GD年第&卷第"期,

O3&P&&.3-%G)JJ9&!/3$)9.=#$"$%,(+(:##&*+
M9.8;*$+3&(&($4P&QM"&(？

Pb9K:O9 ePNb
!F(#@,(#’S@’H!16’"&>-Q’@#@3!#@4E3>@>B’36%

F(#@,(#’.@6"’"?"!>-Q>1!’,@71#4!"

:7(+4-#+!V(4C4F+34.*3(4944C(+/M1>>54+F2.+C(+?Y+2/4C1U+A+)*)*342/?.T

F.3(-.*34*3?+*C?-.U4?)*24-4*364+2?BP.Y4R42%Y(+3’()*4?44-.*./)?3?(+R4C.*4+24

*.3?.?+3)?T+-3.26BV()?U+U42T)2?3U.)*3?.133(+33(424+24/+*6(6U.3(43)-U2.F54/?)*

3(4)2C4F+34?%+*C3(4*+*+56>4?3(4-+1?4?3(+3F2.1A(3+F.133(4?4U2.F54/?B9.3)*A?./4

/43(.C.5.A)-+5F)+?4?)*3(4-1224*324?4+2-(%3()?U+U42U2.R)C4?*4Y(6U.3(4?4?3(+3(+R4

/.244ZU5+)*)*AU.Y42+*C.R42-./43(4+F.R4U2.F54/?BW3-.*-51C4?F6C)?-1??)*A3(4?)A=

*)T)-+*-4.T4-.*./)?3?d?31C6.*3(4944C(+/M1>>54B

<=>’9-((,5,#-+,$"!N;;%X#D%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