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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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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心理学、经济学和哲学三个层面，重新审视 了科学的探 索创新、务实求真、怀疑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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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cientif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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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From three aspects of psychology，ecorlomic8 and philosophy，this paper looks closely at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pragmatism and seelcing truth，scepticism and criticism． 

Key words：scierlt?,e；spirit；discussion 

科学是人类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科学揭示的 

是世界的秩序和规律，展现的却是人类的理性和情 

感，推动的则是整个世界的变化与发展。因此，尽管 

在科学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但始终都不能也 

从来没有阻止人们义无返顾的跋涉登攀；不管科学 

形态发生了何种变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科学精 

神却始终指引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科学精神就是 

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追求真 

理的精神，就是敢于怀疑、批判超越的精神。正是这 

种精神，才使人类成其为人类，也才赋予历史以价 

值、现实以意义、未来以希望。 
一

、 感性的理性化与理性的感性化——对科学 

之探索创新精神的心理学描述 

人类是感性和理性的集合体。在人类漫长而曲 

折的进化过程中，尽管这种集合曾经并且常常发生 

偏差，但却都高度整合。原始状态下，当人类明确而 

固执地遵循单一的因果链条追根寻源到一定程度 

时，便发现那其实是 自己给 自己设定的一个无法达 

到的目标；于是，就以又一个设定作为满足自圆其说 

的逻辑终点。所以，不管西方宗教里的“上帝”还是 

中国传说中的“盘古”，都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它 

们犹如一个长途跋涉且已精疲力竭的旅行者得到的 

喘息驿站和心灵慰藉。自由的思想一定以确定的结 

论为归缩。这些设定便因此成为人类探索世界过程 

中第一代创新成果，尽管它离科学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 

因此 ，关于科学起源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人 

类为什么偏偏要想去认识世界、解释现象⋯⋯的一 

个人类内在世界的心理学问题，因此她构成整个科 

学活动的主体性基础。究竟是什么激发起人类的冲 

动和热情呢?根据个体生长是种群演化缩影的理 

论，专家学者便从婴孩身上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好 

奇心”或“求知欲”。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景：夜深人 

静，万籁俱寂，一个小孩双手托腮，举 目太空，“Twin． 

kle twinkle little star，how 1 wonder what you are!”此时 

此刻的确与亚当夏娃偷吃善恶树上果子的情况完全 

相同，因为只要可能，那小孩肯定非摘一个星星下来 

看究竟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事实，我们就把 

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作为一种先天、与生俱来的感情 

情结，归之于人类的本性，并且认为它就是科学的原 

初动力之所在。无论是否如费尔巴哈所言，深邃浩 

瀚的客观世界是否是一本书，反正人类都想把它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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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眼界之内、思想之中，要去翻一翻、看一看，且 

要看它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显然，这就 

开始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征程，单凭愿望和热情远不 

能达到，必须借助于人类具有的另一种天赋(理性) 

