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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精神？如何理解其内涵？长时

间以来，难以找到一个关于科学精神的标准统

一定义，就像“知识”“科学”“民主”这些耳熟

能详而又无法确定认知标准的名词一样难以

定义。以至于“科学精神”的英译是“Spirituality 

of Science”还是“Scientific  Spirituality”都未

能统一，前者译法更多的是指科学研究的过程

和成果中所显示出的科学本身所独有的一种

精神和气质，后者则是指前者向其他领域的渗

透和应用 [1]。对科学精神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

涵的研究，是每位探讨科学精神的学者们必须

涉及的，但各自的观点和表述都各有侧重，互

不相同。这并非是学术界不能包容兼蓄，根本

的原因在于科学精神是一个多元概念，反映的

是人们对待科学本身和探索活动的基本态度

[ 摘   要 ] 中外学界对科学精神的内涵和理解都存在文化语境差异，但科学理性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品质却

是科学精神的核心。科学精神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表明科学日渐社会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的价值与作用，科学精神已成为先进文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多视角、多层次厘清科学精神的

实质，有助于全社会弘扬和培育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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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综合表现。因此，研究科学精神就具有多

维度、多视角探讨的可能性，对其内涵和本质

的理解就自然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性和社会

文化性。因此，有必要对科学精神在历史发展

线索和文化差异背景下进行全面考察，并从多

维度、多层次对其内涵进行解析。

1科学精神的多维释义
中外学者对科学精神的定义呈现多样性，

各有侧重，既有共性，也有分歧。科学精神是

一个多元性概念，其在表述时总是包含和关联

有关科学的主体性、对象性、文化性、历史性

以及科学思想、方法、价值等方面。而学界对

科学概念主要从三种不同视角定义：一是从静

态上认为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描述世界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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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知识体系；二是从动态上认为科学是探索

知识和追求真理的社会活动；三是从广义上认

为科学是一种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互

动之中的社会建制。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和定义

自然也受到对科学的理解和定义的影响。随着

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深刻交融，科学与

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会越来越大，科学系统作

为一种社会建制，可能会延伸演化出更多的时

代特征和社会功能，科学精神也必然会赋予新

的内容。从 20 世纪初以来，最初对科学精神

的理解主要是强调理性的科学精神和求真务

实的精神，至于质疑精神、实证精神、创新精

神以及自由、公正、奉献、包容、协作等精神

都是随着对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而逐步扩展

的。科学精神的含义在历史发展和语境差异下

显示出不同的特征。

1.1  中西文化差异下的科学精神

中外学者对科学精神的概念有多种表述，

虽然语境各异，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定

义，都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科学

精神是人类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形成的信念、价

值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另一方面，科学精神是

科学主体的内在精神气质以及在科学活动中

表现出来的求真创新的品质。通过考察中外学

者关于科学精神的解释，可以发现，一般是从

认识论、方法论、社会规范、价值与人文以及

综合性视角来定义的，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

为便于对比理解科学精神概念的历史线

索和语境差异，现将一些有代表性的定义和描

述进行汇总。见表 1。

定义视角

认识论

方法论

学者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

皮尔逊（英）

罗斑（法）

朱熹

任鸿隽

竺可桢

席泽宗

波普尔（奥）

威斯（美）

巴什拉（法）

子思（春秋时期）

任鸿隽

梁启超

胡适

蔡德诚

文献出处
亚 里 士 多 德 全 集
( 第 7 卷 )

科学的规范

希腊思想和科学精
神的起源

大学

科学救国之梦——
任鸿隽文存

竺可桢文录

论科学精神

科学发现的逻辑

科学精神的形成

中庸

科学救国之梦——
任鸿隽文存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治学方法

论科学精神

概念描述

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把科学的客观性、实证性、怀疑性、审美性、公正性、为善
性等特质称之为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表现为“对事物永恒秩序的不计利害的爱”或“逻
辑地作解释的需要”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把“崇实”“贵确”看作是科
学精神“不可不具之二要素”

科学精神即“求是”，表现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
不武断、不蛮横，实事求是

科学精神归结为“公正、客观、实事求是”

