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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拉丁文 的
“

∃( &)%
” ,

原意

是
“

要 去了解
” ,

它是人类认

识和研 究 自然 的一种 探索

过程
。

换句话说
,

科学是反

映 自然
、

社 会和人类思 维等

方面客观规律 的知识体系
。

人们在 科学 活动 中的基本

精神状态
,

包括 思 想意 识
、

思维方式和理性态度
,

则称

并派生出来的
。

像人类进行其他活动表

现出坚韧执著
、

不避艰险的

精神一样
,

在科 学活动 中表

现 出的这种献身精神更为典

型
。

因此
,

人 们也 习惯 于把

献身精神视为科学 的基本精

神之 一
。

不 难想见
,

献身精

神也是科学的基本精神即求

是精神所内蕴和派生的
。

类

为科学精神
。

科 学活动是有界定 的
,

而科学精神可

以超越这种界定而在科学领域之外表现 出来
,

故而

有
“

无所不在
”

一说
。

上述科学精神的定义有点抽象
,

难免有人会问
,

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 让我们先看看科学活动是

怎样进行 的
,

再回过来推敲这个间题
。

对于 自然科

学
,

科学家总是力 图用朴实而客观的语言描述事物
,

用仪器定量地测 出有关 的量
,

其测量结果可以毫不

含糊
、

始终如一 �在误差范围之内#地表示出来
,

通常

可以用数学形式表示出来
。

可见
,

科学活动是本着是

什么就说什么
、

是多少就说多少的精神
。

这乃是一种
“

求是
”

精神
。

再看
“

科学
”

的原意
,

它与
“

探索
”

的意思

很接近
。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
+

科学的

基本精神就是求是精神
。 “

求
” ,

含有
“

探索
、

追究
”

之

意 , “

是
” ,

含有
“

真实
、

正确
”

之意
。

不论从科学的词义

看还是从科学行为看
, “

科学
”

就是
“

求是
” 。

求是是科学 的目的
。

为达到这一 目的
,

在科学

行为的实施过程中
,

就必然涉及思想方法
、

行为方式
、

操作工具和归纳结果等重要环节
。

任何一种新思想
、

新方法
、

新工具和新结果
,

都是一种创造
。

因此
,

科学

行为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与创造性密不可分的
,

以至人

们习惯把科学精神与创造精神等价齐观
。

不妨这样

说
,

科学 的本意并不是要去创 造什么
,

只是
“

要去了

解
” ,

比如了解一种新现象
、

发现一个新规律
,

而不是

去创造新现象和新规律
。

事实上
,

我们是把为实现科

学的本意所表现 的行为本身看做是
“

创造性的
” 。

其

实
,

创造精神乃是由科学的基本精神即求是精神内蕴

−.
/

似地
,

批判精神和进取精神等各种科学精神
,

都是科

学的基本精神的丰富内涵的派生品
。

由于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是精神
,

所 以它的涵

盖面就 比创造精神和献身精神等派生 品要广泛得

多
,

在人类 的 日常活动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

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
,

才说科学精神无所不在
。

不论做什么
,

都客观地看待自己
,

量力而行
,

不

好高鹜远
,

知道进退
,

这种实事求是 的态度就是一种

科学精神
。

比如说
,

你想到夸克的分数电荷和颜色

量子数从未直接观测到过
,

于是想找一个可观测量

来取代这两 个不可观 测量
。

这个想法虽然颇为美

妙
,

但你尝试了一番之后
,

发现做不下去
。

此时你没

有继续钻牛角尖
,

而是另找一些做得通 的课题去做
。

你所持 的这种讲求实际的理性态度
,

就是科学精神

的一种表现
。

凡事独立思考
,

不迷信
,

不轻信
,

更不盲从
,

这种

注重理性思考 的精神也是 一种科学精神
。

关于思

考
,

有这样的古语
+ “

小用之则小成
,

大用之则大成
,

变用之 则至神
” 。

其中说的
“

变用
” ,

是 指善于思 考
。

不论在科研活动还是在 日常生活 中
,

理性思考的应

用范围之广
、

作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

有人告诉你

某个公司集资月息 0 1 以上
,

比当时银行利率高一

二十倍
。

违不违章法暂且不论
,

你只要
“

小用
”

一下

思考就知道该怎么办
。

该公司集资无疑是 为了赚

钱
,

其年利润必须在本金的 ! 倍左右才有赚头
。

什

么生意有这么大的利润 呢 ∗ 你 自然不得其解
,

从而

料 定
“

其中有诈
” ,

于是采 取退避三 舍的明智之举
。

现代物理知识



可见
,

只要稍动一点脑子
, “

小用
”

一下逻辑思维和数

学思维
,

就会让诸如此类的骗子去喝西北风
。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
+ “

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 不

过是长着翅膀的事实或事件 的无穷的飞翔
。 ”

的确
,

生命现象是一种客观事实
,

对整个宇宙来讲是一个

极其偶然的事件
,

人类生命更是如此
。

包括我们的存

在在内
,

客观世界本身是没有好坏优劣成败之分的
。

好坏优劣成败这种纯意念的东西
,

完全是人类在认

知过程中人为定义的
。

毋庸置疑
,

人类的这些规范是

有利于 自身 的生存的
,

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无穷的纷

扰和烦恼
。

因此
,

唯人类独有的智慧把自身置于两难

境地
。

试想
,

如果我们不分好坏
、

不辨优劣
、

不论成

败
,

绝对的
“

麻木不仁
”

