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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共同为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它们也是人们所讨论的经久不息的话题。
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更因关涉科学的本质和基础而为历代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所孜孜以求，
也是科学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
    本书全面剖析了科学中的形而上学，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更加有效的解读方式。
全书行文流畅，语言生动，论述简洁，力图将深奥的问题浅显化、学术问题通俗化。
字里行间洋溢着大胆的理性和深切的思考，还有清新活泼和真诚，带领我们走向科学的深处。
    本书可供科技哲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教师和学生阅读，也适合对科学文化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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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追根索元：形而上学，提起形而上学，总是不由得令人蓦然回首：那碧波荡漾的古老爱琴海、
日神酒神、激情理性交相辉映的古希腊、博学多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师黑格尔曾满怀激情地讲
：“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有教养的欧洲人，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就会产生一种家园感。
”其实，何止是欧洲人！
今天，提起形而上学、哲学文化与科学精神，全世界有教养的人，都免不了会联想到古希腊——人类
精神的重要源泉。
因此，对形而上学追根索元，始终是我们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之义。
据此意旨来进行“源”追溯与“元”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与其他科学相比，形而上学有着独特的禀性
和功能。
一、回顾与反思：形而上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形而上学产生、形成与演变的历史
。
自古希腊以来，形而上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它潜伏于米利都学派，发蒙于巴门尼德，诞生于亚里士多德，“完成”于黑格尔，其深刻影响延续至
今。
当希腊人开始朦胧的哲学思考之时，他们从自身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来观照自己生死所处的世界时
，发现它是一个合理的、有序的、有规律的整体。
人与宇宙自然是同质同构的，他们是同一存在之链上的组成部分。
其中，自然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大小宇宙是类比的，宇宙、自然和人是统一的，因而人是可以认
识自然的。
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观的影响下，希腊人将哲学思考的最重要的对象锁定在千变万化的直观现
象背后的统一的、普遍的本质或共相上，以为它就是万物存在之根本，是万物之本原或始基。
自此，寻找万物之本原就成为西方古代众多思想家、哲学家孜孜以求的重大问题。
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宇宙学家）关于物质世界起源的玄思，是西方形而上学的萌
芽形态。
今天，我们对这些早期宇宙学家的认识，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的古典作者。
其主要代表是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及赫拉克利特。
这些自然哲学家们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气、火或数。
他们的共同点是把某种感性存在物视为万物的本原，力图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来说明自然界的存在和
发展，去寻找把握这种存在的途径和方法。
不过，这时，他们还不懂得认识直接性和问接性的关系，以为直观的范围就是人们思想的界限，感性
直观所能把握到的，也同时就是思维能把握到的。
所以，他们把万物的统一设想为某种感性存在物，把统一性当作某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来追求，这样，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表现为“一”和“多”的关系问题，由此就形成了本体论问题。
然而，形而上学的起源最合实际地可追溯到爱利亚学派。
爱利亚的巴门尼德最先试图用逻辑研究的方法来理解宇宙的哲学概念。
他认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应是“存在”。
因为，当把感性直观中的“多”种事物的存在归结为“一”种事物的存在，这也存在那也存在时，“
存在”是什么必须首先应当确定。
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们都是在经验直观中寻求万物本原，把感性直观的对象直接当作本原。
但是，感性直观的对象是变动不居的，是“非存在”。
巴门尼德曾借女神之口提出三条认识道路：一是“存在者存在，不可能不存在”；二是“存在者不存
在，非存在者一定存在”；三是“存在和非存在同一又不同一”。
在这三条认识之路中，巴门尼德指出，第一条是真理之路，其余的都是意见之路。
因为，“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又不能被述说，是不能产生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意见”；只有
能被思维把握到的才可成为认识的对象，才是存在的，才是“真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西弗斯的石头>>

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
”这一命题表明，知识与对象必须相符合，而这种符合与统一在感觉经验中是无法实现的，只有依靠
理性的认识，在概念中才能达到。
正是在此基础上，巴门尼德创立了独具一格的存在哲学：第一，哲学是研究“存在”之学；第二，“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原则；第三，在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基础上，从自然哲学追求
“本原”的传统，转向寻求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运动与静止、感性与理性等关系，从而奠定了西
方哲学从理性认识的角度追问万物存在的本质共相的新传统与新思路。
从此，哲学研究开始了从“本原”向“存在”的转向。
正是在巴门尼德思想的基础上，苏格拉底以其问答法，不仅使一般（存在）与个别（存在物）的关系
