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孙必鹏
本版校对：章 洁
本版美编：王 博

电话：0531-82704629
思考 报

道2017年6月30日 星期五 7
科学形态论纲

□孟庆仁

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科学
也是发展的，科学的发展也有一个过
程，科学发展过程也是通过科学形态
的演进而实现的。这里说的世界，是
地球上的人类世界。所以，这里说的
科学形态，只是地球人类的科学形
态。多年来，关于外星球人类的报道
时有发生，近年来这种报道越来越
多。从这些报道看，这些外星人的科
学发展，远远地超出了地球人的水
平。但关于其具体情况，还没有系统
详细的材料加以说明。所以，我们只
能讨论地球人类的科学形态问题。

一、科学的发展形态
科学形态受社会形态的影响和

制约，但又不是完全对等的。人类社
会总的发展进程是从原始社会到阶
级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三大
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而科学的发
展进程，则是从古代科学到近代科学
再到现代科学这样三大科学形态的
依次演进。古代科学形态早已成为
过去，近代科学形态也基本上走到了
尽头，现代科学形态已经展现其曼妙
的身姿，茁壮地成长起来。

科学属于社会意识，有不同于物
质存在的特点；科学又是一种重要的
社会意识形式，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
识形式的特点，并且与它们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形成社会意识绚丽多彩的
景象。科学作为物质存在的反映，总
是产生于相应的物质存在之后，而它
一经产生，又给予物质存在的发展变
化以重大的影响。科学作为一种特
殊的重要的社会意识形式，作用于各
种具体的物质存在形式，形成各种具
体的科学形式；随着物质存在形式的
发展变化，科学的具体形式越来越细
化和多样化。这些不同的科学形式，
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科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的社
会意识形式，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
识，更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它是以理
论思维的形式出现和发展的，是对事
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真理性的认
识。不是任何一种零碎的、主观臆断
的、甚至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并没有经
过实践检验证明其真实性的思想，能
够称得上是科学的。

科学形态既是科学存在的形式，
也是整个科学发展的阶段。古代科
学、近代科学、现代科学是科学的三
种形态，也是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古代科学形态是科学发展进程
的第一阶段。像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以前的、欧洲近代以前的、古巴比伦
和古印度的科学，都属于科学发展的
这一阶段，都是古代科学。有一种看
法，认为科学只是世界近代历史的产
物，或者说到了近代才有了科学；还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些
看法本身就是非科学的。只能说近
代科学是世界近代的产物，不能说近

代以前没有科学。说中国古代没有
科学，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世界
进入近代以前，科学早就产生了，在
某些方面还是非常发达的。在中国，
历法、医学、兵学、农学、陶瓷制造科
学等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
现在人们还在运用，甚至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在古希腊罗马，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许多部门，都有很大的成
就；古巴比伦、古印度某些方面的科
学，也有很大的发展。

近代科学形态是科学发展进程
的第二阶段。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科
学的历史发展中，只有欧洲有一个鲜
明完全的近代历史阶段；其他地区和
国家的近代科学，基本上都是在欧洲
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所以我们把科学发展的这个阶
段叫做近代科学形态。在这个阶段
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
几乎都完善起来，并且形成了各自的
体系。

现代科学形态是科学发展进程
的第三阶段。现代科学形态于上世
纪前半期萌发，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
提出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其代
表。再往前一点，可以说马克思、恩
格斯从哲学的角度，为现代科学形态
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们是
现代科学形态的先驱。他们的学说
虽然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但其哲
学世界观、历史观，却从总体上对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做了科学
的、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为现代科学
形态的产生提供了指导思想。

今天，现代科学已经以不可阻挡
之势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并不是现
代的科学就是现代科学。现在，人们
还在讲述、学习和运用的大多数科学
学科，就其性质来说，属于近代科
学。关于近代科学形态的理论，仍然
占着统治地位；在人们的思想深处，
甚至把近代科学误认为就是整个科
学。这种状况，到了从根本上加以改
变的时候了。

