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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中思维方式的演进

张 巨 青

人类的科学活动是历史发展的
,

理论思维与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历史发展的
,

存在着叨

显的变异
。

如果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来说
,

悟性 (或译
“

知性
”
) 的活动与理性 (辩证思维 )

的活动两者不同
:
前者的基本特点是局部地

、

固定地
、

分隔地
、

抽象地研究被认识的对象 ,

后者的基本特点是整体地
、

流动地
、

统一地
、

具体地研究被认识的对象
。

恩格斯曾经认为
:

整个悟性活动
,

归纳
、

演绎
、

分析
、

综合
、

抽象等等 (请注意
,

这里

所列举的都是各自分隔的
、

单独的
、

固定的
,

并不是作为对立统一的
,

相互渗透
、

相互转化的
:

如归纳与演绎
、

分析与综合
、

抽象与具体等 )
, “

所有这些方法— 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

切科学研究手段— 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
。

它们只是在程度上 (每一情况下的方法

的发展程度上 ) 不同而已
。

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
,

那末方法的

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
,

并导致相同的结果
。

— 相反地
,

辩证的思维—
正因为它是以撰

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 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
,

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 (佛教徒和

希腊人 ) 才是可能的
,

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
,

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
。

虽然如此
,

早在希

腊人中间京蹄
.

了预示着后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 !
”

①

纵然人们不把认识过程划分为感性
、

悟性和理性三个阶段
,

而把认识看作是从感性经验

上升到理性思维
,

也同样是可以澄清问题的
。

那就是说
,

在理性思维中或者在科学理论思维

领域里
,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研究态度 )
。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思维 方 式 (研 究 态

度)
,

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描述
,

而且
,

由于社会文化思想史方面存在着种种复杂的因素
,

各派学者又各自以其不同的独特术语去描述它们
。

因而
,

理解这种高难度的哲理性间题
,

不

单要见之于言传
,

而且更需要意会
。

那么
,

在科学理论思维的领域中
,

这 两 种 不 同 的 思 维 方 式 (研 究态度 )
,

究 竟 有 何 区 瓤

呢 ? 就粗 略 大致而 言
,

月 下 两 点 区 别 则 是 非 常 根 本 的

:

(一 ) 一种思维方式是分哲件的
,

目 的 在 于 认 识 事 物 构 成 的 最 简 单 要 素 与 其 结 构 的 稳 定

秩 序
,
另 一 种 思 维 方 式 是 整 体 性 的

,

目 的 在 于 认 识 事 物 的 总 体 演 化 与 其 系 统 的 动 态 秩 序

。

(二 ) 与上 述相应 的
,

一 种 思 维 方 式 是 以

坤 冬 的 甲
丁

件
为 逻 辑 基 础

,
另 一 种 思 维 方 式 是

.

以

对 立 面 的 统 一 为 逻 辑

基

础

。

这 两 种 不 同 的 理 论 思 维 方 式 (研究态度 )

— 德国古典哲学家称之为“

悟 性

”

和

“

理 性

” ,

而 当 代 心 理 学 家 皮 亚 杰 等 人 则 称 之 为

“

分 析 性 理 性

”

和

“

辩 证 理 性

” 。

— 都是在人类科学活
动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同 时

,

它 们 也 在 人 类 科 学 活 动 的 历 程 中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迹

。

如 果 我

们 回 顾 一 下 人 类 科 学 活 动 的 一 般 历 程

,

那 就 不 难 发 现

:
在 科 学 思 维 领 域 中 存 在 着 两 种 不 同 的

,
皮 亚 杰 口

、

为
: “

这 种 区 别 是 本 质 性 的

,

同 样 当 然 的 是

,

并 不 存 在 两 种 理 性

,

只 有 理 性 可 以 采 取 的 两

种 态 度 或 两 类

`

方 法

’

(用 笛 卡儿 赋 予 这 个 词 的 意 思 )
。 ”

②



,
其 间 有 着 显 著 不 同 的 特 征

。

古 代 的 自 然 哲 学 家

,

为 了 理 解 世 界 所 作 的 最 初 尝 试

,
就 是 确 信 世 界 的 万 物 都 是 由 一 种 最

-

基 本 的 物 质 (实体 ) 构成的
,

只 是 对 这 种 作 为 万 物 本 源 的 犷 实 体

”