科学精神的灵魂是质疑，质疑和批判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第一
位要素

把科学精神表达为对知识的愿望、逻辑的尊重、对寻找数据
的渴望、对结果的验证

科学精神将数学与经验、法则与事实协调起来，是使其表现
几何化，即描绘经验现象

治学精神：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

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科学精神的实质包括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平权的争论、
实践的检验等

表 1  关于科学精神概念的汇总与对比表

关于科学精神内涵的多维解析 <<< 蒋道平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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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汇总表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对科学精神

的共性认识包括求真、求实、实证、质疑等基

本元素。不难发现，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含义应

该是在理性精神指导下的求真求实过程。从这

些关于科学精神的定义中可以得到启示，不能

将科学精神泛泛而谈，更不能与价值观、世界

观等同起来，把科学精神过度泛化擢升，以至

于包罗万象，这与科学精神本身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质是唯科学主义的泛滥。另外，将科学精

神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文化和人文精

神混为一谈，这也是没有抓住其本质含义。

科学精神在中西文化语境下的概念有着

明显的差异性。西方和中国的近现代科学，是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的，对于科学精神

的解释和理解，在语义、观点和思维方法上都

有很大差异，各自对科学精神气质在科学实践

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开展自恰性的辩护与传播。

中国近代科学属于外发型，缺乏自发根

基。在经历西学东渐、器物观、中体西用等实

用思潮后，科学精神在实用主义和致用性科学

观之后开始萌芽。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科学精

神与民主精神同步进入国人探讨视野。由于受

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国人喜好从传统文化范畴

理解科学精神，所以早期的科学精神总是表现

为基于科学救国思潮基础之上对科学的求真、

探索、报国的精神元素，科学致用性和政治

依附性比较明显。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国

人对科学精神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作为科学

先驱者，任鸿隽是典型代表，他把科学精神定

义为“求真理是已”，并进一步提出，科学家

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

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谓之科学精神 [2]。之

后一批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们都对科学精神

有过研究，竺可桢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只问

定义视角

社会规范

价值与
人文

综合性

学者

默顿（美）

库恩（美）

董光璧

刘华杰

贝尔纳（英）

李醒民

彭炳忠

樊洪业

李醒民

金吾伦

胡守钧

武夷山

文献出处

科学的规范结构

科学革命的结构

论科学精神

论科学精神

科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精神和人的价值

论文化视野中的科
学精神

论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特点和
功能

论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

论科学精神

概念描述
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
的怀疑性四个方面

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求证”，通过范式的革命来求证，实
现科学发现

科学精神是科学家行为规范所表现的精神气质，它不依靠任
何学术定义而规定

科学精神是从科学社会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有关科学本质
和科学方法论的规范性表述

科学精神既表现为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最高价值，又把科学
所负荷价值置于社会建构中实现科学的社会价值

科学精神包含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最终体现为是人的价值

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总和，
是科学文化的核心要素

科学精神是人类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和追求，是由理性精神和
实证精神所支撑的“求真”，也算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科学精神是在继承人类先进文化思想遗产基础上长期发展起
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是科学文化中蕴涵的价值和规范
的综合

科学精神是从科学成就和科学探索中概括衍生出来的关于人
在处世行事中所具备的一种精神，是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和探
索精神

科学精神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优秀传统和生命线

科学精神是追求科学真理所表现的探索精神，是为科学献身
的决心和行动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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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不计利害”，把科学精神具体化为“求

是”，并总结出科学精神的特点为不盲从、不

附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

实事求是 [3]。席泽宗、李醒民、樊洪业、何祚

庥、吴国盛等一批知名学者对科学精神进行了

系统深入地探讨，对科学精神的定义都具有中

国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科

学精神既依附于科学知识，又超越于科学知

识，是人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和追求的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第二，科

学精神具有普遍性，对于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探

索活动中的行为与范式具有普通规范意义；

第三，科学精神属于社会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要与人文精神高度融合。

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3）中分析了古希腊科学精神所具有

的独特特征，认为“希腊创造了‘人的理性’”。

古希腊思想家的科学精神表现为“对事物永恒

秩序的不计利害的爱”或“逻辑地作解释的需

要”[4]。梅尔茨（John Theodore Merz，1840—

1922 年）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忠译，

商务印书馆，1999）中指出科学精神是这个时

代的主要特征，强调科学遵循严谨的方法，探

其目的是揭示出普遍客观的科学真理 [5]。皮

尔 逊（Karl Pearson，1857—1936 年） 对 科 学

精神特质表述为客观性、实证性、怀疑性、审

美性、为善性、公正性等 [6]。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 年）把科学精神规范概括