二、科学形态及其发展道路的特
点

三大科学形态各有其明显的特
点。

古代科学形态的特点，是其整体
性、素朴性，在某些方面又达到了相
当的高度。

近代科学形态的特点，是局部
性、深刻性，和各个局部的系统性。

现代科学形态的特点，是在近代
科学形态的基础上向整体性的复归，
而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局部上，都在深
刻性和系统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古代科学对世界的认识，最显著
的特点是其整体性。无论是对自然
界，还是对社会和人本身，都是这
样。在人类开始接触世界的时候，起
初是对世界整体的认识。他们首先

接触到的是天空、气候、地球的表面，
和为了生存所进行的最基本的生产
活动。这时所形成的天文、历法、水
利、医学、兵学等知识，都带有整体
性。由于刚开始认识和改造世界，
又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没有对事物
具体深入的分析，无论对自然界还
是人自身的认识，都很不深刻，因
此，那时的科学都不可避免的带有
一定的素朴性。但这并不妨碍有些
方面的科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像
金属的冶炼和制造水平，例如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铸造，今天
还很难达到；关于人的经络的科学，
今人还很难参透。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人们的实践
活动的扩展和深入，特别是近代工业
的产生，科学在各个方面都突飞猛进
地发展起来。在近代工业的推动下，
科学实验的器具和手段都发展起
来。这时的人们不但能够把物体分
割开来，进行具体的观察和研究，而
且能够进入其内部，进行仔细地观察
和研究。这样的观察和研究，使人们
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这就形成
了近代科学的深刻性。因为这种深
刻性是在把事物分割开来后所产生
的部分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
就造成了近代科学形态的局部性。
近代科学对事物各个部分的研究越
来越系统，越来越深入，形成了各种
科学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在近代科学对事物的各个部分
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的基础上，产生了
现代科学。当人们认识了分子、原子
的时候，虽然它们是物质基本的组成
成分，但还带有具体物质形式的特
性。而当人们认识了质子、中子和电
子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物质构成成
分的共性特征，并且进一步深入了物
质结构的微观世界。物极必反。这
时，人们就应该从局部性发展到在更
高层次的整体性上认识世界了。

在明白了科学的三大形态，即科
学发展过程的三大阶段的特点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科学发展道
路的特点了。总的说来，科学发展的
整个进程，由科学的三大形态构成，
即由古代科学形态到近代科学形态
再到现代科学形态；这三大形态也就
是科学发展进程的三大阶段：科学的
古代阶段、近代阶段和现代阶段。这
三大阶段，是科学发展进程的肯定阶
段、否定阶段和否定之否定阶段。科
学的发展走着一条由肯定到否定再
到否定之否定的道路。

科学发展过程的起始阶段即其
肯定阶段，无论是对世界的某些方面
的认识，还是对世界的总体上的认
识，如前所述，都带有整体性、素朴
性。不论是对自然界，像中国的二十
四节气、阴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还
是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

成的、是永远燃烧着的活火，都带有
整体性，又都是比较模糊的、表面的
即不深入的。而当科学发展到近代
阶段以后，人们对世界的研究越来越
细致深入，认识越来越深刻了。而这
是在对世界进行不断的分割以后对
其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实现
的。这种对分割以后所形成的部分
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部
性和片面性：开始分为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后来他们各自不断地分下
去，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学科。就
各个局部来说，科学是大大的充分的
发展了，但就整体来说，却倒退了。
这是对古代科学形态的整体性的否
定；而正是有了这一否定，才有了人
们的认识即科学的深刻性，和关于各
个部分的系统性。但不管怎么说，在
科学发展的这一阶段上，人们的认识
比起肯定阶段来，是大大的发展了。

在经过科学发展的否定阶段，进
入其否定之否定阶段以后，人们的认
识开始向肯定阶段的整体性复归。
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必须
的。说是必然的，当人们认识了组成
原子的质子、中子和电子以后，对世
界的部分的认识就走到了尽头。而
质子、中子和电子，就是组成世界物
质的最基本的成分，世界上所有的物
质，都是由它们组成的；对它们的认
识，就是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尽管这
是在微观上对世界的整体的认识，但
认识的即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总是开始了。

科学发展的这个阶段，作为对世
界的整体性的认识，是对前一阶段的
局部性认识的否定，但它又是在近代
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其继承和发
展，所以又是对近代科学的肯定。这
是科学发展进程的新的肯定阶段。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要前进，从而进一
步改造世界，就一定要和必须要进入
科学发展的这样一个新阶段。