究 竟 是 什 么

,

各 派 的 看 法 颇

`

为 不 同

。

初 期 提 出 的 见 解 大 多 是 直 观 性 的

,

比
如

,

或 持

“

水

”

说

,

或 持

“

土

”

说

,

或 持

“

气

”

说 等

等

。

而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就 导 致 留 基 伯 和 德 漠 克 利 特 提 出 了 抽 象 的

“

原 子 论

” 。

德 漠 克 利 特 认 为

:

正 象 悲 剧 和 喜 剧 能 用 同 样 字 母 写 成 一 样

,

这 个 世 界 上 的 各 种 各 样 事 件 都 能 由 同 样 的 原 子 来 实

现

,

只 要 它 们 占 有 不 同 的 位 置

,

并 能 作 不 同 的 运 动

。

按 照 古 代

“

原 子 论

”

的 说 法

,

物 质 的 最
小

的 不 可 分 割 的 组 成 单 位 是 原 子

,

原 子 本 身 是 永 恒 不 变

、

不 生 不 灭 的

“

实 体

” ,

它 们 的 唯 一 性 质

就 是 占 据 空 间 (
“

虚 空

”

)
。

事 物 的 多 样 性 以 及 一 切 可 感 知 的 质 的 差 别 (如
“

红

” 、 “

酸

” 、 “

坚

硬

”

等 性 质 )
,

都 以 原 子 在 空 间 (
“

虚 空

”
) 中的不同位置和排列来解释

。

也 就 是 说

,

世 界 上

一 切 事 物 的 可 感 知 性 质 都 被

“

分 析

”
(归化 ) 为原子在空间的各种不同的

_

几 何 组 合

。

古 代

“

原 子

论

”

的 这 种 基 本 倾 向 与 其 分 析 性 的 思 维 方 法

,

对 后 来 的 科 学 发 展 产 生 了 持 久 而 强 有 力 的 影 响

。

到 了 近 代

,

由 于 新 兴 自 然 科 学 的 发 展

,

人 们 从 化 学 实 脸 中 获 得 了 新 的 认 识

。

凡 是 化 学 上

不 能 进 一 步 分 解 的 组 成 单 位 就 是

“

元 素

” ,
化 学 元 素 有 几 十 种

,

一 种 元 素 的 原 子 不 同 于 另 一 种

』

元 索 的 原 子

。

在 这 一 点 上 显 然 是 偏 离 了 古 代

“

原 子 论

”

的 设 想

。

但 是

,

17 一 18 世纪的化学元素

原子论仍然肯定
:

各 种 元 素 的 原 子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永 恒 不 变 的
,
一 切 化 合 物 都 是 由 不 同 元 素 的

原 子 排 列 成 原 子 团 (分子 ) 而构成的
。

19 世纪初
,

当 普 劳 特 提 出 所 有 化 学 元 素 的 原 子 都 是 由

组 原 子 所 构 成 的 这 个 杰 出 的 假 说 时

,

原 子 论 又 戏 剧 性 地 展 示 出 新 的 一 幕

,

似 乎 氢 原 子 就 相 当

于 古 希 腊 思 想 家 所 设 想 的 那 种 构 成 一 切 事 物 本 源 的 最 小 单 位

。

总 之

,

在 这 个 时 期

,

那 些 继 承

古 代 原 子 论 基 本 倾 向 与 分 析 性 思 维 方 式 的 学 者 们 确 信

:
无 论 是 化 学 和 物 理 现 象

,

还 是 生 命 现

象

,

甚 至 精 神 现 象

,

最 终 都 可 以 分 析 (还原 ) 为原子的各种不同行为
。

这 就 是 与 近 代

“

原 子

论

”

相 伴 生 的

“

还 原 论

” 。

在 19 世纪
,

由 法 拉 第 和 麦 克 斯 韦 所 创 建 的 电 磁 理 论

,

使 古 代 和 近 代 原 子 论 的 基 本 设 想 之

一 —
“

虚 空

”

的 观 念 破 灭 了

。

对 于 原 子 论 来 说

, “

原 子

”

与

“

虚 空

”

两 者 是 缺 一 不 可 的

。

但 是

,

法 拉 第 却 提 出 电 与 磁 周 围 都 有 一 种

“

场

”

