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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不下去的橡皮鸭”与科普工作者重任

孙 倩

最近，气功“大师”王林浮出水面，各种

媒体纷纷报道评论，引发了新一轮对“特异

功能”反思和科学精神之理性质疑的讨论，

《南方周末》 就此还专门采访了老一代“破迷

反伪”的科普工作者，回忆了近几十年来破

除当代迷信、反对伪科学的历史及其原因。

其实，这些问题在“法轮功”取缔之后，

一些专家学者就“法轮功”坐大成势的原

因———二十多年伪科学与迷信泛滥———进行

了分析，科学精神得到了弘扬，同时科普专

家学者指出，科学的理性怀疑精神应该作为

社会公众具备的基本科学素养。但是，“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冰冻亦非一日能

解”，“人体特异功能热”和“伪气功热”以

及伪科学与现代迷信的流行，产生的影响极

为深广，社会上对其思想根源上的澄清远没

有完成。反映在社会思潮上，就是近十几年

来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

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出现了反复争辩与较

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说迷信、伪科学和

神秘主义现象就像一只“沉不下去的橡皮

鸭”，经过社会批评沉寂一段时间后，又会重

新浮出水面，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因话题与形

势、事件等不同而各异。21 世纪以来，特别

是 2010 年以来，李一“道士”、张悟本“大

师”、秦铭远“灵修导师”、王林气功“大师”

再次冒出江湖，欺骗世人，就说明了这一现

象。但是又有多少人仔细追究过，这样的欺

骗背后真正的原因，不仅是社会的浮躁和利

欲熏心，更有科学精神并没有在人们思想认

识上形成思维习惯。这一切都反映出，在社

会与公众这样的领域中，捍卫科学尊严和弘

扬科学理性精神还任重道远，科普工作者应

当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

本文粗略描述近十几年来社会各界人士

和学界同仁，捍卫科学理性的努力，展现科

学与社会公众领域中，科学与迷信、科学与

伪科学、科学与神秘主义等两条对立战线上

的力量抗衡，从而理解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

科学精神在当代的重要性，理解中国坚持

“科教兴国”战略、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坚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实际意义。

1复归、挑战与呼唤
1.1 复归：科学理性复归社会主位的努力(1999—

2002 年）

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后，社会思想仍

旧混乱，很多人对“法轮功”为何能成势，气

功到底是什么，有无特异功能之说，对于科

学与伪科学区别等问题，还存在模糊认识，

在理论上还有亟待澄清的误区。正如 《科学

与无神论》 发刊词 （1999 年 9 月） 中指出：

“近数十年来，一股反科学、反理性的思潮在

西方逐渐泛起，它把个人的能力神异化，把

个人意志、自由和创造随意化。在这股思潮

的基础上，不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教主崇拜

集团。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我国也有人以传

统的‘神功’，干扰科教兴国的大业；利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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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性的健身活动，宣扬‘神功’和各种封建迷

信，危害群众身心健康，破坏社会安定。对于

这股思潮，我们不能听之任之，不闻不问。”

因此，批评特异功能、伪科学和迷信成为思想

理论界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

思想理论界在这一阶段，对“法轮功”猖

狂时期的伪科学 （特异功能、伪气功） 的批评

成为主调，目的是在全社会营造弘扬科学精

神、宣传科学理性的氛围。在反思“法轮功”

何以成势问题时，专家们对产生它的那些伪

科学和现代迷信现象、根源以及判别标准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批评伪科学与迷信对社会

影响与危害，从历史文化和现代科学成果角

度进行了原因剖析，并就其对社会思想文化

领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在理论上，澄清了有

关气功治病的荒谬、伪气功的骗人实质、“特

异功能”的巫术与翻版魔术的本质、古今中外

同类“超常现象”研究的否定性结论；澄清了

有关周易算命、风水预测、相术算命、灵魂信

仰 （鬼魂） 等迷信问题，分析了迷信与神秘主

义思潮的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文化根源，解答

了如何以科学标准来判别它们；对一些混淆科

学与伪科学、科学与迷信概念的言论，借机攻

击反伪科学运动合理性的问题，专家学者也给

予了反驳。

这个时期的反伪科学讨论，总体上是将弘

扬科学精神，将科学理性复归到社会舆论的主

位了。但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理论

上，有些学者对科学与伪科学、科学理性与迷

信等概念故意混淆，还有人为“法轮功”是

“超常科学”进行辩护，也有人在网上发表文

章，对反对伪科学的人士进行攻击。对此，反

伪科学专家积极回应，撰文力驳这些论调的荒

谬与本质。

在这次的思想讨论中，有几位鲜明的代表

人物和特别的事件。他们的思想和做法成为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999 年 6 月， 《人民日