三、提出和研究科学形态问题的
意义

提出和研究科学形态问题，有着
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非常发
达了：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的科学
体系，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
对世界有了很深刻的认识。而当人
们进一步地深入思考的时候，又会产
生这样一系列的问题：科学还能不能
发展，怎样才能发展，怎样发展，等
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对科学有一个
正确、全面、深刻的理解，是必要的前
提条件。什么是科学？简单的说，科
学是对各种事物及其运动、发展和它
们的规律的正确认识。在当今世界，
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仅仅
有这样一个共识还是不够的。科学
和任何事物一样，是一个过程。要对
其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就要了

解这个过程及其规律。如前所述，科
学发展过程有三种形态：古代科学、
近代科学、现代科学，这三种科学形
态也是科学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其
规律是这三个阶段经过了由肯定到
否定再到新的肯定这样一个否定之
否定的历程。只有弄清楚了科学形
态问题，才能对科学及其发展过程有
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

提出和研究科学形态问题，能够
促进科学的发展由自发到自觉的转
变。和人类社会与人们对其认识的
发展一样，科学的发展也有一个从自
发到自觉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已经
走过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的发展都
是自发的。大多数的科学发现，或者
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急迫的实践需
要逼迫人们去完成的。而当我们认
识到科学的发展进程是由科学形态
组成的，并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形态的
特点和科学发展过程的规律以后，就
可以自觉地进行发展科学的工作
了。这是人类科学活动的一个高级
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虽然科学认识
的发展也是满足实践需要的结果，但
是，它不是等到实践有了非常急迫的
需要之后被迫去做的，而是刚刚有了
这方面的需要，就很快地主动去进行
研究，并较快地产生出相应的科学成
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由科学发展
的必然王国进入科学发展的自由王
国。

科学形态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对
技术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科学和技术是分不开的。科学既是
技术活动的经验总结，又是技术活动
的理论指导。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的前期，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
被技术活动的需要所推动的；当科学
发展起来以后，技术往往是在科学的
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当科
学发展进程进入现代科学形态之后，
技术就完全是在科学的指导之下向
前发展了。这时的技术将会产生一
个重要特点，即任何技术都将带有整
体性的特征。它在对世界和人类的
某一个局部发生作用的时候，都会也
必须考虑到对其整体的影响。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方兴未
艾。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核技术、
生物工程和基因技术、空间技术、新
材料技术和海洋工程技术为主要内
容的新技术，在给人类带来莫大福利
的同时，也把人类带到了毁灭的边
缘。当然，这里面也有社会制度的因
素，而旧的即近代科学形态的理论指
导，则是科学内部的重要原因。在现
代科学形态理论的指导下，新技术革
命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向着有利于而
避免有害于世界和人类的目标阔步
前进。（作者为山东社科院哲学所原
副所长、研究员）

第一书记要善于在实践中掌握和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

切实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善于运用辩
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并身体力
行，为全党树立了典范。掌握和运用
好辩证思维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分
析和认识精准扶贫工作中各种复杂问
题的能力，在实践中更多地获取真理
性认识，增强工作指导的科学性。从
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需要看，掌
握和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主要应从四
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统
揽全局、统筹工作。根据辩证思维全
面性原则和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
统揽全局，统筹工作，必须善于在对全
局的透彻分析中找准谋划工作的站立
点。要关注和分析精准扶贫工作面临
的大环境、大背景，认清中央和上级党
委、政府对精准扶贫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深刻理解精神实质，明确局部工作
在全局中的意义和位置，把握好精准
扶贫工作的方向。在具体实践中，要
善于从全局与局部的联系中把握住工
作的结合点。在大局下统筹工作，并
不是简单照搬上级的指示要求，而是
要善于寻找上级指示在本单位有效落
实的结合点。要善于把上情和下情、
眼前和长远、单项工作和全面建设综

合起来考虑，实现目标上的结合；要善
于把主要领导力量和工作精力投向重
点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努力使重点工
作出成果、上质量，实现重点工作上的
结合；要善于把握上级工作落实的标
准，认真查找本单位的薄弱环节，以攻
克难点、弱项来促进上级指示的贯彻
落实，实现突破薄弱环节上的结合。

