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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说过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

界 ,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就是通过创立

科学理论 ,只有依靠科学理论我们才能解释世界 ,进

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为了

整理和理解我们的感觉世界 ,我们试图借助物理理

论找出一条道路 ,以通过观察到事实的迷宫。我们

希望观察到的事实能从我们的实在概念逻辑地推论

出来。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 ,

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 ,那就不可能有科

学。这种信念是 ,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

动力。”可见科学理论在解释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具

有不可或缺和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科学理论是

如何产生的呢 ? 而在自然科学中又以物理科学的最

早形成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科学的出现。因此我们分

析物理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家的观点

近代物理科学的方法是伽利略倡导的实验与数

学相结合、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这样从观察

和实验中获得的经验资料就具有半定量化或定量化

的特征。故实验方法的引入扩展了由单纯的观察来

进行自然研究的方法。实验方法是在人为控制下进

行详细研究自然的方法 ,具有典型的可重复性 ,所得

的经验资料也可以进行比较。而实验方法的进行必

然涉及实验仪器的制造、改进及材料的选择等等 ,仪

器的制造是主体思维结果的客观化和现实化。仪器

的制造是主体创造性设想的一种结果。因此仪器的

制造及改进是渗透着科学理论的 ,依靠实验仪器进

行实验取得的经验资料也是渗透着科学理论的 , 然

而仅靠这样的半定量化或定量化的经验资料进行归

纳仍然是不能产生具有指导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

的。

牛顿倡导归纳法 ,否认假说的地位和作用。他

认为理论的真理性可以从某些观察陈述的真理性逻

辑地推出。观察和实验总是个别的、具体的 ,其经验

资料也是绝对不精确的 ,科学理论是抽象的、普遍

的 ,由科学理论通过演绎推得的结论是精确的。可

以肯定牛顿力学不是用归纳法产生的。现在公认牛

顿力学是标准的假说 - 演绎体系 ,牛顿力学的基本

原理既是经验资料不可证实的 ,也是不能反驳的 ,但

其理论和经验资料之间却在确定的领域内具有极高

的一致性和符合性。

爱因斯坦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在极端经验论者和

惟理论者之间摇摆 ,然而他主要是一个惟理论主义

者。他认为“要走向理论的建立 ,当然不存在什么逻

辑的道路 ,只能通过构造性的尝试去摸索 ,而这种尝

试是要受支配于对事实知识的慎密考查的。”他承认

没有从经验到科学理论的逻辑通路 ,而在科学理论

发展的初期归纳法具有一定的作用。也承认科学理

论仅是一种构造性的尝试 ,正如他所言“科学力求理

解感性知觉材料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用概念来建立

一种逻辑结构 ,使这些关系作为逻辑结果而纳入这

样的逻辑结构。对构造全部结果的概念和规则的选

择是自由的。只有结果才是选择的根据。那就是

说 ,选择应当造成感性经验材料之间的正确关系。”

而感性知觉材料之间的关系作为逻辑演绎的结果应

纳入物理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 ,此处说明物理理论

具有构造性和思辨性的特征。构造性和发明性的科

学理论成立与否受到经验资料的制约 ,也就是说应

当与经验资料的总和形成适应又有效的联系。物理

理论的正确性或有效性的惟一根据就是感性知觉材

料之间的关系必须作为结果而纳入它的逻辑结构 ,

即物理理论必须与经验资料相符合。他明显地倡导

演绎法作为产生物理理论的主要方法。

既然爱因斯坦认为物理理论产生的方法是演绎

法 ,那么演绎的前提或假说从何而来呢 ? 他认为 :

“我们可以把物理学中的理论分成不同的种类。其

中大多数是构造性的。它们企图从比较简单的形式

体系出发 ,并以此为材料 ,对比较复杂的现象构造出

一幅图像。气体分子运动论就是这样力图把机械

的、热的和扩散的过程都归结为分子运动 ———即用

分子运动假说来构造这些过程。当我们说 ,我们已

经成功地了解了一些自然过程 ,我们的意思必然是

指 :概括这些过程的构造性的理论已经建立起来。”

此正是假说 - 演绎的方法。还有另外一种获得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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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的方法正如他所言 :“同一类最重要的理论一道