更加明确起来，还进一步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是什么”的问题。
同巴门尼德一样，苏格拉底关注的也是知识问题、真理问题。
为此，他不断地到处追问：美是什么？
正义是什么？
勇敢是什么？
当然，苏格拉底寻根问底的不是什么东西的美，不是各种各样现实存在的勇敢或正义是什么，而是“
美”、“勇敢”、“正义”本身是什么，也就是美之为美、勇敢之为勇敢、正义之为正义的一般含义
或普遍共相问题。
在这种不懈的追求中，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提出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
普遍的区别问题、关于认识应寻求一般和普遍的思想以及辩证法的方法作用，使他成为人类永不忘却
的思想导师。
关于世界本原与始基的追溯，经过对存在的初步思考，就转变为本体问题。
柏拉图“理念论”的本体论就是这种转变的精彩呈现。
在《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说：“各种事物有它自己的牢固的本体，这种本体不是相对于我们的东
西，也不会由于我们的想像力而动摇不定，而是在各种事物自身中，并和它们自身固有的本性有关的
。
”这种共同的本质柏拉图称之为“理念”。
与巴门尼德一样，柏拉图也认为“存在”是“有”，是知识的对象。
但他反对把“不存在”或“非存在”看作意见的对象。
他说，“不存在”是“无”，是无知的对象。
而意见总是对某物的意见，它的对象不是存在，也不是非存在，是居于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的东西，他
称之为“现象”。
据此，柏拉图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变动不居的、既存在又不存在，介于有与无之间的现象世
界、可感世界；一个是绝对稳定的、永恒不动的本质世界、理念世界。
现象世界的事物是个别的、相对的、偶然的：而本质世界是普遍的、绝对的、必然的。
个别事物是多，理念是一。
个别事物可感不可知，理念则是可知不可感。
在两个世界之间，由于具体事物分有或模仿了理念，使某物成为某物，所以，理念世界是可感世界的
原因和根据，可感世界是理念世界的衍生。
由此看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理念与分有或模仿理念的事物问的关系。
问题是，理念世界到底有多少种理念？
个别事物是如何分有理念的？
我们又怎样去认识这些理念？
这实际上是一般、抽象的原则如何体现在具体、个别的事物之中的问题，也就是一般和个别、普遍和
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问题，因而也就是辩证法问题。
面对如此重重困难，柏拉图有着清醒的觉察，并试图以通种论加以解决。
通种论是柏拉图晚期理念论的主要思想。
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借巴门尼德之口，对自己的理念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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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理念世界与现实的可感世界完全不同，那就意味着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无关，这样一来，
理念论岂不是丧失了其现实的理论意义？
而理论一旦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说明与指导功能，这样的理论要它作甚？
很显然，柏拉图提出理念论的最初动机，是针对日益衰败的希腊城邦世界而绘就的一幅理想的人类生
活世界的蓝图，这必定涉及人们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很强烈的现世关怀。
正因如此，在《智者篇》中，柏拉图很具体地探讨了通种论问题。
所谓通种论，就是不同种的概念之间的相通与相互联系的问题。
柏拉图对存在、不存在、运动、静止、相同、相异6个概念问的相互蕴涵关系做了研究。
之所以要选择这6个概念进行研究，在柏拉图看来，它们是最具普遍性的理念，是自古希腊以来，哲
学争论最为激烈的概念。
其中，存在与不存在、运动与静止，是早期希腊哲学中的两对根本矛盾。
而相同和相异则是表现为关系中的存在与不存在，也是最普遍的理念。
如此说来，柏拉图的通种论实际上就是概念的辩证法。
当然，柏拉图在这方面的研究终究是尝试性的，其对问题的解决并没有最终完成。
所以，亚里士多德批评说，柏拉图的通种论无非是在感性事物之外加上了同等数量的同名的理念，不
仅什么问题也回答不了，反而增加了新问题。
实际上，只要柏拉图坚持理念是独立于事物之外的真实存在，那么，任何关于理念与事物之间关系问
题的回答都是不可能的。
或许，正是这种坚持，柏拉图临死之时，没有把学园的领导之责委托给在此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且
才华出众的亚里士多德，而是交给了侄子斯彪西波。
对此，黑格尔分析说：“如果柏拉图的学派的继续，是企望能在其中把柏拉图自己所主张的哲学更确
切地继续下去，那么，柏拉图当然不能任命亚里士多德为其继承人，而斯彪西波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诚如黑格尔所言，亚里士多德并不是柏拉图主义的正统继承人，他对柏拉图的学说作了许多重大的
修改。
正因如此，柏拉图始终难以解决的“分离”难题，经亚里士多德缜密地分析和推理，得到了较圆满的
解决，并由此造就了他作为形而上学真正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形而上学”术语的间接来源，更是形而上学论点的系统分类的起始者，并构建了
形而上学的框架体系。
亚里士多德非常清楚地看到，柏拉图的错误就在于割裂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把一般独立起来。
他指出，一般、共相没有自身的独立存在，它不在个别、特殊之外，就在个别、转殊之中。
他说，我们不能设想：“在个别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
”同样地，医生看病时只能给“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看病，而不能给一般的“人”看病。
在他看来，尽管科学所要把握的都是一般，但具体科学所把握的是不同的一般，它们都是割取“存在
”的某一方面或某种性质加以研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科。
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门关于所有的存在——作为存在的独立科学。
亚里士多德把这样一门研究存在本身的学问称之为第一哲学，规定其基本任务就是要追问“存在”是
什么以及如何认识它（《形而上学》，第四卷，第一、二章），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原因论；第二，存在论；第三，实体论；第四，神道论或神学论。
至此，第一哲学也即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跃居历史的地平线上。
形而上学自诞生以来，一方面面临着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智者派等各种哲学的反对与解
构；另一方面，其本身围绕着作为“存在的存在”究竟是什么？
它能不能独立存在？
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在不断的争论中，过去“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于自觉不自觉中演变为“一般”与“个别”、“