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

疑性四个方面 [7]。贝尔纳（J.D Bernal，1901—

1971 年）从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角度对科

学精神进行了阐述，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922—1996 年）则从科学的规范结构

来解释科学精神的核心在于“求”（探求、求

证）。西方关于科学精神的界定对中国学者关

于科学精神的讨论影响很大，而更重要的是，

西方科学精神为何能滋生在民众中？为何能

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背景和思想引领的

差异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是研究和弘扬科

学精神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图 1  任鸿隽，著名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是
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
科学杂志——《科学》的创建人之一，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
人之一，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 2  默顿，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著有《科学社会学》等
名作。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界的社会
关系结构即科学共同体，提出科学精神气质即默顿规范。

与东方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更具有客观理

性、开拓性、包容性，西方文化背景下滋长的

科学精神与中国科学精神的演进有很大差别。

自古希腊开始，科学精神就开始孕育，文艺

复兴之后，西方科学精神得到彰显，并融入到

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成为了西方人的自

觉的遗传基因。西方科学精神是一种由内而

外的、自发的、自觉的科学态度和追求，因

此，与中国相比，西方学者们对科学精神的含

义在表述上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罗斑（Leon 

Robin，1866—1947 年）在《希腊思想和科学

关于科学精神内涵的多维解析 <<< 蒋道平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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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时代背景下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特征不

断丰富发展。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1820—1895 年）曾指出：“在希腊人那里是

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

以试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8]，他认为科学

精神在希腊起源于一种直观的自由的理性精

神，而到近代科学时代，科学的理性则是以实

验实证等形式来彰显和丰富。近代以来的西方

科学精神，是肇始于欧洲文艺复兴的自由解

放精神。17 世纪近代科学的理性精神、18 世

纪的启蒙精神和 19 世纪工业技术革命的实证

精神，实质上都是以理性精神为根本特征的具

有时代气息的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在传承基

础上，不同历史阶段的科学精神又注入了新的

时代气息，人们对科学精神的认识和解释也更

加丰富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精神在一定意义上

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角

度看，逻辑实证论者认为，科学精神的核心在

于观察、实验；否证主义者认为，“质疑”

是科学精神的核心。科学发展史说到底就是一

部在理性精神指引下不断质疑、不断探索的历

史。纵观整个科学发展历程，已有的科学成

果总会被后来的科学成就所超越甚至被颠覆，

没有颠覆不破的科学理论，更没有任何理论

可以立于绝对永恒正确的宝座之上。比如，哥

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 年）的“日

心说”是多么了不起的理论体系，但今天人类的

认识早已超越了哥白尼的认知视野，进入到更

加广阔的宇宙空间，人们早已在日常教学研

究中平静接受了“太阳也非宇宙中心”的观

念。对此，库恩早就断言，就像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B.C.384—322 年）宇宙与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aeus，约 90—168 年）天文学的

命运一样，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 年）

的宇宙观、哥白尼的“日心说”也同样不具有

终结性和永恒性，它们只不过是人类文化思想

史上众多章节之一，这场接力赛式的科学革命

历史“持续已久并将延续下去”[9]。显而易见，

在科学探索活动中，任何对已有理论或研究方

法顶礼膜拜并奉为神明的做法，都有悖于科学

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本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

