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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 西腊文明是欧洲文化由神性思维向理性思维嬗变而有了科学文化的萌芽于其哲学中的时期。中世纪

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体现了神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激烈拼搏 ,其 间诞生了为现代科学产生所需的观念。在此基

础上 ,文 艺复兴时期的理性思维文化所促进的先验性思辩科学文化走向现代实证性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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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种社会文化 ,⊥种植根于理性逻辑思

维的认知文化。从人类古老的祖先到今天的人类 ,

在这漫长的由原始蒙昧到文明理性的进化过程中 ,

其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求知 ,探索 自身、自然界和

宇宙。正如科学家斯诺 (C.snow)所说 :“ 科学确实

是一种文化 ,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 ,而且是人类

学意义上的一种文化。
”
[1](205页 )。 刘大椿认为 ,

“
科学 ,不仅指人类已取得的精神成果——科学知

识 ,它还指人类反映外部世界 ,探索客观规律以获取

知识的认识活动 ,从根本上说 ,它也是一种物质性的

社会生活
”
[2](257-282页 )科学文化就是能反映人

类求知的文明进化过程之文化。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的根本因素就是思维心态的发展 ,人类的历史其实

就是一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史 ,即 思维文化发展

史。人类的思维文化大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蒙

昧思维阶段、神性思维阶段和理性思维阶段。可以

认为 ,原始文明的思维心态主要是由蒙昧思维向神

性思维进化发展的时期 ,传统文明是神性思维与理

性思维拼搏而逐渐趋向于理性思维的时期 ,现代文

明则是理性思维昌明的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必然

会伴随着思维文化的演进而展开并且反应这种思维

演进。科学文化萌芽于神性思维 ,发展于神性思维

与理性思维的拼搏 ,现代科学文化则是现代理性思

维高度发展的产物。

一 理性思维之工具——逻辑

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分析大师罗素在其《西方

哲学史》中说 ,早在古希腊文明出现之前 ,在 其周围

的东方文明已有了许多科学的萌芽。如波斯人的原

始天文学、印度人的原始数学、埃及人的原始化学。

但是 ,这些文明中似乎缺少某种东西 [3](%页 )。

这些文明所缺少的似乎就是理性思维文化 ,因 为上

述那些远古文明都发生于蒙昧而又笼罩在神性思维

的浓浓阴影之中的。古希腊文明是年青的欧洲文明

的发源地 ,它后起于东方古老文明 ,却 开始了由神

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嬗变。史密斯在《人类史》中

说 :“ 希腊人对世界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是因为爱奥

尼亚人解除了宗教仪式对思想的束缚。
”
[4](385

页)。 古希腊文明长于借鉴和开发其它古老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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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它对人类文明之特殊贡献主要就是哲学 ,尤