存 在

,

而 且 电 场 与 磁 场 是 互 相 感 应 又 可 转 化 的

。

随 后

,

麦 克 斯 韦 则 更 进 一 步 确 认 电 场 与 磁 场 是 不 能 分 割 的 整 体 —
电磁场,

并 能 以 波 的 形 式 在 空 间

辐 射 传 播

。

光 也 不 过 是 电 磁 波 的 一 种

,

是 一 种 可 以 见 到 的 电 磁 波

。

他 把 电

、

磁 和 光 都 统 一 起

来 了

。

这 样 也 兢 是 宣 告

:
原 子 论 所 谓 的

“

虚 空

”

是 根 本 不 存 在 的
!

可 是
,

彻 底 摧 毁 古 代 和 近 代 原 子 论 者 关 于
“

原 子

”

是 世 界 本 源 实 体 这 一 古 老 教 条 的

,

则 是

现 代 原 子 物 理 学

。

当 卢 瑟 福 提 出 原 子 的 行 星 系 模 型 时

,

这 不 仅 意 味 着 原 子 是 一 种 复 合 物

,

而

且 它 同 太 阳 系 一 样 复 杂

,

是 有 待 于 人 类 探 索 的

“

微 观 世 界

” 。

进 一 步 的 研 究 表 明

,

不 仅 原 子 核

是 由 原 子 和 中 子 组 成 的 复 合 物

,

而 且 还 存 在 着 介 子 等 其 它 寿 命 很 短 的

“

基 本 粒 子

” 。

这 些 基 本

粒 子 是 变 化 不 息 又 能 相 互 转 化 的

。

那 么

,

基 本 粒 子 究 竟 有 多 少 种
? 它 们 能 否 象 化 学 元 素 周 期

系 那 样 有 序 地 排 列 呢 ? 这 些 问题 至今仍 然是 个 谜
。

不 仅 如 此

,

自 狄 拉 克 提 出

“

反 粒 子

”

与

“

负 能

”

的 开 拓 性 理 论 之 后

,

人 们 又 认 识 到 无 论 是 粒

子 还 是 能 量

,

都 存 在 着

“

正

”

与

“

反

”

的 对 立 面
:

正 电 子 — 负电子多正质子— 负质子,
正 中

子 — 负中子,
正 元 素 — 反元素;

正 星 体 — 反星体,
正 能 盈 — 负能量,

等 等

。

由 于 安

得 森 发 现 了 正 电 子

,

而 且 证 实 了 正 电 子 和 负 电 子 相 搜 则 湮 没 转 化 为 光 量 子

,

反 之

,

光 量 子 又

_

能 转 化 为 一 对 电 子 偶

。

这 样

,

人 们 又 对

“

实 物

”

与

“

场

”

的 相 互 转 换 关 系

,

认 识 得 更 为 具 体 了

。

现 代 科 学 的 发 展 突 破 了 以 往 原 子 论 者 所 沿 用 的 分 析 性 的 研 究 方 式

,

而 代 之 以 整 体 性
的

研



,

究
方 式

。

无 论 是 宏 观 世 界 还 是 微 观 世 界 都 应 当 看 作 是 个 动 态 演 变 的 整 体 性 系 统

,
它 们 只 是 在

层 次 上 不 同 而 已
。

大 而 复 杂 的

“

母 系 统

”

包 含 着 许 许 多 多 的

“

子 系 统

” 。

因 此

,

与 其 去 探 求 组 成

事 物 的 不 可 分 割 的 最 简 单 要 素 和 静 态 的 秩 序

,

不 如 去 探 求 特 定 系 统 的 变 化 发 展 和 动 态 的 秩 序

。

今 天 人 们 已 经 明 白

,

从 宏 观 世 界 到 微 观 世 界

,

从 无 机 界 到 有 机 界

,

一 切 存 在 的 事 物 都 是

含 有 种 种 复 杂 因 素 而 不 断 地 转 换 的 动 态 系 统

。

那 么

,

应 当 如 何 理 解 万 物 的 运 动 变 化 和 生 成 发

展 呢 ?