的 ,还存在着第二类理论 ,我把它们叫做‘原理理

论’。它们使用的是分析方法 ,而不是综合方法。形

成它们基础和出发点的元素 ,不是用假说构造出来

的 ,而是从经验中发现到的 ,它们是自然过程的普遍

特征 ,即原理 ,这些原理给出了各个过程或者它们的

理论表述所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热力学就

是这样力图用分析方法 ,从永动机不可能这一普遍

经验得到的事实出发 ,推导出一些为各个事件都必

须满足的必然条件。”正是通过抽象才从特称的经验

命题获得了全称的原理性命题 ,严格地讲原理的正

确性并不能从大量的经验资料中得到保证。正如爱

因斯坦所指出的 :“构造性理论的优点是完备、有适

应性和明确 ;原理理论的优点则是逻辑上完整和基

础巩固。”“我认为一般的物理理论则是构造性理论

和原理理论二者混合的产物。”

牛顿的观点是强调归纳法才是惟一产生物理理

论和科学方法 ,然而他的科学实践所形成的理论体

系与他所声称的并不相容。爱因斯坦提出了产生物

理理论的假说 - 演绎法和原理 - 演绎法。爱因斯坦

认为发明的科学理论是否有效就要看经验资料是否

能够作为结果而纳入科学理论的逻辑框架之中 ,且

纳入逻辑框架的道路漫长程度对于不同的物理理论

而言是不同的。

二、讨论与结论

1. 经验资料

经验主义者强调了经验资料的重要性、地位和

作用 ,说明物理理论的产生肯定与一定经验资料的

积累有关。爱因斯坦认为 :“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

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 ,一切关于实在的知

识 ,都是从经验开始 ,又终结于经验。”也就是物理理

论的产生与经验资料密切相关 ,而又以把经验资料

纳入物理理论的逻辑结构而终结 ,进而实现物理理

论的预测功能。科学理论的构造是严格受着从科学

实践获得的经验资料制约的 ,正是由于这种限制和

制约才有可能使科学理论和经验事实相符合。由此

可见物理理论的构造是以说明和解释现有的经验资

料为目标的。只有这样的科学理论才能预言新的事

实 ,从理论上指导实践寻找新的经验资料 ,使认识世

界不断地得到深入和发展。

主体获得的经验资料是纷繁复杂、杂乱无章的 ,

须采用归纳法把经验资料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 ,使

经验资料呈现出初步的有序性和系统性 ,初步呈现

出研究领域的轮廓。经验资料一方面与主体有关 ,

具有主观性 ;另一方面与对象有关又具有客观性。

作为与科学理论有关的经验资料应具有主体间的可

比较性亦应具有完全客观性的特征。经验资料的获

得有观察和实验的方法。“科学只认为客观的观察

是有效的 ,即认为那些可以替换观察者的观察才是

有效的。”观察亦即主体的感官与对象直接相互作用

形成的感官印象的统一表述 ,观察是渗透着科学理

论的 ,只有科学理论才能决定我们如何进行观察 ,观

察什么等问题。只有渗透着科学理论的经验资料才

与科学理论的产生有关。此处的科学理论可能是已

公认的也可能是有待产生的萌芽而已。说明经验资

料是渗透着科学理论的 ,经验资料的独立性只是有

限的、相对的。纯粹经验资料对科学理论的产生或

形成是没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纯粹经验资料是不可

能存在的。反过来说 ,仅有经验资料的积累并不能

产生科学 ,必须在一定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具有

想象力的构造和发明才能产生科学理论。最终目的

是“科学不是对经验资料的积累 ,而是对这些材料的

‘说明’和‘解释’。”科学的产生实质上是一种由未知

求已知的过程。

此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所取得的经验资料具有

量化的特征 ,而量化特征的取得应是以可测物理量

为基础的。可测物理量又是以许多测量单位的约定

为基础的 ,正是在时间单位、长度单位、质量单位等

等约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量化的经验资料。有

了量化的经验资料才使利用归纳法概括出经验定律

成为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科学理论含有

约定的成分 ,这种约定的成分是在科学实践的过程

中历史地形成的。我们已经说明科学理论渗透着经

验 ,经验渗透着科学理论。经验资料和科学理论相

互独立、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推动着新的物理理论

产生。

2. 数学理论

爱因斯坦认为 :“数学是这样一门科学 ,它只研

究按一定规则建立起来的给定对象之间的逻辑关

系。”说明数学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容怀疑的 ,是与经

验或事实世界无关的存在着。正是这种不断发展着

的数学语言或理论为自然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

定量化工具。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理论的目标就是解

释和说明某一领域的事实或现象 ,使现象成为我们

的理智可以理解和认识的 ,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奇

迹”。自然科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预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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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或现象。此种预言应有极高的精确性 ,正是