其是自然哲学。古希腊哲学当然是初始的理性思维

的产物 ,他们主要依靠感官来直接观察世界即
“
目

视
”
世界。在此基础上用理性的猜想与臆测来解释

世界 ,即
“
诠释

”
世界。这种

“
诠释

“
是一种基于直觉

的原始理性 ,仍然受制于神性思维 ,却促进了欧洲科

学文化的萌芽。在古希腊直觉性哲理思想的普照

下 ,希腊人用理性思维来开发和改造上述东方文明

的许多前科学性发现而使古希腊文化中有了许多现

代科学的先声和萌芽。它们虽然幼稚 ,却 预示未来 ,

也需理性思维的进步来浇灌使其生长枝叶,开花结

果。

正是在古希腊的理性思维文化发展中诞生了亚

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学。在《工具篇》中,亚里士多

德视形式逻辑为知识之工具 ,创立了三段论的形式

逻辑学体系。逻辑推理是人们可以借助于它来进行

理性思维的思想工具 ,它极大地促进了理性思维的

进一步发展而成为科学探索的基本方法。亚里士多

德的逻辑学既是当时的数学和实证方法的产物 ,又

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数学和实证方法的理性思维发

展。这种思维发展表现在欧基里德的几何学和阿基

米德的物理学之探索中。数学显然是能促进理性思

维发展的语言表达。逻辑与数学是人们借以进行理

性思维的两大工具 ,因 此也就成了科学探索的必要

思想工具。虽然古希腊文明促进了理性思维和理性

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理性的欧洲科学探索与文

化的全面理性化则尚需等待千年。因为理性思维尚

需与神性思维作干年之搏 ,尤其要与在此期间一种

被哲理化了的神性思维——神学作激烈地拼杀 ,尚

需度过中世纪的黑暗并在基督教神学与经院哲学的

炼狱中获得新生。人类文明由蒙昧迈人文明的一个

重要标志就是高级宗教 (higher religion)的 出现 ,

高级宗教不仅有仪式而且有十分发展的神学体系 ,

它鲜明的神性主义已包容了理性主义的哲理。神学

中的理性主义的壮大和发展 ,以 及神性主义的减弱 ,

就会促使神学的进一步哲理化。神学哲理化过程就

是神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互冲突和整合从而对立统

一的过程。欧洲科学文化就诞生于这个神性思维与

理性思维对立统一的过程。

二 基督教学理与现代科学之始

为什么现代科学文化会在西欧文明的发展中率

先产生呢?这与西欧宗教文化——基督教有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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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基督教的前身来自于犹太人创立的一神教

(犹太教 )。 比起多神教 ,犹太教多了些理性 ,少 了

点迷信。尽管如此 ,犹太教仍然是神性思维的产物。

当犹太教向西欧传播时 ,它 被逐渐欧化而经历了某

种程度的理性化而演化成了基督教。比起犹太教而

言 ,基督教教义的理性色彩又更加浓厚一些。但是 ,

基督教仍然是神性思维的产物 ,其学理仍深陷于神

秘思想的泥淖里 ,其 中的理性思维仅仅是神性思维

的奴从 ,心存反叛的奴仆。从北欧黑森林中冲人罗

马帝国的日尔曼人虽然粗鲁却因崇拜祖宗胜于上帝

而具更多的原始理性。日尔曼部族是以军事民主为

原则、以英雄崇拜为社会价值、以祖先崇拜为宗教而

构成的战争社会群体。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征服和摧

毁的是因文明而腐败的罗马表层
“
硬文化

”
。作为

精神传统的
“
软文化

”
他们是不能征服的。虽然希

腊罗马文化偏安于拜占庭 ,但是在凋残破落的西欧 ,

基督教圣殿仍如长夜的明灯 ,普照着荒凉的欧洲文

化废墟。教会是欧洲文化精神的堡垒 ,是 欧洲文化

的绿岛。基督教僧侣们受命于危难之际 ,开 始了伟

大的征服蛮人异教徒的圣战。在这场
“
圣战

”
中,欧

洲文化精神不仅得到延续 ,而且还得到升华并覆盖

了整个欧洲[5](100页 )。

基督教在其宗教征服 日尔曼蛮人的伟大
“
圣

战
”
时 ,其 教义又增加了一些理性成份。奥古斯汀

就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 ,在他的神学

理论里就有了明显的理性精神。例如他写道 :“ 我

们必须提高警惕 ,不要对圣书作荒谬或反科学的诠

释 ,不要揭示上帝之言而仅仅导致世人的嘲笑。
”

[6]他还说 :“ 上帝之精神通过圣经说出,不是为了

告诉世人天国之事 ,因 为这对世人的现世解救毫无

用处。
”
[6]奥古斯汀在此强调 ,圣经思想不能反科

学和世人之理性常识 ,神 学理论不是为了描绘天

国,而是为了人世之解救。他只差没有说 ,理性科

学有助于人类在这个世界的科学认知。基督教中世

纪宗教裁判所一心想镇压的异端思想其实大多都是

起源于其神学的理性思维。

欧洲文艺复兴是为现代文明的到来而进行的一

场思想解放运动 ,是理性思维挑战神性思维的-场
文化革命。在欧洲文艺复兴的过程中,蛰伏于拜占

庭文化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学进入了

基督教神学理论而产生了经院哲学 (schdasJcism),

这意味着基督教神学的进-步哲理化 :理性思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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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的方式又一次冲击神性思维。基督教经院哲学