地
“

存在
”

着
,

那对整个人类包

括我们个人的生存无疑是不利的
,
如果我们看重好

坏优劣成败这些主观产物
,

又会受其纷扰
,

轻则破坏

情绪影 响工作和生活
,

重则有害于身心健康甚 至危

及生命
。

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问题
,

人类在生产斗争

和科学实践 中进行过长期探索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

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
,

人的一切行为都可按过度
、

不

及和适中这三种状态来划分
,

前两种有失分寸
,

第三

种不偏不颇地处于两个极端之间
,

因而是可取的一

种状态
。

我国儒家提倡的
“

中庸之道
” ,

也是推崇不偏

不倚的
“

中庸
”

状态
。

近几年出现的
“

情商
”

理论和寻

常人们的
“

凡事要有个度
、

要把握分寸
”

之说
,

都含有
“

中庸
”

的成分
。

怎样才叫
“

适中
” ,

或者说怎样确定这

个
“

度
”

或
“

分寸
” ,

这不像定义一个长度单位那样简

单
,

它是依赖于客观条件和理性思维的一个变幻莫

测的东西
。

一般来讲
,

综合素质较高的人
,

往往能较

好地把握这个
“

度
” ,

往往能善待人生 , 综合素质较低

的人
,

则容易走极端
,

以失败告终
。

据报载
,

一个不无

名气的吸毒诗人是这样
“

看破红尘
”

的
+ “

一个人光溜

溜地生下来
,

不是只与阳光
、

空气
、

水
、

食物发生关系

么 ∗ 为什么要与国家
、

社会
、

家庭发生关系呢∗
”

此人

颇像前 面说的
“

绝 对的
‘

麻 木不 仁
’

地
‘

存在
夕

着
” 。

假若大家都像他这样
“

存在
”

着
,

过不 了多久就

统统不存在了
。

从此例可见
,

在我们强调客观存在的

同时
,

务必不能忽视人类道德规范等理念 的东西
,

若

失去分寸
,

则有悖于科学精神
。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 中说
+ “

我每天上

百次地提醒 自己
+

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

着别人 �包括生者和死者 #的劳动
,

我必须尽力 以同

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

东西
。

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
。

并且时常为发

�!卷2期 �总3 !期#

觉自己 占有了同胞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 ”

对这位最

伟大的物理学家的这段话
,

你仔细品味之后就不会

觉得它过分谦卑
。

事实上
,

人是一种 比所有群体动物

都更依赖群体的独特群体
,

脱离群体的个体是无法

生存的
。

人类知识和财富的积累
,

全是集体劳动的结

果
。

即使是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
,

每一样也都离不

开同行们工作的基础和其他人的间接支持
。

即便在

某件事情上 比别人能力强一些
、

做得多一些的人
,

若

能客观地认识到 自己在人类社会中的实际地位
,

就

自然会有爱因斯坦那样的感受
。

哪怕你没有爱因斯

坦那样高的精神境界
,

至少也会有知足感
。 “

知足者

常乐
” ,

对个人对社会都有好处
。

有了知足感
,

寻常百

姓就不会为了功名利禄闹得轰轰烈烈
,

弄得既无谓

地消耗 自己又消耗他人
,
享有特权的人也会安安稳

稳舒舒服服地 当着
“

公仆
” ,

不至于进
“

号子
”

甚至挨

枪子
。

与
“

轻荣重义
、

薄利厚德
”

的高尚情操相 比
,

这

些人过分追求个人利益以至极不尊重他人 的劳动
,

其思想根源可归咎为缺乏科学的求是精神
。

只有在求是精神的基础上
,

才可能正确地认识

包括 自己和 同行们在 内的客观世界
,

才可能自觉地

高扬敬业精神
、

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
。

有道是
“

创业

维艰
” ,

任何一个领域或行 当中的创业都需要付出长

期的艰苦的劳动
。

纵使你抱有
“

吞吐天地之志
” ,

在你

为实现 目标而努力时也应持寻常心态尽力做好所做

的每一件事
。

否则就容易变成
“

连院子都扫不了
,

谈

何扫天下
”

那样眼高手低的人
。

待你踏踏实实地做成

几件事哪怕是小事后
,

自然会产生一种收获的喜悦

感和成就感
,

自然会在科学精神的高扬中再接再励
。

美 国物理学家
、

� ∀ . −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费恩曼认为
,

科学理论可以来 了又去
,

往往被更好的

理论所取代
,

但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却是永远有效的
。

的确
,

在科学的任何一个学科
,

它的专业内容及其数

学表述的适应面都相 当有限
。

然而
,

基于科学精神

而展现出的科学思 维和科学方法
,

却适宜于各行各

业
、

方方面面
。

尤其是科学的诚实态度和实事求是

的精神
,

不论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

还是对一件事

体一个常人
,

都极为重要
。

0� 世纪的科学大厦必定

无 比壮丽
,

0� 世纪的物质世界必定空前繁荣
。

只要

我们本着科学精神脚踏实地地努力进取
,

在科学实

践
、

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 中不断地充实 自我
,

就必定

能 自然而然地融汇进时代洪流
,

为新世纪的繁荣昌

盛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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