运动究 竟是 什 么呢 ? 古 希 腊 的 思 想 家 对 此 进 行 过 长 期 而 又 激 动 人 心 的 争 论
。

埃 利 亚 学 派 的

一

哲 学 家 芝 诺 认 为

,

从 感 觉 上 说

,

确 信 有 运 动

,

但 从 理 性 上 说

,

运 动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并 不 是 真

`

实 存 在 的

。

他 对 运 动 提 出 过 四 个 反 驳 (疑难 )
。

为 什 么 芝 诺 会 对 运 动 疑 惑 不 解 呢
? 这是 因为 他发 现 了运动 自身 的矛盾 (间断性与非间断

性之间的矛盾 )
。

他 的 错 处 不 在 于 发 现 矛 盾

,

而 在 于 从 发 现 矛 盾 而 走 向 否 认 运 动 的 可 能 性

。

产 生 这 样 的 错 误 绝 不 是 偶 然 的

,
而 有 其 深 刻 的 认 识 上 的 根 源

。

列 宁 说

: “

如 果 不 把 不 间 断 的

东 西 割 断

,
不 使 活 生 生 的 东 西 简 单 化

、

粗 糙 化

,

不 加
以 割 碎

,

不 使 之 僵 化

,

那 么 我 们 就 不 能

想 象

、

表 达

、

测 量

、

描 述 运 动

。

思 维 对 运 动 的 描 述

,
总 是 粗 糙 化

、

僵 化

。

不 仅 思 维 是 这 样

,

而 且 感 觉 也 是 这 样

,
不 仅 对 运 动 是 这 样

,

而 且 对 任 何 概 念 也 都 是 这 样

。 ” ③ 芝 诺 把 活 生 生 的
、

运
动

过 程 分 割 为 无
穷

的 部 分 并 给 予
孤

立 地 考 察

。

正 是 这 种

“

悟 性

”

思 维 方 法 使 他 以 为 运 动 是 不

可 能 的

。

黑 格 尔 也 说 过

: “

造 成 困 难 的 永 远 是 思 维

,

因 为 思 维 把 一 个 对 象 在 实 际 里 紧 密 联 系

着 的 诸 环 节 彼 此 区
分 开 来

。

思 维 引 起 了 由 于 人 吃 了 善 恶 知 识 之 树 的 果 子 而 来 的 堕 落 罪 恶

,

但

它 又 能 医 治 这 不 幸

。 ”
④如 果 人 们 能 把 运 动 作 为 完 整 的 过 程 并 统 一 起 来 考 察 的 话

,

那 么 就 会

一

认 识 到 正 是 运 动 自 身 的 矛 盾 使 运 动 成 为 可 能

。

实 际 上

,

并 不 是 矛 盾 使 运 动 成 为 不 可 能

,

而 是

只 有 辩 证 地 思 维 才 能 理 解 运 动

。

哲 学 家 们 在 讨 论 运 动 时

,

需 要 辩 证 地 思 考

,

把 运 动 理 解 为

: “

不 间 断 性 (连续性 〕 与 两

断 性 (不连续性 ) 的统一
” ,

即 矛 盾 (对立面 ) 的统一
。

那 么

,

科 学 家 们 是 否 也 需 要 这 样 思

考 同 题 呢
? !

人 们 不 妨 回 顾 一 下 近 代 物 理 学 对 于 光 的 本 质 的 论 争
。

以 牛 顿 为 代 表 的 一 派 认 为 光 的 本 质

是 微 粒 (间断的或不连续的 )
,

提 出

“

粒 子 说

” ,
以 惠 更 斯 为 代 表 的 另 一 派 则 认 为 光 的 本 质 是

波 (非 间断 的或 连续 的 )
,

提 出

“

波 动 说

” 。

按 照 经 典 物 理 学 的 眼 光 来 看

,

如 果 光 是 粒 子 (间断

的 )
,

那 就 不 可 能 是 波 (非间断的 )
。

如 果 光 是 波 (非间断的 )
,

那 就 不 可 能 是 粒 子 (间断

的 )
。 “

在 经 典 物 理 中

,

一 束 光 和 一 束 电 子 是 根 本 不 相 同 的

。

前 者 是 一 束 经 由 空 间 的 某 一 方 向

传 播 的 电 磁 波
,
物 质 并 没 有 动

,

变 化 的 仅 是 电 磁 场 在 空 间 的 状 态

。

与 之 相 反

,

一 束 粒 子 则 由

实 在 的 物 质 以 一 个 个 小 单 元 笔 直 地 向 前 运 动 组 成
,
它 们 之 间 的 差 异 犹 如 湖 面 上 的 波 动 与 一 群

沿 着 同 一 方 向 游 动 的 鱼

。

因 此

,

当 物 理 学 家 发 现 电 子 束 有 波 性

,

而 光 束 又 有 粒 子 性 的 时 候

,

还 有 什 么 事 情 比 这 更 使 他 们 吃 惊 呢 ?
”