确实充满了关于上帝创世 的神学讨论 ,但是这种讨

论是以逻辑推理和演绎思辨的方式进行的 ,因 此基

督教经院哲学是披着神学外衣的先验性科学哲理 ,

它无意之间培育了大批具有理性思辨、批判精神和

逻辑分析心态的僧侣学者。正是这些僧侣学者以神

学的名义开创了现代理性科学文化 ,例如哥白尼、伽

利略、培根等人既是著名的经院哲学大师又是现代

科学的开创者和先行者。这样的事实说明 :理性思

维终于开始战胜神性思维 ,为现代科学文化开拓了

前行之路。基督教神学就这样培养了大批 自已的掘

墓人。

社会科学家韦伯指出,基督教新教神学理论是

资本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根源[7](zO2页 )。 其实 ,

新教教义也是现代欧洲科学观念的思想根源。历史

学家巴特菲尔德 (H。 Butte曲eld)论 述 16世纪以来的

科学发展时说 :“ (科学中)这一切之发生不是因为

有了新的数据。而是因为观念改变所致。别的文明

对人类做出了不少的发现——基督教文明却产生了

一系列科学所需要的观念。
”
[6]基督教新教伦理认

为 ,世界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因而是有序的 ,上帝所创

世界之秩序是可以感知的 ,感知上帝创世之秩序从

而理解上帝之心是人的使命和赎罪方式。这表面是

新教神学思想 ,却潜藏着反映理性思维的现代欧洲

科学观 :世界万事万物是有规律和秩序的 ,这些规律

和秩序是可以探知的,探知这些规律与秩序是人的

神圣使命。当时的僧侣科学家们认为世界的终极真

理就是上帝之心 ,科学追求世界真理也就是理解上

帝之心。在这里 ,神 学与科学握手言和了 ,神 学不再

是科学之敌而是神圣化了的科学的友人。

基督教新教的神学将神性思维与理性思维进行

有机的融合 ,为理性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限

的机会。早期的现代科学大师们大都是最虔诚的基

督徒。如天文学家开普勒 (J。 Kepler)在 现代科学宇

宙论方面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他在自传中说他人

生最大心愿是作一名传播福音的牧师。他在其科学

著述中时常情不自禁地阐释他的科学发现与上帝创

世的关系。数学家巴斯卡勒 (B。 Pascal)在 电学、计

算机、数理逻辑方面均有重大科学建树 ,他 同时又是

现代基督教箴言的创作者 ,其著述《基督教信仰笔

录》是西方文化的经典作品。牛顿看重他的神学著

述甚于他的科学著作 ,声称浅薄的知识使人走向科

学 ,深 奥的知识使人 回归上帝。医学家哈维 (W。

Harvey)、 物理学家波伊尔 (R。 Boyle)、 马格思维尔
(C。 Maxwell)、 化学家法拉第 (M。 Faraday)都 是以虔

诚而闻名的基督徒。这些科学家都认为 ,科学是关

于物质世界的书 ,神 学是关于心灵世界的书。这两

部书都是人类所必需研读的 ,后 者不仅为人类生存

提供心灵上的终极关怀和绝对真理 ,也为科学探索

提供动机和使命。科学之书则提供物质世界和社会

的相对真理 ,可 以改革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如 ,

前麻省理工大学董事长布什就认为 :“ 科学不能绝

对证明任何事情 ,在大多数的重大问题上 ,科学甚至

无法提供证据。
”
[8](121页 )从表面上看 ,神性思维

似乎仍然高高在上 ,实际上它已退居背景成为精神

安慰 ,而让理性思维走上了思维文化舞台的前台。

当虔诚的基督徒科学家、现代实证科学之父培

根在声称
“
知识就是力量

”
时 ,也 就在宣告 :基 于理

性思维文化的科学知识将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最伟

大的力量。理性的逻辑思维不再仅仅为了证明上帝

创世学说而存在 ,作 为理性思维文化产物的科学是

人认知自然、控制自然、以达人生福利的武器。培根

还认为科学之构造像一座金字塔 :自 然界为其根

基 ,物理学是它的中间,形而上学是它的尖端。在

这个构造中的意识形态是指导物理 (对 物质自然之

研究)的 理性思维 ,它 不再仅仅是证明上帝创世学

说之工具而是科学的一个部分[9](108页 )。

三 现代科学方法论与马克思科学观

科学(science)一 词源出于中世纪拉丁文 ,意 为
“
认知

”
,是基督教经院哲学僧侣首创的术语。这些

经院哲人声称他们的神学研究是基于逻辑的,因 而

是
“
科学

”
的研究。源于经院哲学的欧洲中世纪和

文艺复兴早期的科学方法常是先验性的科学方法而

非实证科学性的。从先验性的科学走向实证性的现

代科学必然要经历一个由演绎思辨向实证归纳发展

和综合的过程。

康德认为 ,科学探索就是以先验性的知识网络

系统为认知参照框架来认识和理解世界 ,并 且将这

种新的世界认知整合性嵌人先存的认知网络系统。

这是一种由演绎思辨指引下进行观察 ,又 由观察归

纳再次进人先验性的演绎思辨系统的科学方法。这

种方法折衷于演绎与归纳之间,开始了由演绎向归
|

纳的综合发展,有助于他的星云学说的研究和创立。