二、要善于用辩证思维方法分析
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掌握和运
用辩证思维方法，特别是运用好其中
的矛盾分析方法，能有效地提高第一
书记的工作指导水平。一是在矛盾和
问题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学会抓主要
矛盾。第一书记始终处于基层工作组
织协调的中心位置，当多项工作、多种
矛盾的问题同时摆到面前时，必须抓
好主要矛盾。要善于分清重点工作和
一般性工作，并把主要精力投向重点
工作，以重点工作带动一般；当问题接
连发生时，要善于分清根本性问题和
倾向性问题，把根本性问题抓住，解决
好，举一反三，控制住工作局面。二是
在难点问题屡攻不克的情况下，注意
分析深层次原因。基层工作中有许多
问题，年年想解决，年年不见效。分析
原因，就是有些同志往往对问题只作
一般了解，一般分析，不作深层次的探

究和剖析。经验证明，对难点问题，不
能停留在一般认识上，必须作深入分
析，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采取治根治
本之策。三是在基层建设相对稳定的
时候，努力发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实
际工作中，第一书记要始终保持清醒
头脑，强化发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意
识。按照矛盾普遍性的规律，矛盾和
问题任何时候都存在。作为第一书
记，就要善于在已有矛盾和问题解决
后，注意发现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
在矛盾和问题没有形成或暴露不充分
的时候，抓住苗头和萌芽做工作，从而
保持基层建设良好的发展势头。

三、要善于用辩证思维方法探索
创新。辩证思维是科学的思维方法，
其特点之一是它具有创造性。第一书
记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探索、创新，首先
要不满足已有的认识成果，勇于开拓
新的认识领域。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
考察事物，是辩证思维方法的基本要
求。精准扶贫工作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如果我们停留在已有的认识上，就
难免使思想方法僵化，工作指导落后
于新形势的要求。当前，国家的脱贫
攻坚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
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我们只有把思维自觉延伸到这些需要
解决的问题领域里，才能敏锐地预测
和把握脱贫致富的发展方向，顺应客
观规律，推动各项工作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第一书记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探
索创新，要勇于摆脱一些习惯性思维
方式的影响。比如，有的同志总觉得
筹划重点工作，不搞几个现场会、观摩
会，就没声势、没成效；有的同志认为
搞评比考核，只要排出名次就行等
等。分析之所以产生这些习惯性思维
方式和工作方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
于没有把握好形式与内容、数量与质
量、速度与效益等辩证关系，思想方法
存有片面性。只有按照辩证法更新思
维方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
新。第一书记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探索
创新，还必须善于在继承中创造新经
验。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是历史唯
物主义者，要认识到没有继承，就没有
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必须始
终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当前形势下，扶贫工作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第一书记一定要
大胆审视研究已有经验，吸收其中积
极有效的成分，自觉运用到帮扶工作
中去，也要积极接触新的实践领域，勇
于探索新路子，创造新经验，确保扶贫

工作在新形势下有新的发展进步。
四、要善于用辩证思维方法端正

思想、改进作风。一要尊重实践，尊重
群众，在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中掌握实
情。我们知道，掌握实情的唯一途径
就是迈开双脚，到实践中去，到基层百
姓中去。第一书记只有扑下身子到工
作现场、到田间地头，深入分析研究，
才能真正把实情掌握住。二要无私无
畏，以科学的态度反映和解决问题。
辩证思维的本质要求是尊重客观、尊
重事实、反映事物的本质。第一书记
只有无私无畏，真正从党的扶贫事业
大局出发，从基层建设和老百姓的根
本利益出发，才能有解决基层问题的
正确态度，真正履行好自己第一书记
的职责。三要讲求实效，切实在抓落
实上下功夫。用辩证思维方法端正思
想、改进作风，就要重实干、讲实效。
掌握和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抓好工作
落实必须牢固树立效益第一的观念，
克服那种只重投入不重效益、只看过
程不看结果的倾向，不搞那些华而不
实、对基层建设和老百姓没有好处的
形式主义，确保帮扶工作健康、持续发
展。(作者为山东社科院机关党委副
书记，曾任驻夏津县南城镇王井村第
一书记)

□王阳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