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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
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
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
 　　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
义者。
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
胜神学。
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
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
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
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
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
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本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想会有更全
面的了解。
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
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
 　　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
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
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
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
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
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
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
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
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
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
趋势，将是愈演愈烈。
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
，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
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
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
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
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
，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
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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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
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
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
 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义者
。
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
胜神学。
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
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
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
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
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
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宗教与科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
想会有更全面的了解。
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
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
　　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
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
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
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
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
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
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
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
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
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
趋势，将是愈演愈烈。
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
，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
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
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
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
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
，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
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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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希腊人在几何学方面很有才能，这使他们对某些问题得出了科学的论证。
他们知道月食日食的原因，并且根据地球投影于月球的形状，推断出地球是一个球体。
伊拉托斯蒂尼发现了估计地球大小的方法，他在世的日子比亚里斯塔克稍晚一些。
但是希腊人甚至连力学的基本原理都不懂，因此那些坚持毕达哥拉斯地动说的人们不能为自己的观点
提出任何强有力的论据。
大约公元130年，托勒密抵制亚里斯塔克的观点，恢复了地球在宇宙中心的特权地位。
在整个古代后期和中世纪，对他的观点一直是毫无异议的。
哥白尼（1473-1543年）享有用他的名字命名哥白尼体系的荣誉，也许这种荣誉是不应当属于他的。
他曾在克拉科夫大学学习，后来去意大利，当时他还是一个青年。
1500年，他已经是罗马的一位数学教授了。
但是，三年之后他又回到了波兰，在那里从事改革币制和抗击条顿骑士。
从1507年到r530年的二十三年里，他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著述他的巨著《天体运行》上，此书于1543年
，刚好在他逝世前出版。
哥白尼理论虽然作为使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的想象力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努力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
它本身还是非常不完善的。
我们现在知道，行星绕太阳旋转的轨道不是正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太阳不是居这椭圆的中心，而
是居它的一个焦点。
哥白尼坚持认为行星的运行轨道一定是正圆形的，并且通过假设太阳不在任何一个行星轨道的正中心
来说明种种不规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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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教与科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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