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宣言 :“ 我疑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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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我 思故我在
”
,这显然含有对一切先验性的先存

之见的怀疑与挑战。怀疑是批判精神的表现 ,批判

精神是一种较彻底的理性思维 ,是人观察世界、探索

真痤而告别迷信的精神起点。正是笛卡尔在数学的

演绎和逻辑的理性思辨中植人了归纳与实证的现代

科学方法 ,从而使得数学和逻辑走向了现代化。

培根视科学为一种认知系统而非纯思辨系统 ,

批判亚理士多德轻归纳与试验而重演绎思辩的立

场 ,认为观察和试验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 [10]

(112页 )。 伽里略在比萨斜塔上宣告了现代实证科

学的开始 ,也宣告了理性思维从神学思维中的解放。

19世纪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 ,以 至于

它再也不能逃避辩证与综合。恩格斯精辟地论述了

观察与试验、经验与理论、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

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的对立统一关系。他将理

性思维转化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密切关注现代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他认

识到自然科学帮助人
“
从理论上征服 自然 ,是一种

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 ,一种由协作分工产生的

生产力 ,科学破坏旧的生产关系 :促 进新的生产关

系 ,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
”
[11](312页 )。

古西腊文明是由神性思维急剧地向理性思维转

化的文明 ,滋 生于中的理性思维与神学形式的神秘

思维在千年拼搏之后 ,终于脱颖而出,人类的认识也

由自然王国进人了必然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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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σⅡc Cu1ture of Europe and RaJonal Mind

ZHANG Wei~ding1,ZHANG Ruo-si2
(1。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2。 software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tiy, Chengdu, Sichuan610064, Ch;na)

Abstract:The ancient Greek civ⒒ ization is the period when mystic mentahty begins to change into

rationa11mentahty to see the bi⒒ h of scienti伍 c culture in Greek natural phn。 s。phy。  In the Middle Ages,

the mysuc【nentahty and rational1nenta⒈ ty are engaged into a great competition in foHn of Christian theolˉ

ogy ahd scholastic philosophy to see the appearance of the worldˉ look required for toe modem science。

on this basis, the prior and speculative scientific culture promoted by the rational lmentality of the Euroˉ

pean Rehaissance moves towards empirical scienu丘 c culture。

Key words:scienti丘c culture; mystic mentality; theology; scholastic philosophy; prio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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