报》 刊载了任继愈先生文章“社会主义建设

不仅要脱贫，还要脱愚”，开启了揭露与分析

新形式的迷信与伪科学的新时代；龚育之、何

祚庥、潘家铮、胡亚东等人在 1999 年 7 月创

办的 《科学与无神论》 杂志上撰文，从理论

和实践上揭露和批判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的实

质与危害，特别是潘家铮院士的文章“向心陷

迷信的科学家进一言”、对龚育之先生的专访

“科学思想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对弘扬科学精

神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对那些曾经支持、参

与过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科学

家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特别提出共产党

员、高级知识分子应注重培养科学精神，提出

要对党员、公众和青少年进行科学无神论教

育。1999 年 8 月和 2000 年 12 月，民间组织

的两次表彰，鼓励了 1999 年以前一直在反对

伪科学战线工作的“斗士”。同时，还有司马

南与兰迪 1999 年联手挑战通灵人的义举，

2000 年 1 月评出十大伪科学著作，以及更多

的专家到高校进行科学精神的宣传。

很多专家通过对一些古老迷信和现代迷信

问题在理论上的分析与澄清，提出了反对迷信

与伪科学的对策，主要是要从消除迷信的社会

根源、思想根源上入手，从发展科学教育、提

高公众科学素质的战略上入手，从营造全社会崇

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的氛围入手，同时要加

强社会对迷信活动和伪科学的监管力度。在传

统文化问题上要以正确的“扬弃”态度来对待。

这些观点至今仍为主流的观点。
1.2挑战：科学理性面临新挑战（2002—2006年）

2003—2006 年，发生在科学与公众领域

中的思潮之一，主要是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分割对立起来，来讨论科学对社会的作用到底

是好还是坏，到底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要反对

科学、以所谓的“敬畏”回到蒙昧状态，是要

继续反对伪科学还是要在 《科普法》 中取消

“伪科学”一词。

这次的论争是以反对“科学主义”问题开

始的。在反思科学是把“双刃剑”时，一些学

者给中国现行发展科技与向公众普及科学的政

策和做法，冠以“科学主义”之词，加以反

对。原因是认为科学运用给人类带来诸如生态

危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人口爆炸、核武

器恐怖等负面后果问题，同时科学把人机械

化、工具化了，人性沦丧，道德败坏。由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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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而进一步出现痛骂科学危害人类

的生存与发展，谩骂科学是社会毒瘤和邪教的

“反科学”声音。同时在对待“非典”和海啸

灾害问题上也出现混淆科学与迷信界限、主

张回归人类蒙昧状态的“敬畏说”言论。与之

顺应的是捍卫伪科学的言论，如“为伪科学正

名”、“反反伪科学”、“取消 《科普法》 中

反对伪科学一词”等，认为存在所谓“科学外

理论”，反对伪科学就是阻碍科学的发展，反

伪人士是“科学警察”等。

当然针对这些言论，许多专家发表文章给

予了透彻分析与批评。2004 年龚育之先生在

《自然辩证法研究》 发表了题为“科学与人

文：从分割走向交融”的文章，是较为全面分

析并指出如何解决那些现实问题的代表作。他

从“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与争论的历史视

角，描述了中外学界关于“科学大战”“反科

学主义”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提出了如何

正确看待科学技术运用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如

何慎言“科学主义”问题，如何看待社会科

学、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问题，提出要

加强科学与人文交融的现代命题，并赋予了科

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含义，即“我们提倡的

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 （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 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

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这一时段的思潮表现之二，是与之并行的

另一条路径，仍是延续前几年的反对“传统文

化”招牌下的迷信之风。从 2003 年到 2006

年，除了对 《周易》 热问题的讨论外，有两个

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的话题，一个是《道德经》

引发的“熊良山现象”，另一个是“风水术是

环境科学吗？”的讨论。这两个问题涉及到了

科学与迷信的问题，涉及到学术态度，是否要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否要反对以弘扬

传统文化为名的迷信与伪科学问题。

实质上，这段时期的讨论，对于我们了解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认识科学的深刻含义，理

解科学精神，向公民进行科学教育，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推进先进文化，有很大的相关

性。学者出于对人类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进行

科学与人类社会之间发展关系问题的讨论，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有专家认为，在处理问题的具体细节上，