在这种意义上数学理论无疑是自然科学的工具 ,也

是自然科学定量化、精确化和严密化的必然需要 ,是

自然科学的灵魂。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数学理论的

支持物理理论是不可能产生的。自然科学的预测就

是采用一定的科学理论和初始条件或边界条件相结

合依据演绎数学方法推得特殊结论 ,正是这些结论

才存在与经验资料是否符合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物理理论才是一个严格的假说 —演绎系统或公

理 —演绎系统 ,离开了数学理论的支持 ,一切物理理

论都将成为不可能的。

3. 对已有科学理论的批判

物理理论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对已有物理

理论的批判与考察。物理理论本身要求其具有广泛

的适应性和普遍性 ,也就是说追求科学的统一性和

最大的思维经济性。然而迄今为止科学的发展既呈

现出不断分化又不断综合的趋势。科学史向我们表

明任何科学理论只能适应于特定的范围和领域 ,某

一科学理论适应有效的特定范围和领域又是通过其

他科学理论的产生才得到确定和界定的。爱因斯坦

又在对狭义相对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相

对论。在广义相对论中惯性系的优越地位消失 ,正

是通过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使我们对时间和空间又有

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正是通过狭义和广义相对论

又把我们的认识推进到了宇观和高能的领域。由此

可见 ,通过对已有物理理论的批判表现出新物理理

论的产生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内在的规律性。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与以前理论体系的重要

差别就是科学理论不再是一种纯思辨的体系。作为

科学理论的产生是主体智力劳动的结果 ,具有主观

性 ;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科学实践的工具要求其具有

客观性的特征。因此科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是一个由主观向客观转化的过

程。

据上面的讨论可知科学理论的产生是一个极其

复杂而又艰辛的过程。作为产生科学理论的归纳法

和演绎法都是片面的 ,仅仅反映了其产生过程一个

侧面的特征。科学理论产生的复杂性致使许多科学

哲学家把科学发现的逻辑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从

伽利略开始就把科学理论和实验有机地联系起来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正是伽利略开创了现代自然

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我们已经表明不仅经验资料

渗透着科学理论 ,科学理论中也渗透着经验资料的

信息 ,二者之间既相互独立、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

正是物理理论与经验资料之间的互动作用促使新的

物理理论产生并不断地把经验资料纳入新的物理理

论的逻辑体系。我们也应该明白这样一个基本的事

实 ,没有一定构造和创造性的语词即基本语言系统

的存在 ,经验资料的表述也就不可能 ,也不可能把其

从纯粹经验之中分离出来。物理理论的构造即与采

用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理想化和抽象化的方法

等有关。也与适当概念的产生、数学理论、较系统的

经验资料的取得和对已有物理理论的批判有关。在

科学理论的构造过程中想象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正如爱因斯坦所言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

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 ,推

动着进步 ,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说来 ,想象

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也就是说 ,若没有极

其丰富的想象力 ,物理理论也就不可能产生。物理

理论的产生是一种主体理智的构造和发明活动 ,此

种活动又是以当时获取的经验资料、科学理论水平、

科学实践的水平和文化传统为素材并受其制约的。

只有通过不断地科学实践 ,获取新的经验资料 ,

开发新的研究领域 ,经验资料就有可能与现有的物

理理论发生矛盾 ,也就预示着需要新的物理理论。

正是科学实践的需要推动着新的物理理论产生 ,反

过来新的物理理论又指导科学实践 ,促使新的物理

理论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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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用户将 IC卡插入电表中即可用电。

像 IC卡交通收费系统、汽车加油系统、汽车停

车收费系统、市民健康卡等都是 IC 卡的应用。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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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会越来越广泛。

·75·14 卷 2 期 (总 8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