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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照常规，一本书总要请一两位权威人士作序，以壮声色。
笔者在科学界和哲学界也有一些权威朋友，但是考虑到本书中的若干论点是会引起争论的，为了避免
给这些朋友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本书就不请人作序，改由笔者自拉自唱，写个自序。
也正好利用这个自序，把本书的基本论点作一个概要的介绍，以便读者看了这个自序以后，再决定要
不要进一步阅读本书。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现今世界上研究自然、社会、人和思维规律与本质的学问不止一种，而是至
少有两种，一种是渊源于希腊并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主导甚至唯一地位的“科学”，即西方科学；
另一种是渊源于古代中国，至今被西方科学排挤得濒于消亡的所谓“中国传统科学”。
其实，把中国古代研究自然、社会、人和思维的学问叫“科学”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既不同于西方的
古典科学或“前科学”，也不同于源于西方古典科学的近现代科学，是一种与这二者有不同“范式”
的学问。
但是，由于现今全世界公认科学只有一种，如果承认中国的这套传统学问算是科学，那就只好把它削
足适履地硬塞进“科学”的大“框框”里，至于不承认这套学问是科学的，客气一点的把它归为“非
科学”一类，只说它不是什么，至于它是什么那就不去管了，反正不能把它归在神圣的“科学”名下
。
等而下之的则把它归为“伪科学”，属于应予取缔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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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现在通行于全球并被认为是唯一的科学实际上是西方科学，此外还有一种与西方科学平行
发展的中国传统科学。
中国传统科学现在处于不被人们承认的奄奄一息状态。
通过对中西两种科学的反思和批判，认为二者有基本思路上的不同，不可能“合二而一”，并各有其
长处和短处。
中国传统科学还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对其作批判性的继承，并在发扬其长处的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的发
展。
实际上中国传统科学现在并不是一个空架子，已有一些学科和学说初步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体系，本
书对这些学科和学说作了简单的评介。
    在分析中西科学不同基本思路的基础上，本书认为，由于中国对待科学技术的工具主义传统，学习
西方科学仍然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并未理解和掌握西方科学得以发生和发展的“爱智慧”即
“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这对于中国在西方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基础科学是不利的。
    本书认为：中国需要有一次自己的“文艺复兴”，而拯救和振兴中国传统科学可以在其中起先驱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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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1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　　1.思维方式和推理形式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属
于思维方式，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属于推理形式。
此处的形而上学指的是黑格尔意义的形而上学。
一般形而上学的意思是指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而黑格尔意义的形而上学还可以指与
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
至于逻辑则是研究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学科。
形式逻辑主要是研究演绎推理的。
在辩证逻辑学者看来，辩证逻辑是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学科。
辩证逻辑学者承认形式逻辑，认为它主要从形式结构上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
现代逻辑学主导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形式逻辑及其现代发展，主要是数理逻辑。
西方逻辑学界大多不赞成或不关注辩证逻辑。
虽然黑格尔留下了两部辩证逻辑的巨著，一部是《逻辑学》（又被称为是《大逻辑》），另一部是作
为其《哲学全书》第一部分的《逻辑学》（又被称为是《小逻辑》），但是西方逻辑界没有多少人认
为他是逻辑学家或顶多认为他是个逻辑哲学家。
　　推理的形式与思维方式有关，推理的逻辑与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还是辩证法的。
西方许多人不承认辩证逻辑，这与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有直接关系。
黑格尔认为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是统一的，马克思继承了这种看法。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合理的，但是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从辩证法看来，形而上学的特点是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来看世界，而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则
是不能违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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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拯救和振兴处于危亡状态的中国传统科学，使它在新的世纪经过批判和改造，并吸收新时代的营
养（包括一些西方科学的思路和成就），在创建中国现代化的文明中再放异彩，并成为全人类共有的
一个认识自然的新思路，新纲领，新工具。
　　《对科学的反思和批判：振兴中国传统科学的必要前提》用相当的篇幅来批判西方科学，指出它
的弱点和局限性，并彰显中国传统科学的长处，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科学也进行了批判，对中国传统
科学批判的目的在于指出它的弱点和不足，通过批判，振兴中国传统科学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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