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很容易在讲

人文精神时，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混

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就为打着传统文化旗号

的伪科学开了绿灯；邪教滋生的理论土壤，就

是这种思想是非上混乱不清。无论是谴责科学

破坏生态平衡的罪过，还是要指责科学怎样具

有局限性，抑或谩骂科学是邪教、毒瘤，对科

学恨之入骨，所谓的以人文的名义来实现“终

极价值”，实际上要否定科学，反对科学，要

将坚持科学发展社会、造福人类的道路，重新

引回到“敬畏”神灵的蒙昧时代而无所作为。

科学本身只是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存在与运行

的规律，没有解决“价值”这样的“人文”或

“人道”的任务，使用科学不当所造成的危害

是“人”的原因，应该从“人”的因素寻找答

案，而不是谴责科学。科学理性是解决现代发

展中问题的有效工具，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没有

其他的更好的途径。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科

教兴国”战略，是要开启民智，运用科技成果

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而不是要回到蒙昧时

代和宗教专制时代。

有些专家敏锐地看到这场讨论的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信息

网络化的形成，特别是随着中国成功加入贸

易组织，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融将在所难

免。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渗透将变得更为

直接、迅捷、全面，并对我们已有的价值体

系进行最大挑战和最大考验。新世纪或新时

代运动所宣扬的恰恰是‘反科学、反理性’，

这种思潮已影响到我国，而且宣传这些思想

的组织和膜拜团体有的已经发展成为邪教，

成为一股反社会的逆流。而在我国，从所谓

‘神功异能’的兴风作浪到‘法轮功’坐大成

势，恐怕与那一时期的‘非理性’、‘伪科

学’的宣传有关。而现在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似乎又在形成一股思潮，在概念或定义不清

的情况下，让公众去接受‘反科学主义’的宣

传，会不会影响公众对科学价值的判断，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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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思想意识风波，成为新‘邪教’制造的

理论先导和利用的工具？因为价值观念中，科

学已经成为破坏人类的罪魁祸首，崇尚科学的

社会主流被谩骂打击。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

这 20 多年来，迷信、伪科学、邪教‘法轮功’

给我们的教训太深了，我们总不该重犯‘历史

的健忘症’吧。”
1.3 呼唤：呼唤新启蒙运动（2006—）

前述两条战线上对立论战仍在持续，而且

各种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超自然”声称和

“超常事件”常为各种媒体揭露，如 2010 年 8

月曝光的“神仙”李一道长，利用电流断症、

治癌的特别“医术”和养生国学达人身份实施

骗术；2010 年 5 月曝光的张悟本“绿豆”大

师养生骗局的“神骗”事件；2012 年 4 月曝

光的以“身心灵修养”为名实则推行“性爱灵

修”、鼓吹淫乱的秦铭远欺骗白领名人的事件，

以及 2013 年曝光的气功“大师”王林的魔术

戏法的骗局等，各个媒体尤其网上对此类事

件的揭露，形成了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的舆论气势。这些揭露不仅引发

世人对一次次骗局的反思，为何总是有人利用

人性中轻信盲从的弱点来行骗而屡屡得手，而

且也疑问：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宣传了那么

久，竟然还不断有此类事情发生？那么深层次

的原因是什么？

在学界，是否坚持科学理性问题的争辩，

从前面两阶段非常具体的就事论事，逐步寻查

到思维方式上，深入到观念层面上的认知，涉

及到科学与宗教、文化、伦理领域了，视角也

扩大到国际上。这个时期争论的本质在于是否

要坚持科学理性的文明传统，坚持世俗的人文

主义，反对迷信、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问题的社会文化背景。

继世界性的新时代运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

之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融合传统宗教信仰复

兴的新蒙昧主义和相信超自然现象的神秘主义

的新思潮 （如反对达尔文进化论、宣扬新的神

创论———“智能设计论”、复兴基督教原教旨主

义）。这股思潮对我国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在

我国学术界随着国外宗教组织渗透而大量引入

神学著作，有人宣称“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

科学”，声称“科学与宗教可以融合”，“宗教

可以指导科学”，“宗教道德是最高的道德”。

这些言论在思想界和社会公众中，尤其是对社

会价值判断标准方面和公众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方面，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如对科学技

术产生不信任、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对现实

社会道德失望转而求向宗教道德，产生追寻宗

教的情感倾向。与此动向相对反的，是在“科

学”外延的问题上，国内学界进行了科学与宗

教、道德方面的讨论，并大量引入倡导科学理

性、批评性思考的现代国际组织———国际探索

中心的“新启蒙运动”观念，对世俗人文主义

运动和科学怀疑探索运动进行介绍和讨论。

这样，关于科学的话题已经不仅仅停留在

其内涵和语义层面上了，而是延伸到更加广泛

的社会文化领域；科学精神普及的重点不仅仅

要澄清具体的迷信、伪科学、神秘主义的表现

案例，开始转向到科学与社会的价值评判以及

公众“三观”的领域了。这个时期的无神论、

学者和科普工作者具体活动是：开展了大学生

信教问题的调查研究与讨论；对科学与宗教、

道德与宗教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建立和加强

了国际探索中心联系与活动；呼唤新启蒙运动

（世俗人文主义和科学的怀疑的探索运动） 在

中国的开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

尤其是社会主义荣辱观 （“八荣八耻”） 之以

“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讨论；

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教育。

2 何以形成这样的轨迹
三个阶段的思潮表现，在逻辑上存在着一

定的联系，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全球背景和我国

社会转型期上来考察。很多专家认为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上的“新时代运动”“新宗