讲，科学精神在任何时代，在理性精神的指引

下对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这是科学精神从未

改变的核心内涵。

那么，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如何才能准确而

全面地理解现代科学精神？随着科学社会化

和社会科学化深刻融合，科学精神的现代形态

更加丰富多元。现代科学精神是一个系统性的

多元结构（见图 3）。当提出科学问题和科学

假设后，通过理性的求真精神来解决问题。在

对未知世界提出科学问题和对已知世界提出

质疑时，对于今天的大科学时代，需要用系

统的科学态度来解决问题，寻求真理。由于在

科学社会化系统中，影响科学认知和探究真理

的因素很多，不能超然于社会而探索科学，

应坚持大胆质疑、探索创新、自由竞争、协作

包容、造福人类等科学态度，这些都是现代科

学精神的丰富内涵。

图 3  科学精神现代形态的系统图

综上所述，科学是一个汇集科学知识、科学

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体。科

学精神表现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内化在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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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意识中，物化在科技成果中，渗透在科学

研究方法中，凝结在科学思想文化中 [10]。综

合中外学者关于科学精神的概念，科学精神的

现代解释可定义为：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

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用理性精神追求真理的态

度和规范，是质疑、实证、创新、自由、臻美

等科学态度和精神气质凝结在人的意识和行

为层面的精神面貌。明确这样一种综合性定

义，一方面表达了理性求真是科学精神的灵

魂，同时，又基于时代发展特征，科学精神又

随着科学活动的历史发展在不断地丰富和改

变其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还将科学主体的

内在精神气质和科学活动行为规范统一起来，

将科学精神作为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精神

动力，并成为求真的思想源泉和行动指导。此

外，突破了过去的狭义概念，以往对科学精神

的定义主要基于科学活动中的精神气质，而忽

略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智能发展中的科学

精神。定义为广义的科学精神，这其实是社会

进步中科学精神的应有之义，科学的目的是促

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科学精神从而发挥精神

引领和智力支撑作用。

2科学精神的历史演进
科学精神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繁荣

的渐进过程。从古希腊发源萌芽到现时代，是

一个不断嬗变和丰富的演进过程。由于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把科学技术和全

球化带入一个全新的时空境界，科学发展的速

度、特征、价值、功效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与此同时，科学精神的特征也随之由传统性向

现代性转变。当然，科学精神的传统性与现代

性的区别不是一种颠覆与否定，而是一种合理

化的传承与嬗变，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注入时代

气息的过程。

2.1  科学精神的传统气质

传统性特征下的科学精神，注重线性逻辑

表达，求真、求实、质疑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含义。

在古代科学体系中，尽管科学精神表现为机械

自然观、经验致用性和思辨逻辑性 [11]，但先

辈们的本意依然是力求把握自然规律，达到认

识和改造自然界的目的。回望自古希腊以来的

两千多年的科学文化史，可以发现，对科学真

理的不懈追求所表现出来的求真精神，是传统

科学精神的气质。

古希腊文明之所以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

而广泛，其根源不仅在于它是科学与民主精神

的发源地，更重要的是，它将科学精神作为一

种专属于古代希腊文明的独立思维方式，探索

活动似乎与社会关系无关紧要，只关心知识的

确定性，不关心其功用性，这便是传统的有关

科学的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将“求知是所有

人的本性”的判定作为《形而上学》开篇之语，

把“求知”作为人的意识和社会存在的最为突

出的位置。他指出，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

哲学思考，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非以

某种实用为目的 [12]。超越社会功利性的考虑

以及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便是希

腊理性精神的魅力所在，这种精神是希腊人对

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文明传承 [13]。这种理

性精神更是科学精神的基础与核心，这种精神

图 4  哥白尼，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他
发表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创立了日心说，开创现
代天文学。哥白尼的学说是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革命，它
使人们的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于科学精神内涵的多维解析 <<< 蒋道平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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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又走向复兴，引发近代科

学的肇始与繁荣。

古代科学精神总体上表现为朴素的、经验

的逻辑表达，在主观愿望上是一个追求真理的

过程。近代科学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并

在 19 世纪逐渐传播到中国。哥白尼革命到牛

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把近代科学推向了巅峰，

哥白尼天文学革命成为近代科学的突破口，引

发了 开 普 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 年）、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 年）、牛顿