⑤ 物 理 学 家 发 现 光 量 子 的 二 象 性 ( 间断 性与非 间断 性
,

或 连 续 性 与 非 连 续 性 )
,

犹 如 芝 诺 发 现 运 动 自 身 的 矛 盾 一 样 地 感 到 迷 惑

。

因 为 一 个 东 西 不 能

伺 时 是 一 个 粒 子 (即限制 于很小 体 积 内的实体 )而 又是 一个 波 ( 即扩展 到一个 大空 间 的场 )
。

⑥

现 代 的 物 理 学 家 们 怎 样 对 待 这 种 困 境 呢 ? 量 子 力 学 的 创 始 人 之 一
、

杰 出 的 物 理 学 家 海 森

】

堡 对 此 的
回

答

,

可 说 是 再 精 明 不 过 了

。

他 说

: “

在 物 理 学 发 展 的 各 个 时 期

,

凡 是 由 于 出 现 上

述 这 种 原 因 而 对 趁契 实 验 为 基 础 的 事 实 不 能 提 出 一 个 逻 辑 上 无 可 指 责 的 描 述 的 时 候

,

推 动 事 物

前 进 的 最 富 有 成 效 的 做 法

,

就 是 往 往 把 现 在 所 发 现 的 矛 盾 提 升 为 原 理

。

这 也 就 是 说

,

试 图 把 这

个 矛 盾 纳 入 理 论 的 基 本 假 说 之 中 而 为 科 学 知 识 开 拓 新 的 领 域

。 ”
⑦



、

哥 本 哈 根 学 派 的 领 导 人 尼 尔 斯

·

玻 尔 则 提 出 了 著 名 的

“

互 补 厦

理

”

或 称

“

并 协 原 理

”

(P r i n e i pl e o
f

e o m pl e m e n t ar i t y )
。

依 照 玻 尔 的 说 法

: “

当 人 们 企 图 按 照

,

经 典 方 式 来 描 绘 一 种 原 子 过 程 的 历 程 时

,

所 得 的 经 验 可 能 显 得 是 相 互 矛 盾 的
,
但 是

,

不 论 如 何

矛 盾

,

它 们 却 代 表 着 有 关 原 子 系 统 的 同 样 重 要 的 知 识

,

而 且

,

它 们 的 总 体 就 包 举 无 余 地 代 表 了

这 种 知 识
,
在 这 种 意 义 上

,

这 样 的 经 验 应 该 被 看 成 是 互 补 的

。

互 补 性 这 一 概 念 绝 不 会 使 我 们

.

离

开 自 然 的 独

立

观 察 者 的 地 位

,

这 一 概 念 应 该 被 认 为 是 在 逻 辑 上 表 现 了 我 们 在 这 一 经 验 领 域

中 进 行 客 观 描 述 时 所 占 的 位 置

。 ” ⑧这 就 像 列 宁 说 过 的 ,
间 题 不 在 于 有 没 有 运 动

,

而 在 于 如

何 在 概 念 的 逻 辑 中 表 达 它

。

而 玻 尔 的

“

互 补 性

”

概 念

,

正 是 把 互 相 排 斥 的 两 种 图 象 互 相 补 充 成

为 统 一 的 整 体 性 知 识

。

玻 尔 不 象 芝 诺 那 样

,

发 现 了 矛 盾 就 加 以 怀 疑 和 否 定

,

而 是 主 张 以 矛 盾

统 一 的

“

互 补 性

”

概 念 作 为 概 括 经 验 的 逻 辑 基 础

。

他 说

: “

互 补 性 概 念 绝 不 包 括 和 科 学 精 神 不

相 容 的 任 何 神 秘 主 义

,

它 指 示 了 描 述 并 概 括 原 子 物 理 学 中 的 经 验 的 逻 辑 基 础

。 ”