种”和“属”的关系问题。
到中世纪，这一问题便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而存在，使形而上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可也正是这种争论和发展，使形而上学走向了自我否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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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史称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黑暗、野蛮、迷信、残暴以及大饥荒、大瘟疫等共同构成的阴暗苦难的画面，也是许多西方近代历史
学家所描述的中世纪历史的基本图景。
然而，真实的历史是复杂多面的，上述的画面只是历史景象呈现出的表面现象。
其实，中世纪也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信仰时代”，是近代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肇起的时代。
中世纪造就了大一统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其独特的自然观、基本精神、文化教育体系及政治一法律制
度和机构设施，不仅为欧洲的大统一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而且也为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科学革命
作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
所以，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及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和现代科学，都愿意到中世纪那里寻找自
己特有的文化根源。
而哲学形而上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中世纪的洗礼，留下了中世纪的历史足迹。
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之争主要是唯名论与唯实论（实在论）之争，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共相问题。
究竟共相或一般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关于个别事物的名称？
它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还是寓于个别事物之中？
正统派的唯实论认为，共相是脱离个别事物的实在，而唯名论则认为，共相不过是个别事物的概念、
名称而已。
可问题是，普遍的概念如何能解释个别事物的实在性？
而个别事物的实在性又怎能说明共相的普遍性呢？
实际上，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开始。
到底个别事物是实体，还是形式（共相）是实体？
经过1000多年漫长的争论，双方都由极端转向温和，并都认识到，个别与一般即殊相与共相的问题，
本质上是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感性是以个别为对象，理性以一般为对象，感性和理性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不同阶段。
历史的巨轮从漫长的中世纪驶向近代，欧洲社会随即进入到高歌猛进、激动人心的时代。
但这也是个血腥、残酷、野蛮的时代。
随着各种政治纷争、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思想启蒙的狂飙突进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
分野，各种思想、权力和势力相互角逐、相互搏杀。
身处新旧交替夹缝中的欧洲哲人，清醒而坚定地意识到理性和经验的巨大意义。
于是，他们将形而上学的理论兴趣、形式化的逻辑方法与经验性的自然探究结合起来，进行形而上学
的思考和争辩。
在不断的争论中，他们逐渐地认识到，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客观上存在不存在独立的“一般”或“实
体”，而是在于表现为一般的思维的确实性何在，是关涉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因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认识的直接对象总是以个别的形
态存在着，而人的认识也总是在思维中去把握对象。
这样，有关形而上学的争论，就以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形式而展开。
它标志着，哲学从以本体论为主的形而上学阶段，走向以认识论为主的反形而上学的阶段。
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主要是围绕着认识论问题而进行的。
在解释有关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过程、认识的确实性（即真理性）和认识的范围等认识论问题时，近
代哲学分成了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两大派别。
英国的经验论是在吸收中世纪唯名论思想的某些成果的基础上，从实验科学出发而形成的。
在经验论看来，“凡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在感觉中”。
认为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以经验为基础，认识必须而且只能是由经验事实上升到一般，并试
图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概括出普遍的法则来。
因此，应从认识的内容入手来分析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过程和认识的真理性。
唯理论则从理论科学出发，认为感性经验终究是个别的、偶然的和相对的，它不能为普遍必然的科学
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
因此，不应到这样的感性经验中去寻找知识的确实性，而应到理论思维中、理性固有的天赋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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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他们偏重从认识的形式入手来分析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过程和认识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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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文化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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