为其导航。 

人类理性的优点在于能整理零散、多变、易逝的 

感觉 、知觉和表象，使之形成一个体系，不管此体系 

多么原始，它都一定内在一致。健康人类必然有健 

全思维。然而，随着一个个用以解释客观世界的拟 

人化感性形象充斥大脑，以至连 自己都为此井井有 

条观念中的世界图景欢欣鼓舞时，人类理性便开始 

审视那个早就存在但却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客观世 

界真如此吗?何以能确定这一点呢?显然，思维内 

部的自圆其说尽管十分必要和重要，但却远远不够， 

还必须为其找到一个可靠的外部依据；否则，就无法 

保证不是胡思乱想，因为此时的思想也许完全是一 

相情愿的自以为是，跟做梦没有区别。于是，人类便 

致力于将感性理性化，把形象提升到抽象水平。经 

过一段并不算短的时间和并不平坦的道路，人们终 

于意识到在所有千差万别的感性现象背后，还存在 

着某种深层次的具有根本性的东西，正是它决定着 

世界的性质和面貌。对这种东西通过从概念到判断 

再到推理的加工处理，人们便得到如下结论：首先， 

客观世界不但是真实的存在，而且还是一种具有逻 

辑或规律的存在，正因如此，它才不会乱来，才显得 

秩序井然；其次，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具 

有一种理性思维能力，所以才能够认识并把握客观 

世界的逻辑或规律；第三，人类的使命便因此而得以 

明确，那就是千方百计、蝉精竭虑去揭示客观世界的 

这些逻辑或规律。以此说明了人类的意义和科学根 

据。从此，由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人类才真正理 

直气壮：一方面，探索并创造出许多新名词、新概念、 

新理论，以不断为前人的设定赋予新的涵义；另一方 

面，为保证理性创造的坚持不懈而不断提供感性支 

持，包括信心、信念、信仰，乃至汗水 、鲜血和生命。 

人类的天真与质朴天真使人类坚定、痴心、勇于 

探索，从而为科学注入无限活力；质朴使人类不为名 

利、不计得失、敢于创新，从而让科学结出累累硕果。 

正是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感性的理性化和理性的感 

性化，使人类执著而又不僵化、青春而又日趋成熟。 

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对科学之 

务实求真精神的经济学分析 

科学有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体现于科学的探索 

创新活动，也体现于科学的传播应用过程；不仅体现 

于科学的正向作用，还体现于科学的负面效应。但 

是，所有这些代价不管多么巨大，相对于人类如果没 

有科学所要付出的代价而言，却都要小得多。这就 

是科学价值之所在。构成这种价值基础和前提的便 

是使人类从 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中获取 自由的 

科学的务实求真精神。 

人类与动物之根本不同就在于 自身进行的是一 

种体外进化。这种进化的特点是通过把科学知识客 

观化，使其具有相对独立性，通过学习和教育获得并 

传递下去。其优越性在于一方面突破了动物的躯体 

束缚，使人类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代超过一 

代；另一方面把科学技术化，使人类几乎可以无限地 

延长自己的四肢、感官、大脑，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 

动中解放出来。人类耗费很大精力和很多时间去认 

识世界，并且不厌其烦地检验其真实可靠性，就是为 

了利用它去改造世界，即磨刀不误砍柴功。由此可 

见，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种善于以最小投人换取最大 

收益的经济动物，人类文明不过就是人类善于认识 

和利用 自然必然性的聪明，以及善于认识和利用社 

会必然性的开明。 

科学是人类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在农业文明 

中，人类通过认识和利用四季更替、植物生长等规 

律，有效地使劳动与土地相结合，创造了赖以生存的 

物质财富；在工业文明中，人类通过认识和利用力 

学、电学等规律，有效地使能源与资本相结合，创造 

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正 

在通过认识和利用信息、教育等规律，使科学与技 

术 、资源与环境相结合，去创造还要多得多的社会财 

富，使自己得到可持续发展。总之，不论是“资源一 

工具一技术一科学”的传统模式，还是“科学一技术 
—

工具一生产力一经济一社会”的现代进程，人类始 

终都因逐步科学化而以较小代价获取巨大进步。 

在制度文明层面，科学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开明。 

当人们认识到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无限时，便不惜 

抛弃沿袭上千年的自然经济制度，采取了能使资源 

得到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 ，利用供需、价格和竞 

争机制，促进了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当人们发现以 

世袭制和终身制为特征的君主政体会给人类带来莫 

大风险甚至严重灾难时，便不惜以各种方式直至暴 

力革命将其摧毁，建立起以选举制和任期制为特征 

的民主政体，从而促进政府廉明和政策高明，即在内 

耗最小的协同状态下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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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务实就难以求真，没有真就没有善与美，这是 

人类文明的全部精华，不管对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 

科学都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必须以务实求真为 

根本要求。因此，实事求是绝不只是一个哲学原则， 

更是一个经济学原则，是一切科学方法和科学活动 

的本质特征。科学与经济内在统一：凡是科学的必 

定是经济的．并且，只有科学的才是经济的。 

三、局限与超越——对科学之怀疑批判精神的 

哲学思考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只有 

宗教，人类会感到过于渺小；如果只有科学，又会因 

此觉得过于伟大。为了使人类不至于过分 自卑或 自 

负，于是便产生了哲学。前两句是针对某种认识而 

言．即人们对宗教和科学的双重误区，其中有的至今 

仍在伤害着科学。所以，从哲学角度，把科学与宗教 

联系起来思考．对于进一步揭示科学的实质，对于当 

前正在开展的普及科学知识 、推广科学技术、弘扬科 

学精神，都具有特别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科学有局限。这种局限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作为科学主体的人．他特定的生理和心理所形 

成的认知结构便成为无法避免的一种先天制约性； 

其二，认识客体是一个多样性、复杂性 、易变性、无限 

性的存在．人们不可能完全、绝对地把握，科学就具 

有了相对性；其三，主体用以认识客体的方法和手段 

与人们的实践水平紧密相关．即科学具有社会历史 

性；其四．从根本上讲，不管使用何种方法和手段．主 

体都只能在作用于客体以后才去认识客观世界。即 

人们只能认识经过自己改变过后的世界，它的本来 

面目或本征态却始终都不能确定，这就使科学具有 

了不完备性。 

人类就是人类，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仙。上述 

种种局限，其实并非科学的缺点，而是人类认识的特 

点。正是基于人类理性的这种反思，才使人们没有 

把认识对象当成崇拜对象，没有把科学当成信仰．而 

是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科学，既不掉进盲 目迷 

信的绝对主义陷阱，又不陷人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 

泥潭。这便是科学的怀疑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在皮 

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中表示为“图式一同化一调节一 

平衡”的科学在主体层次的自我更新；在波普的批判 

理性中则表示为“PfL_一rI，I— EE_PP”的科学在客观 

知识层面的不断进化。借助这种精神，人类得到了 

超越 自身的可能：思维超越躯体、群体超越个体、后 

代超越前辈。由此，科学一方面不断分化和深化，另 
一 方面又不断综合和交叉，从而与在对偶像的虔诚 

信奉中故步 自封、止步不前的宗教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怀疑批判精神上升到哲学层面，便是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它在肯 

定看待事物的同时．把现成的一切都认为是包含有 

否定因素，因而是暂时、迟早都要灭亡的，即新生事 

物不可战胜。因此，科学性与革命性内在一致。 

当然，怀疑不是简单 的不相信 ，而是对任何东 

西、哪怕是科学本身都保持的必要警觉，注意到随着 

时间、空间和其他条件的变化所发生的变化，以便随 

时修正原有的结论。批判也非简单否定，而是分析 

和研究任何东西包括科学在内都持一种客观态度， 

此时遵循的是事实优先、价值中立的科学原则。因 

此，怀疑与批判的结合，必然与务实求真和探索创新 

相联系，于是便形成科学精神的三位一体，从而使科 

学超然于宗教与玄学，乃至国家与民族。当宗教信 

徒抱着他的信条走向死亡时，人类则在务实求真中 

怀疑批判，在怀疑批判中探索创新，在探索创新中不 

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死去的只是谬误 、傲慢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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