⑨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不 仅 仅 是 有 关 光 的 本 性 的 知 识 需 要 以 矛 盾 统 一 为 逻 辑 基 础 给 出 描 述

,

而

且 原 子 世 界 的 一 切 现 象 都 必 须 以 矛 盾 统 一 为 逻 辑 基 础 给 出 描 述

。

德 布 罗 意 之 所 以 能 够 提 出

、

“

物 质 波

”

的 设 想

,

正 是 以 这 种 逻 辑 思 路 为 前 提 的

。 “

连 续 和 不 连 续 过 程 之 间 的 这 种 二 象 性

,

最 后 在 法 国 人 德 布 罗 意 的 著 名 论 文 中 得 到 了 意 义 最 为 深 远 的 叙 述

。

他 断 言

,

正 如 光 可 以 用 微

粒 说 也 可 以 用 波 动 说 这 两 种 相 互 矛 盾 的 直 观 图 象 来 解 释 一 样

,

所 以 物 质 的 终 极 构 造 物 电 子

,

也 必 须 给 以 附 加 一 个 波 场

。

因 此 按 照 德 布 罗 意 的 看 法

,

在 一 定 范 围 内 也 可 以 把 物 质 直 观 地 看

-

作 是 一 种 连 续 的 波 动 过 程

。

以 后 对 这 个 假 说 的 实 验 验 证 也 都 清 楚 地 表 明

,

连 续 和 不 连 续 过 程

之 间 的 二 象 性 如 一 条 裂 缝 那 样 贯 穿 着 原 子 物 理 的 整 个 过 程

。 ”

L 可 以 说
,

量 子 力 学 的 创 立 与

现 代 原 子 物 理 学 发 展 的 本 身 就 是 对 辩 证 思 维 理 论 的 基 础 原 理 的 证 认

。

尽 管 玻 尔 从 量 子 力 学 中 提 出 的

“

互 补 性 原 理

”

所 表 现 的 辩 证 法 倾 向 还 是 羞 羞 答 答 的

,

然 而

,

他 却 能 大 致 地 看 到 这 种 辩 证 思 维 原 理 的 普 遍 适 用 性

。

首 先

,
他 联 想 到 爱 因 斯 坦 的 相 对 论

,

他

、

是 这 样 认 为 的

: “

尽 管 在 引 起 相 对 论 发 展 和 引 起 量 子 论 发 展 的 那 些 物 理 间 题 之 间 有 很 多 差 别

,

但 是

,

相 对 论 论 证 和 互 补 性 论 证 之 间 的 一 种 纯 逻 辑 方 面 的 对 比 将 使 人 们 看 到

,

在 放 弃 客 体 的

惯 常 物 理 属 性 的 绝 对 意 义 方 面

,

这 二 者 是 有 着 一 些 显 著 的 类 似 点 的

。 ”
@ 玻尔不仅对物 理 现

象
,

而 且 对 生 命 现 象 和 心 理 现 象 等 都 主 张 应 用 互 补 的 整 体 性 描 述 方 式

。

这 比 原 子 论 传 统 的 那

.

种
以

分 析 性 思 维 方 式 为 基 础 的

“

还 原 论

” ,

要 高 明 得 多 了

。

这 里

,

应 当 说 明 的 是

,

我 们 的 注 意 力 并 不 在 于 对 玻 尔 的

“

互 补 原 理

”

作 出 系 统 的 评 价

,

而

只 是 为 了 说 明 现 代 科 学 发 展 与 思 维 方 式 演 变 两 者 之 间 的 深 刻 联 系

。

这 一 点

,

对 于 自 然 科 学 家

来 说

,

他 们 也 是 格 外 认 真 的

。 “

为 什 么 自 然 科 学 上 的 一 个 特 殊 发 现

,

会 同 一 般 的 哲 学 间 题 在

根 本 上 发 生 起 关 系 来 了 呢 ? 这 显 然 只 有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当 由 于 这 种 发 现 而 提 出 了 或 者 回 答 了

性 质 非 常 一 般 的 间 题 的 时 候 才 有 可 能

。

这 就 是 这 些 问 题

,

它 们 的 目 的 不 在 太 过 于 讨 论 自 然 科

、

学 的 一 个 特 殊 领 域

,

而 倒 是 完 全 在 自 然 科 学 的 方 法 或 者 一 切 科 学 的 基 本 假 设 方 面

。 ”

@

当代
,

人 们 愈 来 愈 看 清 了 希 腊 哲 学 家 探 讨 运 动 生 成 间 题 的 深 远 意 义

,

也 更 加 懂 得 了 探 讨

.

