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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1 世纪以来，在我国处于社会发展的

转型时期，迷信重新开始大范围地滋生和泛

滥。其内容变得日益复杂，既有传统的求神问

卦、驱魔治病、易经占卜等，又有网络电脑算

命、“科学”看相之类的新花样。当代迷信通

过网络技术肆意传播，对人心和社会造成难以

弥补的损害，它们不仅降低了公众的科学素

养，导致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而且在社会

上引起巨大的思想混乱，败坏社会风气，妨害

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阻碍科学技术文化事

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

生了极大负面影响。

当代迷信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互联

网、电子杂志、期刊、电视上。通过全方位的

宣传，使得很多青少年慢慢变成了“星座迷

信”、“电脑算命”的铁杆粉丝。调查统计，

2002 年北京某高中发放 100 份问卷，其中

81%的学生知道自己的星座，36%的人相信星

座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1]。大学校园里具有迷

信思想倾向的学生人数呈上升的趋势，2007

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1%的学生知道自己

属于哪一个星座，76%的人使用过电脑算命，

55.6%的人用扑克牌相互算命，11.6%的人找

过算命先生、看过手相，经常去星座网站浏览

的学生占近 20%[2]。从已有研究成果看，不同

省市的青少年利用网络算命的平均比例为

30%左右。由此可见，网络迷信对青少年的浸

染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这种状况应该

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不难发现，在大多数综合网站中，都有

“星座”、“占卜”等频道。在互联网搜索引擎

上输入“算命网站”进行查询，出现相关网站

有数百万个。在这些网站中，大都设置了吸引

青少年注意的“少男少女”栏目。其中，夹杂

着时尚元素的网络算命受到青少年的青睐。有

些“生活服务”栏目与手机占卜短信绑定在一

起，像天气预报、时事新闻等，让网络迷信以

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渗透到青少年每天的生

活里。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

和信仰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少年长期沉浸在这

类迷信信息中，他们虽然能够做出并提出自己

的判断见解，但是却缺乏足够的分析和审视能

力。因而，他们很容易受到误导，甚至把那些

经过包装的网络迷信当成“科学”，从而失去

正确的、客观的判断是非的能力。网络迷信是

思想的毒瘤，严重地歪曲和腐蚀了青年人的心

灵，使他们失去分辨正义和邪恶的能力。小到

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大到学业、情感等方面的

抉择，都会被这些网络迷信信息所迷惑。在

“运程”、“命定”等说法的影响下，使得青少

年在犯错误或遇到挫折的时候，总可以为自己

找到借口，导致他们逃避责任，不敢正视困

难，甚至自暴自弃，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消

极、颓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如此，更为

严重的问题是，青年人相信迷信将导致巨大精

神财富的浪费和损失。因为，青年人是促进国

家科学技术事业进步的生力军，肩负着推动未

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重担和责任，所以，应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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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网络迷信的负面影响，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

的心理诉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由

此，必须利用科学精神为青少年的人生导航。

迷信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二三百万年

前，而科学发展的历史却只有五百多年。迷信

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变换花样抵制和危害科学

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传播

和普及。作为科学的观念内核和本真要义的科

学精神在科学与迷信的较量中，发挥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一般认为，科学精神是伴随近代科

学的诞生，在继承人类先前思想遗产的基础

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

淀，是科学文化深层结构 （行为观念层次）中

蕴涵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3]。不仅是科学家群

体应具有的精神，而且也是大众群体能够领

悟和学习的精神。对于青年人来说，通过领悟

和学习科学精神可以帮助他们抵制迷信思想

产生的危害。

在默顿看来，科学精神内部结构可以概括

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有条理的怀疑精神和

无私利性四个组分。尤其后二者是区分科学精

神与迷信的重要表征。任何一种思想观念或是

理论系统若想健康、持续地发展都离不开有条

理的怀疑精神。而科学系统正是具备了这种开

放性、可贵的怀疑精神才使它成为推动人类社

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迷信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

现象，是指对接受的知识和信息丝毫不允许怀

疑，并且确信无疑。它与理智信仰相悖，是一

种缺乏科学事实根据的盲目的、非理性的信仰

和崇拜，这样的信仰和崇拜必然会让青少年掉

进盲信的虚无主义泥潭。因此，要让青少年认

识到，只有具备科学精神才能让他们脱离盲信

的困境。科学精神包含的无私利性要求我们的

行为准则是不能谋取私利的。然而，各种迷信

则带有明确的私利性。它们打着现代科技的旗

号，为了骗取钱财，或为了骗取他人信任，达

到个人崇拜的目的，不惜采取任何非法手段，

例如与神秘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和伪科

学现象等文化形态结合在一起，利用一些尚无

定论的现象混淆视听，愚昧百姓。

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千万不能

被网络算命等迷信所左右。那么，青少年如何

以科学精神来抵制网络迷信的负面影响，从而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科学精神是青

少年破除迷信的一把利剑。这把利剑从两个方

面，即科学精神所具有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

达到破除迷信的目的。实证精神是科学所独有

的，并且是区别于其他知识和观念系统的一个

重要指标。它要求利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事实、

物理现象和社会行为。迷信无法对各种事实、

现象和行为做出客观的检验或实验证明。理性

精神与实证精神并驾齐驱，二者不可偏废。理

性精神是科学的本质表现，它是区别于迷信、

巫术等非理性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准。理性

精神要求利用秩序和逻辑的思路理解世界。迷

信则是利用非理性的、超验的、体验的方法感

觉世界。因此，要将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共同

内化到青少年的思想中，才能增强他们抵制迷

信的自信心。

迷信心理古今中外皆有，对迷信形成的原

因有各种解释。丹皮尔曾指出，人们的本能是

百万年来信奉巫术和崇拜精灵的祖先的遗传[4]。

人类学家里弗斯 （Rivers） 进一步说明迷信、

巫术和原始宗教是从野蛮人对世界怀有的朦

胧的敬畏和神秘感觉中同时产生出来的。因

此，解析从事迷信活动的人的心理动机，也就

是迷信之所以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一席之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迷信具有深层

心理需求。尤其是在社会历史转型期或者动荡

期，对于保有寻求确定性心理的人们来说，一

度缺乏精神“安慰剂”，科学精神是青少年解

除迷信这种危险“安慰剂”的一剂良药。在人

类社会的早期，迷信、各类巫术到处盛行。青

少年时期作为一个人人生的早期，恰好是容易

受到迷信干扰的时期。对于那些被迷信干扰的

青少年，要利用科学精神解除其思想中的迷信

毒素。另外，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群体，应根据

其心理特点，找出病因，对症下药。从社会角

度，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措施来实施有效的心理

干预[5]。 （1）营造追求真理、弘扬科学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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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氛围，减少各类网络迷信导致的心理污

染； （2） 截断网络迷信信息向青少年传播的

途径； （3） 丰富校园心理咨询形式，提供多

元化的心理服务，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

（4） 将青年人心理科普工作与他们的思想道

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对于处于思想剧烈变动期的青年人

来说，要以科学精神来引领他们的人生。让青

年人通过学习前沿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掌

握最新的科学思想，揭示并认知科学的本质，

正确地运用科学技术成果，才能辨别各类形式

的迷信、非科学、伪科学、假科学和反科学的

欺骗和迷惑。不仅如此，青年人更应通过涵养

道德，陶铸性情，积极跃升至求真、尚善、致

美的人生境界，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摒弃网

络迷信的负面影响，减少它们对社会的危害，

才能真正走上一条正确的、有意义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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