教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对蒙昧主义、神秘

主义和反科学思潮的催动，加之我国社会经济

转型期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精神领域

的信仰缺失、道德水平下滑、社会心理失衡等

问题，导致我国公众在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上

出现不正常状态，具体表现就是“人体特异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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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伪气功”等伪科学的流行，给社会和

公众带来极大的思想混乱，造成社会不安定因

素。因此，在“法轮功”问题出现后，思想理

论界开展了一场正本清源、弘扬科学精神、科

学理性复归社会主位的运动，正如第一阶段的

情形。由于有了大量的反对迷信与伪科学的声

音和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特异功

能、伪气功问题的不正确认识，遏制了愚昧迷

信和神秘主义的肆意泛滥。但是在理论和实践

上，这些对于根本解决科学与公众领域里面不

断出现的现实问题，比如如何看待科学使用引

来的负面影响，如何消除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而

实现融合等问题，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在

思想认识上，理论界展开是否坚持科学理性、

反对蒙昧迷信与神秘主义、反对伪科学的争论

始终不断，出现了第二阶段的情况。究其根

源，也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后，世界多元思

想文化中的各种思潮不断涌入我国，影响我国

思想理论界。尤其是国外反思现代化而持续不

断且日益增长的非理性、反科学思潮，追求超

自然力量的神秘主义思潮和复兴传统宗教的蒙

昧主义思潮，成为一些学者追捧与热心传播的

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李一、秦铭远、王

林之流还可以兴风作浪的现实思想原因。

当然，中国当代无神论学者和科普工作者

关注到这一动向，并对其进行了研究，同国际

上世俗人文主义运动的学者一样，积极呼唤

“新的启蒙运动”，主张依靠科学理性解决现实

问题、创造人间的道德与和谐社会，呼唤在我

国坚持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主张依

靠科技创新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在社会上大

力普及科学，开启民智科学。这些形成了第三

阶段的主要特征。

3 启示———“沉不下去的橡皮鸭”与科普工

作者重任
纵观三个阶段不同重点，实际上始终围绕

着是否要坚持科学理性问题。作为现代文明成

果之一，它本来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 S

一种处理世事所坚持的原则。但是迷信、伪科

学、“超自然”神秘主义的思想，在社会文化

中和人们的头脑中基于传统的原因而根深蒂固，

它就像“沉不下去的橡皮鸭”，在批判声音过后

不久，仍以新的形式出现。其表现是，第一阶

段到第二阶段，是在批判“伪科学”和“特异

功能”、“邪教”的声音成为主流，科学理性回

归主位后，又一次以批“科学主义”、“为伪科

学正名”、“敬畏说”的新形式出现的反科学理

性的回潮。而到了第三阶段，捍卫与反对科学

理性思潮的争论，扩展到全球中，表现形式上

就是在“科学与宗教关系”、“超自然现象”流

行问题上争论不休，因而坚持世俗人文主义、

以科学理性启蒙世人的无神论者与科普工作者

呼唤，要开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应对

“超自然的神秘主义”、“传统宗教信仰复兴的

新蒙昧主义”和“后现代反科学”等三种思潮

在全球的流行。这些说明神论思想还是根深蒂

固，社会土壤相当丰厚，公众对科学与伪科学、

迷信、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界限还划不清。因

此，在科学公众领域中发生和发展的捍卫科学

理性思潮，便有了基础性的意义。这对我国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会产生影响。

近十几年来，思想战线上捍卫科学理性的

思想发展轨迹，经历了从回复主位到重新受到

挑战，从不断地讨论面临的新问题升华到应对

全球三种反科学理性增长的思潮，是一个曲折

艰辛的理论澄明的过程，这里面有科普工作者、

反邪教工作者、无神论工作者和哲学界学者的

共同努力。通过三个阶段的分析，我们看到，

真正在中国社会上营造崇尚科学氛围，普及科

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识别迷信

与邪教的辨别能力，还任重而道远。科普工作

者应自觉承担当代文明传承的历史责任，推进

科学文化在思想领域和公众领域的增长，通过

具体的迷信、伪科学和神秘主义的案例剖析，

捍卫科学理性的尊严，坚持反对反科学、反理

性的思潮，积极传播识别真伪的科学方法，提

高社会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科普工作者的

知识和智慧，用于澄清理论是非与提高公众辨

别能力上，从而更好地淘炼和澄清时代思想、

把握时代精神，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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