悟 性

”

(分析性的 ) 与
“

理 性

”
(整体性的 ) 这两种不 同思维方式的积极意义

。

耐 人 寻 味 的 是

作 为 物 理 学 家 的 海 森 堡 居 然 颇 有 感 慨 地 说

: “

在 量 子 论 的 认 识 论 分 析 中

,

尤 其 是 在 玻 尔 所 给

予 它 的 形 式 中

,

还 包 含 着 许 多 会 使 人 想 起 黑 格 尔 哲 学 方 法 的 特 征

。 ”

L

通 晓 数 学
、

逻 辑 学

、

物 理 学

、

生 物 学

、

社 会 学

、

心 理 学 以 及 科 学 史 的 皮 亚 杰

,

他 是 以 研

-

究 科
学

认
识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问 题 而 著 名 的

,

这 位 学 者 十 分 敏 锐 地 察 觉 到

,

现 代 科 学 发 展 的 趋 向

是 突 破

“

原 子 论 式

”

的 分 析 性 研 究

,

要 求 作 出 整 体 性 的 被 他 称 作 为

“

结 构 主 义

”

式 的 研 究

。

在 他

二



,

许 多 学 科 领 域 都 正 在 经 历 一 场

“

结 构 主 义

”

式 的 革 命

,

并 告 诫 人 们 别 忘 了 这
样

一
个 基

本 事 实

: “
即 在 各 种 科 学 本 身 的 领 域

,

结 构 主 义 总 是 同 构 造 论 紧 密 联 系 的

,

而 且 就 构 造 论 而 言

,

因 为 有 历 史 发 展

,

对 立 面 的 对 立 和

`

矛 盾 解 决

’

等 特 有 的 标 记

,

人 们 是 不 能 不 承 认 它 有 辩 证 性

质 的

,

更 不 用 说 辩 证 倾 向 与 结 构 主 义 倾 向 是 有 共 同 的 整 体 性 观 念 的 了

。 ”

必 皮 亚 杰 在 阐 明 结 构

主 义 的 构 造 论 时

,

如 同 海 森 堡 在 论 及 量 子 力 学 的

“

互 补 性

”

原 理 时 一
样

,

也

“

想 起 黑 格 尔 哲
学

方

二
法 的 特 征

” 。

他 说

: “

因 为 时 常 就 是 构 造 过 程 本 身

,

在 同 种 种 肯 定 结 合 起 来 时 产 生 种 种 否 定

,

接

下 去 在 共 同 的

`

矛 盾 解 决

’

中 再 得 到 它 们
之 间 的 协 调 一 致

。 ” “

这 个 黑 格 尔 或 康 德 的 模 式 并 不 是

一

抽 象 的 模 式 或 纯 概 念 的 模 式

,

否 则 它 就 会 既 不 能 使 科 学 也 不 能 使 结 构 主 义 感 兴 趣 了

。 ”
0

本世纪上半叶
,

在 英 美 有 不 少 人 把

“

分 析 哲 学

”

奉 为 正 统 哲 学

,

然 而

,

当 代 科 学 发 展 却 日 益 抛

弃 了

“

分 析 哲 学

”

中 的 陈 旧 观 念

。

正 如 现 代 一
般 系 统 论 的 开 创 人 贝 塔 朗 菲 十 分 尖 锐 地 指 出 的

那 样

: “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的 认 识 论 (及其哲学 ) 是由物理主义
、

原 子 主 义 的 观 点
以 及 关 于 知 识 的

`
照 相 理 论

’

所 决 定 的

。

但 从 今 天 的 知 识 状 况 来 看

,

上 述 观 念 的 确 是 相 当
陈 腐 了

。

因 为 不 仅 物

_

理

主 义 和 还 原 论

,

还 有 出 现 在 生 物 学

、

行 为 科 学 和 社 会 科 学 领 域 中 的 那 些 间 题 和 思 维 形 式 也

应
同 等 地 加

以 考 虑

。

当 代 技 术 和 社 会 是 如 此 复 杂

,

传 统 的 方 法 和 手 段 已 远 不 够 用 了 — 探索
`

整 体 的

’