等科学巨匠的重大发现，对于开普勒来说，日

心说是他发现行星运动定律的必要前提，而对

于牛顿来说，它打开了一条合理解释这些定律

的科学道路 [14]。哥白尼革命不仅引发了近代科

学的“蝴蝶效应”，更重要的是摒弃了仅靠经

验直觉和纯粹思辨认识世界的精神传统，认知

方法迈向以精密的数学分析与实验方法相结

合的路径，实现了科学认识的理性变革，完成

了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15]。近代科学精神主

要表现为追求真理的永恒性、对传统观念的科

学挑战、理性怀疑的科学态度 [1]。在现代科学

体系中，科学界对科学方法、科学思维推崇备

至。西方的皮尔逊、贝尔纳、默顿、库恩等一

批科学哲学家以及中国的任鸿隽、竺可桢、席

泽宗等一批先贤都从不同侧面对科学的规范

性、科学的社会性定义了科学精神的含义。由

上可见，科学精神的传统性主要表现为科学的

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它是人们对科学本质的

理解和追求 [1]，其核心是由理性精神和实证精

神所支撑的求真精神。

2.2  科学精神的现代嬗变

以信息技术为牵引的新技术革命对科学

技术的推动与革新极其深刻，当代科技在信息

技术的牵引支撑下对人类和自然界产生了巨

大影响及冲击，人们在折服现代科技的同时，

也深感科学发展必须理性和有序。在科技伦

理、伪科学、人口与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逼视

下，现代科学观的视域、论域走向多元化，科

学本质主义和科学基础主义逐步消解，取而代

之的是认知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人类

学、科学文化哲学和科学伦理学等新兴科学

论，关于科学论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学

本身，而是普遍指向社会、人文、审美与和

谐，更加关注自由、价值、存在问题，从审

视科学出发，走向超越科学。如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 年）转向科学与文化问题、

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 年）

倾向于自由问题、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 年）探讨现代人类的历史性生存问题 [16]。

由此可见，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科学观的转型，

科学精神也历史地注入了现代性元素，体现出

时代性和自恰性。

科学精神由传统向现代嬗变，其现代性特

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科学精神表现为“真

善美”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二是科学精神与

人文精神高度融合 [1]。这两个方面更多的是关

注科学价值的导向问题，科学价值包括真理价

值、功利价值、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四者形

成了四位一体的科学价值观，揭示的是内容上

的真、功用上的善、伦理上的臻、形式上的美，

四方面相互促进与制约，现代性的科学精神也

在这四位一体的价值观中得以形成和固化，进

而达到科学精神的最高境界 [15]。李醒民把现

代性的科学精神价值阐释为六个方面：信念价

值（科学给予人们永恒的相对稳定的、正确的

信念）、解释价值（满足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预见价值（科学无止境导致大胆假设）、认知

价值、增值价值（科学的张力导致知识增值与

创新，并产生新思想）、审美价值 [17]。库恩

在强调科学共同体严谨的研究范式的同时，还

专门撰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指出，科学

与人文艺术是人类文化长河的两支主流，只有

当科学家的美学造诣能反映出大自然的客观

美学时，美学在科学发展中就会内在地发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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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 [18]。人文精神的内容包括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指人的意义和人生的追求、目的、

