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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
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
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
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
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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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
一种转变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它认为宇宙万物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
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
道路。
本书对唯科学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20年代“科学-玄学”大论战，对各派唯科学主义者的
思想实质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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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具有两个属性：质量和能量）充满整个空间，在永恒地运动，结果是在周期性地发展和消亡；无数
天体都互相渗透运动；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太阳系，其中一个行星是我们的地球；在极长的时间过程中
，陆续产生了简单的有机物、脊椎动物、灵长动物及人类。
⑩而孔德带来的把社会领域引向唯物主义，则是科学不断流行的另一个征兆。
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自然的另一个方面也就在控制之下了。
孔德企图以他的人类精神发展概念为基础来建构一个科学的社会。
孔德认为这种发展分为三阶段：宗教阶段，这期间知识主要来自启示和迷信；哲学阶段，这期间知识
主要是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它沉迷于诸如“本质”和“形式”一类术语之中；最后是实证阶段，即
科学时代，这期间只有对科学规律的理解才能达到真的知识。
孔德对现代文明崇拜者的最大影响是他把最高的精神地位与科学的工业时代联系起来，我们将考查此
点。
在赞扬他的更富情感色彩的观点——用科学工具创立科学工业社会时，他在引进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方面的最初贡献常被忽略。
最后，作为此种对未来社会的最后结局，孔德启示出一个新的崇拜物：人道主义。
社会科学和固有的唯物论乌托邦主义仍包括在这种新的取向中，这就为马克思的纲领提供了一个前提
，虽然马克思对此的论述更精致、更带倾向性。
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用生产关系的斗争和变化来解释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其目的在于“直接”作用于
社会。
这可被认为是社会唯科学主义的基础。
简言之，这时科学适当地利用了这种物质世界观而向前发展（起码在18、19世纪），但是，这种发展
却被科学崇拜所掌握，并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哲学。
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认为生命的所有方面都从属于自然的秩序并能通过科学方法来控制和认知，因为
它们仅是简单的自然物质并按照确定的科学规律运动。
这种世界观受到20世纪前半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尽管这时现代物理学已露端倪，将在未
来驱散19世纪科学的狭隘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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