(或系统的 ) 和有关最一般本质的研究方法便应运而生 了
。 ”

L

显 然
,

当 今 西 方 学 术 界 涌 现 出 来 的 这 股 具 有 辩 证 倾 向 的

“

系 统 哲 学

”

思 潮

,

正 在 猛 烈 地 冲

击
着 以

“

逻 辑 原 子 论

”

倾 向 为 中 心 的

“

分 析 哲 学

” 。 “

系 统 哲 学

”

的 一 个 显 著 特 征 是 它 与 当 代 许 多

新 兴 的 综 合 学 科

、

横 断 学 科 (如系统论
、

控 制 论

、

信 息 论 等 等 ) 同步地发展起来
。

其 影 响 已 在 盛

行

“

分 析 哲 学

”

的 英 美 学 术 界 急 剧 地 扩 大

,

更 不 用 说 它 在

“

分 析 哲 学

”

影 响 较 弱 的 欧 洲 大 陆 国 家

里 所 激 起 的 反 响 了

。

然 而

,

尽 管 当 代 系 统 哲 学 及 其 同 类 的 思 潮 具 有 强 烈 的 辩 证 法 倾 向

,

面 早

,

影 响 很 广

,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它 们 已 给 出 了 现 成 而 完 整 的 辩 证 思 维 方 法 论

。

某 些 敬 仰

“

分 析 哲 学

”

而 着 了 迷 的 学 者

,

他 们 认 为 辩 证 法 是 不 屑 一 顾 的
,
也 有 某 些 敬 仰

`

辩 证 法

”

而 把 它 奉 为 教 条 的 学 者

,

他 们
以 为 经 典 的 条 条 框 框 是 至 上 的

。

以 上 这 两 种 态 度 都 不

可 取

。

我 们 认 为

,

应 当 努 力 研 究 当 代 科 学 发 展 的 新 情 况

、

新 问 题

、

新 成 就

,

创 造 性 地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

无 论 对 西 方 的 分 析 哲 学 (
“

逻 辑 的 原 子 论

”

) 思潮
,

还 是 对 西 方 的 系 统 哲 学

·

(
“

逻 辑 的 系 统 论

”
) 思潮

,

都 应 当 采 取 有 分 析 的 态 度

,

吸 取 精 华

,

去 其 谬 误

。

总 而 言 之

,

关 于 辩 证 思 维 的 方 法 论

,

是 探 讨 哲 学 与 各 门 科 学 发 展 的 产 物

,

是 对 世 界 认 识

沥
史 的 总 结

,

是 对 人 类 社 会 一 切 优 秀 的 科 学 与 文 化 成 就 的 总 结 和 概 括

。

注 释

:

、

①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第 8 卷
,

第
5 4 5 页

。

②O Q 皮亚杰
: 《 结 构 主 义 》 ,

商 务 印 书 馆
1 9 86 年 版

,

第 86
、

84
、

86 页
。

③ 《列 宁 全 集 》 第 38 卷
,

第
2 85 页

。

④ 黑 格 尔 : 《 哲 学 史 演 讲 录 》 第 1 卷
,

三 联 书 店
1 95 6年 版

,

第
2 90 页

。

⑤ 韦 斯 科 夫
: 《 二 十 世 纪 物 理 学 》 ,

科 学 出 版 社 1 97 9年版
,

第 28 页
。

⑥ 参 着 海 森 堡 : 《物 理 学 与 哲 学 — 现代科学中的革命》
,

科 学 出 版 社
1 974 年 版

,

第 17 页
。

⑦LLL 海森 堡 : 《严 密 自 然 科 学 基 础 近 年 来 的 变 化 》
,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

第
1 36

、
1 3了

、
1 48

、

16 0页
。

⑧⑨@ 玻尔
: 《 原 子 物 理 学 和 人 类 知 识 》 ,

商 务 印 书 馆
19 64年 版

,

第 82
、

1。。
、

71 页
。

O 拉兹洛
: 《 系 统 哲 学 导 论 》 ,

贝 塔 朗 非 所 写 的 序 言

,

英 文 版 第 18 一 19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