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在 20 世纪初

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曾一度被割裂。在现代科学与社会运行深度交

融背景下，科学精神以一种信念追求和规范自

觉内化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其本身就具有深

刻的人文意义 [1]，我们当今塑造的科学精神应

当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现代科学精神。

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精神已

延伸至除科学活动之外的一切社会活动中，自

然、社会和思维领域都向往、主张科学理性的

精神气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科学精

神已成为人们思维认知和实践行为的共同愿

景及追求目标。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新

驱动发展已成共识，必然导致生产活动和社会

关系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在自然科学领域

里，科学家及其共同体把科学本身与现代性和

人文性结合得更加紧密，自然与社会、科学与

文化、技术与发展更加融合，在科学探索中的

精神气质也更加理性，更具人文关怀，这也表

明科学精神具有不断发展的时代性和生命力。

在社会运行体系中，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民

主法治、社会治理，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勇于创

新的精神都是最为根本的社会诉求，更是现代

社会的发展要求。在现代人类的思维认识世界

里，随着认识手段和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人

们对真理的追求更加强烈，通过科技造福人类

自身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人们在主观上渴望全

社会构建充满文明、公平、有序、和谐的价值

观，这是人们弘扬坚守科学精神的最高境界和

最终归宿。

3科学精神的内涵逻辑
关于科学精神的机理要素和具体体现有

各家之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外比较有

代表性的是默顿规范提出的科学精神气质四

要素：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

织的怀疑态度；皮尔逊认为科学精神包括客观

性、实证性、怀疑性、审美性、为善性、公正

性等多个要素。国内有代表性的是竺可桢提出

的科学精神三层次论：不盲从、不附和，不武

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席泽宗把

科学精神的要素归结为十六个字：实事求是、

探索求知、崇尚真理、勇于创新；[22] 樊洪业

将科学精神的要素归纳为一个中心（求真）、

两个基本点（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等等。

这些阐述的基本特征是：求真、求实是科学精

神的核心要素，而质疑、创新、公平、平等、宽

容等要素都是基于科学的社会性、功能性、价

值性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由此可见，科学精

神的内涵具有内在的逻辑层次，具体来讲，可

分为三层次论，即：认识层次的理性精神、功

能层次的创新精神和价值层次的人文精神。在

三层次论中，理性精神是核心，是科学精神的

基础和内核；创新精神是灵魂，是科学进步的

动力源泉；人文精神则是科学活动的价值引领

和社会导向。

3.1  认识层次的理性精神

理 性 精 神 是 科 学 之 所 以 可 能 的 精 神 基

础 [19]。马克思曾指出：“科学是实验的科学，

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 [17]

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理性

的探索过程，因此，理性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最

主要的体现。科学活动的实质是对自然的认识

和揭示，是探索和发现自然规律的实践过程。

科学的实质是以严格的逻辑思维为支撑的理

论知识体系，而科学主体在科学活动中要获得

真知，就必须具备求真、求实的理性精神，换

言之，科学精神最根本的要素是求真、求实的

理性精神，追求真理是科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

终归宿。

梁启超把“有系统之真知识”定义为科学，

而把“求真”定义为对“有系统的真知识”的

关于科学精神内涵的多维解析 <<< 蒋道平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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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他认为，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

识”的方法就叫做科学精神。他还强调，科学

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一般人对于

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为真；但只

要用科学精神研究下来，越研究越觉求真之

难 [20]。认识事物的本质或规律性这种本质需

要经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求真过程，历史上任

何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形成，往往是通

过时空转换成百上千年的验证和思辩才能得

到公认。从认识层次看，追求真理具有永恒性。

纵观科学发展史，科学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地被

完善甚至被否定，即便是哥白尼日心学说、牛

顿宇宙观，也被后人不断修复完善，科学革命

必定会永恒持续下去 [9]。所以，在科学探索的

征途上，始终保持一种求真的理性精神，绝不

可违背客观规律，一旦丧失了对科学真理的理

性追求，就会陷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与科

学的理性精神必然背道而驰。

“求真”是通过“求实”来实现的。在科

学探索过程中，科学家发现感兴趣的客观事实

会提出各种假设或理论，通过求证、验证等科

学方法进行判断和推理，从而解决客观问题，

得出科学结论，这是一个尊重事实的科学过

程。皮尔逊的科学规范体系十分注重科学素材

（科学事实）的推理，只有在对科学素材的反

复推理和逻辑印证下，才能发现简明的陈述

或公式，我们把这些陈述和公式称为科学定

律 [6]。巴甫洛夫（Pavlov，1849—1936 年）曾

把事实比喻成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你的

‘理论’就是枉费苦心 [21]。显然，科学家们

不断通过发现新的事实来检验已获得的发现。

科学无止境，求真亦无止境，我们需要的是用

新的事实不断检验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永葆

求真、求实的理性精神，把人类的认识触角推

向无尽的远方。

3.2  功能层次的创新精神

科学活动是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在本质

图 5  爱因斯坦，伟大的物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创
立了相对论，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为核能开发奠定了
理论基础。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
理学家。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

