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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早期科学技术观探究

刘青泉

摘 要 普迅在早期的论著中
,

比较深入地探讨 了科学技术的一些基本问题
,

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观
。

舍迅早期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

发展规律和科 学研

究的基本方法的观
.

点
,

至今仍然可 以给人 以启 迪
。

关键词 鲁迅 科学技米观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
,

也是一位对 自然科学有着广泛兴趣的学者
。

在青少年时期
,

鲁迅刻苦地攻读过矿物学
、

地质学
、

进化论和 医学等方面的著作
。

赴 日本留

学前后
,

他还进行过许多科学技术教育活动
,

在实践中深化了对科学技术的认识
。

即使在
“

弃医

从文
”
之后

,

鲁迅仍然热爱 自然科学
,

并经常把广博的科学技术知识溶入文学创作
。

鲁迅在早期

写下 了一些 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
,

探讨 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

历史作用和发展规律以及科学

研究的基本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

提 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观
。

鲁迅认为
,

科学对于
“

立人
”
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

而
“

立人
”
是建设一个国家的根本大计

。

本 世纪初叶
,

由于
“

维新运动
”
改制变革失败

,

不少学人转而提倡
“
兴业

”
和

“

振兵
” ,

主张以

此
“
二事

”
拯救中国

。

而鲁迅却提 出另一种看法
,

认为更为根本的任务在于
“
立人

” 。

他在 1 9 0 7 年

所写的《科学史教篇 》长篇论文中指出
: “

故震 他国之强大
,

栗然 自危
,

兴业振兵之说
,

日腾于 口

者
,

外状固若成然觉矣
,

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
,

而未得其真谛
。

夫欧人之来
,

最眩人者
,

固莫

前举二事若
,

然此亦非本抵而特葩叶耳
。 ’ ,①鲁迅清楚地认识到

,

要使我国强大起来
,

靠兴业与

振兵还没有抓住最根本的东西
。

兴业与振兵固然是
“
眩人

”

之举
,

但只是
“
葩叶

”
而已

。

那么
,

什

么才是
“
本抵

”
呢 ? 鲁迅的回答是

“

立人
” 。

他在《文化偏至论 》中说
: “

然欧美之强
,

莫不以是炫天

下者
,

则根抵在 人
,

… …角逐列国是务
,

其首在立人
,

人立而后凡事举
;
若其道术

,

乃必尊个性而

张精神
。 ’ ,

②在这里
,

鲁迅把
“
立人

”
放在振兴国家的首位

。

至于要 怎样
“

立人
” ,

鲁迅也提出一系列主张
,

其核心问题是
“

医治思想上的病
” 。

当时中国

内忧外患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

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 》中提出
:

当务之急是为民众
“

医治

思想上的病
” 。

他说
: “
即使同梅毒一样

,

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
,

肉体上的病
,

既可医治 ;我希望也

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
,

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
。

这药原来也 已发明
,

就是
`

科学
’

一味
。

只希望那

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
,

不要又打着
`

祖传老病
’

的旗号来反对吃药
,

中国的昏乱病
,

便也总

有全愈的一天
。 ’ ,

③要医治 国民思想上的 昏乱病
,

就必须靠
“

科学
” ,

在这里鲁迅的认识 已经十分

明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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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所处的时代
,

中国既受到帝 国主义列强在政治
、

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侵略
,

又受到封

建制度长期的压迫
,

不少中国人患着鲁迅所指出的思想
“

昏乱病
” ,

具体表现在蒙昧
、

卑怯
、

迷

信
、

守旧
、

麻木
、

落后和 自私等方面
。

对于这种思想
“

错乱病
” ,

鲁迅主张用
“

科学
”

这味药来医治
。

他在《随感录三十三 》中指出
: “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

,

最恨科学
,

因为科学能教道理 明白
,

能教人思路清楚
,

不许鬼混
,

所以 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 ’ ,

④鲁迅认为
,

必须用科

学来治愚和破除 各色各样的封建迷信
,

改变当时中国人
“
定命论的思想

” ,

扭转
“

整年的见神见

鬼
”

的局面
。

他在《运命 》这篇文章中说
: “
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 科学来替换了这迷

信
,

那么
,

定命论的思想
,

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

假如真有这一日
,

则和尚
,

道士
,

巫师
,

星相家
,

风水先生… … 的宝座
,

就都让给了科学家
,

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 ’ ,⑧在长篇科学论文

《科学史教篇 》中
,

他用大量篇幅援引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
,

对神学
、

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进行了

严厉批判
,

有力地鞭 答了守旧
、

愚昧
、

卑怯
、

迷信
、

麻木
、

落后的心态
,

为治疗思想
“

昏乱病
”
提供

了一剂 良药
。

鲁迅认为
,

科学技术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

而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

首先表现为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
。

1 90 3 年
,

鲁迅在《月界旅行
·

辨言 》一文中就明确指出
,

古代先民靠科学技术造船造车
,

便

利了水陆交通
,

而近代人类发明了蒸汽机等动力机械
,

生产力更加提高
,

车舰运行速度也更快
,

人类 的往来和文化交流越来越便捷
,

达到
“

五洲同室
,

交贻文明
.