上是一项创造性活动，人类不断提出新问题，

创造新知识，又用新成果在实践中解决新问题，

因此，科学实际上具有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两

大功能。从功能层次上讲，科学的目的在于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就需要创

造知识。科学活动的探索性和创造性的表现，

是衡量科学活动是否先进以及有无价值和价

值大小的标准。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求实的

理性精神，那么，创新精神则是科学精神的灵

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敏锐观察、丰富想象、

见微知著等，都是创新的过程。

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包含批判和质疑、自

由和开放、竞争和协作精神。合理的批判与怀

疑是产生新的科学理论的前提。波普尔曾说：

“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不在于他掌握了

无法反驳的真理，而在于他采取无所顾忌的批

判态度和坚持不懈地对真理的追求。”[22] 库恩

则甚至认为科学有时候就是否定和毁灭自己

过去研究的过程 [23]。他们都强调了敢于打破

传统观念，敢于挑战权威，这是创新精神最为

根本的态度。与此同时，在科学创新过程中，

合作、宽容、协作、公正、无私的自由开放精

神是科学活动的必要条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 年）提出，“科学在本质

上是一种自由创造活动”，科学创造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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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自由发明”[24]。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

尤其在当今信息技术牵引下的大科学时代，自

由开放和公平民主精神是科学界的共同愿望，

只有尊重和坚守科学的普遍性、公平性和创新

性，科学才会具备民主学术空气和科技创新的

不竭动力。

3.3  价值层次的人文精神

一般而言，人文精神的精神核心和信念依

托，反映人类生存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主

要包括人的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方面 [25]。

人是科学的主体，科学最终是为人类价值而服

务的。因此，科学精神不仅内含于人文精神之

中，还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支撑。从价值层次看，

科学价值包括真理价值、功利价值、伦理价值

和审美价值四方面，追求的是内容上的真、功

用上的善、伦理上的臻、形式上的美，人文精

神对科学活动内在的要求是体现美的理想和

善的价值，通过追求真理，把真、善、美和谐

统一，人文精神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关系和状态，科学的

最高价值境界就是使这种关系和状态实现真、

善、美的和谐统一。显而易见，科学精神所倡

导的平等、公正、民主、无私、利他、诚信、

奉献精神，都是从价值层面表现出来的人文

精神范畴，因此，人文精神当然是科学活动的

价值引领和社会导向。科学活动既创造物质文

明，也创造精神文明，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其实质是对人类自身进步和发展的追求。科学

精神与艺术和道德不仅在追求真、善、美的境

界上是相通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可分

割的自然融合。因此，科学活动所遵循的科学

精神，其本身就是一种随之而来的人文精神，

是人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26]。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年）强调，科学活

动是一种艺术，它既是控制的工具又是精神享

受的最终手段 [27]。他坚持在科学活动中遵循

人文精神，坚信文化、艺术和伦理的力量，认

为人们在科学活动中贯彻审美理想和伦理关

切可以防止事实与价值的分裂。由此可见，科

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高度融合，是科学与人生

的最高境界，用人文精神引导科学活动，人类、

自然、社会三者就会更加和谐合理，实现人文

关怀和人的发展。

4结论
当今时代，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深刻交

融，科学已体现为一种社会建制体系，是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有机统

一。 科学不仅包含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创新，

也包含科学精神的弘扬。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厘

清科学精神的内涵与特征以及与社会进步的内在

关联，对于繁荣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科学精神既是人类精神层面的

文化底蕴，也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内在动力，

科学精神贯穿于科学体系的全过程，它是科学的

灵魂，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精神力量。

如前所述，科学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在

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具体表现和

社会认知都有差异。同时，随着人类认识疆域

的拓展，科学精神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然而，无论怎样的差异和

嬗变，科学精神最根本的内涵表征就是对真理

的追求，无论是科学探索，还是社会活动，求

真的品质和求实的作风才是科学精神的核心。

《辞海》对“精神”的解释是一种“自

觉的意志”，因此，弘扬科学精神就是理性开

展科学探索、推动社会发展的自觉的意志和行

为。时代呼唤这种“自觉的意志”，事实上，

在现代科技体系中比较缺乏科学理性发展的

“自觉的意志”，当人类自身及自然界被认识

和改造的速度呈非线性增长时，就特别需要科

学精神发挥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作用，更加推

崇和弘扬科学精神，认清其内涵与价值，构建

现代科学精神，促进人类活动与自然、社会和

谐发展。

关于科学精神内涵的多维解析 <<< 蒋道平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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