以成今日之世界
” 。

1 9 0 7 年
,

鲁

迅又撰写 了长篇科学论文《科学史教篇 》
,

详尽地论述了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作

用
。

他指出
,

18 世纪末物质文明的发展
,

根基在于科学技术进步
。 “
工业之械具资材

,

植物之滋

植繁养
,

运物之畜牧改 良
,

无不蒙科学之泽
,

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
,

亦即胚胎于是时矣
。 ’ ,

@

他说
,

近代欧洲由于发明防火灯
、

蒸汽机等
,

矿产业和纺织业等大为振兴
; 而 20 世纪工农业生

产和交通运输都得到空前迅速发展
,

比起前一个世纪更加
“

实益骄生
” ,

人类利用
“

自然之力
”

的

本领也大大增强
,

使社会面貌发生骤变
,

这一切
“
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

” 。

1 9 0 8 年
,

鲁迅发表《文

化偏至论 》
,

更加强调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

他说
.

19 世纪
“

物质文明之盛
,

直傲晚前

此二千余年之业绩
” , “

棉铁石炭之属
,

产生倍旧
,

应用多方
,

施之战斗制造交通
,

无不功越于往

日 ; 为汽为电
,

咸听指挥
,

世界之情状顿更
,

人民之事业益利
” 。

⑦

在本世纪初鲁迅就提 出
,

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的进步
,

而且需要精神文明的进

步 ;
科学技术对于社 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

不仅表现为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
,

而且表现为推

动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
。

鲁迅认为
,

人类步入 20 世纪 以后
,

在思想
、

道 德
、

品格
、

知识等方面都必须具备
“
二十世纪

之新精神
,

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
,

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
’

,(8)
。

反之
,

如果降低了社会思想道德水

准
,

社会就会误入歧途
,

产生种种弊端
,

精神方面出现失落
,

最终导致社会精神文明的破灭和思

想堕落
。

鲁迅说
: “
顾犹有不可忽者

,

为当防社会入于偏
,

日趋而之一极
,

精神渐失
,

则破灭亦随

之
。 ’ , ⑨本世纪初

,

积贫积弱的中国固然缺乏物质财富
,

而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准也很低
,

这 对于

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

事关我国是否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所以
,

鲁迅十

·

6 4
·



分重视社 会道德风 尚的改 良和国民思想觉悟的提高
,

因而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对于推动

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
。

鲁迅指出
,

科学技术不仅带来物质上
“

实益骄生
”
的效果

,

而且还会带来
“
洪波浩然

,

精神亦

以振
,

国民风气
,

因而一新
”

的革命性变化
。

镭的发现
、

电子理论的建立
、

安全矿灯和蒸汽机的发

明等等
,

都鼎革了旧 的思想观念
,

推动了社会改革的洪流
。 “
而洪流 所向

,

则尚浩荡而未有止

也
。 ’ ,L鲁迅在《科学史教篇 》中

,

还根据法国 1 7 9 2 年社会革命的事实
,

提出这样一个论 点
:

科学

所照耀的
“

神圣之光
” ,

可以改变社会思想道德观念
,

使社会风气焕 然一新
,

而由时势可以造出

像加尔诺 (今通译为卡诺 )
、

拿破仑等英雄人物来
。

他说
: “

故科学者
,

神圣之光
,

照世界者也
,

可

以遏末流而生感动
。

时泰
,

则为人性之光
;
时危

,

则由其灵感
,

生整理者如加尔诺
,

生强者强于拿

坡仑之战将云
。

,,@

总之
,

鲁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必促进社会生产
、

社会生活
、

社会思想道德等方面都发

生革命性变化
。

但是
,

在鲁迅生活 的年代
,

由于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社会
,

科学技术受

到层层压抑
,

我 国的社会发展也受到重重束缚
。

鲁迅就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大声

,’0内喊
” ,

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
,

也是意味深远的
。

他在《中国地质略论 》中指出
: “

夫中国虽以

弱著
,

吾济固犹是中国之主人
,

结合大群起而兴业
。

… …文 明之影
,

日印于脑
,

尘尘相续
,

遂孕 良

果 … …
’ ,
L 他希 望科学技术革命引起 的改革社会的

“
洪流

”
也能席卷 中国

,

使我国走上新生之

路
。

鲁迅认为
,

科学的发展需借助于多方面的力量
,

主要是生产需要
、

社会物质条件
、

社会制

度
、

国民的爱国热情和科学家的奋斗精神等
。

鲁迅批评当时我 国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论调
,

即
“

惟科学 足以生实业
,

而实业更无利于科

学
” 。

他以一系列事实证明
: “

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
,

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
。 ’ ,

L鲁迅

认为
,

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往往出于生产上的需要
,

而实业也提供科学实验所需要的各种实验

仪器 (例如
,

显微镜
、

精密天平之类 )和各种实验材料 (例如
,

酒精
、

玻璃之类 )
。

这些也可以说都

是取 自文明社会
。

他说
: “

今试置身于野人之中
,

显镜衡机不侯言
,

即醇酒玻璃
,

亦不可致
,

则科

学者将何如
,

仅得运其思理而已
。

思理孤运
,

此雅典暨亚 历山德府科学之所以中衰也
。 ’ ,

⑧在他

看来
,

没有社会创造的相应的物质条件和人文条件的支持
,

科学家充其量只能
“
思理孤运

” ,

科

学很快就会衰败
。

在旧 中国
,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 (鲁迅形容它是
“

黑色染缸
”

) 不仅阻碍了科学的发

展
,

而且使之为罪恶势力所利用
。

正如鲁迅在《花边文学
·

偶感 》中所说
,

科学和其他有益的事

物一样
, “

落在黑色染缸
,

立刻乌黑一团
,

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

科学
,

亦不过其一而已
’ ,
L

。

他在

《华盖集续编
·

马上 日记 》中举医学为例说
: “
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

,

便已近于腐败
。 ”

他

在 ((( 进化和退化 >小引 》中举进化学说为例说
: “

进化学说之于中国
,

输入是颇早的
,

… …到了现

在
,

连名 目也奄奄一息了
。

其间学说几经迁流
,

兑佛黎斯的突变说兴而又衰
,

兰麻克的环境说废

而复振
,

我们生息于 自然中
,

而于此等 自然大法的研究
,

大抵未尝加意
。 ’ ,

吵因此鲁迅认为
,

不推

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
,

中国的科学不可能得到 发展
。

在历史上
,

欧洲中世纪
“

政教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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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的神权统治严重压抑 了科学 的发展
,

鲁迅说
: “
盖中世 宗教暴起

,

压抑科学
,

事或足以震

惊
。 ” @他特别提示这段历史

,

强调应当引为鉴戒
。

法国在 18 世纪末进行一场卫国战争
,

当时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
,

法 国科学家奋

起救国
。

在国家最危急关头
,

科学家们在很短时间内
,

发明了制造火药以及炼铁的新方法
,

创造

了
“
柔皮技术

”
和

“

熔钟取铜技术
” ,

并且应用气球腾空侦探敌阵
。

所以鲁迅称这场卫国战争的胜

利
, “

特以科学之长
,

胜他国耳
’ , 。 。

他在《科学史教篇 》评介这段历史说
: “
而时之振作其国人者

何人 ? 震怖其外敌者又何人 ? 曰
,

科学也
。

其时学者
,

无不尽其心力
,

竭其智能
,

见兵士不足
,

则

补以发明
,

武具不足
,

则补以发明
,

当防守之际
,

即知有科学者在
,

而后之战胜必矣
。 ’ ,

L

鲁迅还认为
,

发展科学必须依靠科学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超的创造精神
。

他在《人之历

史 》一文中
,

举达尔文在 g1 世纪上半叶创立生物进化论为例加以论证
。

当时达尔文
“

年二十二
,

即乘汽舰壁克耳
,

环世界一周
,

历审生物
,

因悟物种所由始
,

渐而搜集事实
,

融会贯通
,

立生物进

化之大原… …
。

达尔文言此
,

所征引信据
,

盖至繁博而坚实也
。 ’ ,

@ 经 20 多年的刻苦研究
,

达尔

文才得以成功立论
,

此后几十年又 经许多科学家艰辛努力
,

才使进化论为社会普遍承认
。

四

鲁迅在《科学史教篇 》中
,

对英国哲学家培根的 《新工具 》和法国哲学家笛卡 尔的《哲学原

理 》所介绍的科学方法理论进行了评述
,

阐述了 自己关于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的见解
。

鲁迅说
:

“

培庚 (F
·

aB co n 1 56 1 ~ 1 6 2 6) 著书
,

序古来科学之进步
,

与何以达其主的之法曰 《格致新机 》
。

… …而一偏于内摘
,

则其不崇外搐 之事
,

固非得 已 矣
。

… …后斯 人几三十年
,

有特嘉 尔 ( .R

D es ca rt es 1 5 9 6一 1“ 0) 生于法
,

以数学名
,

近世哲学之基
,

亦赖以立
。

… … 故其哲理
,

盖全本外

摘而成
。

扩而用之
,

即以驭科学
,

所谓 由因入果
,

非自果导 因
,

为其著 《哲学要义 》中所 自述
,

亦特

嘉尔方术之本根
,

思理之枢机也
。 ’ ,

@ 从 16 一 17 世纪世界科学发展的事实来看
,

培庚 (现通译 为

培 根 ) 注重 内摘 (现通译为归纳法 )
,

而特嘉尔 (现通译为笛卡儿 ) 却注意外摘 (现通译为演绎

法 )
,

鲁迅认为两人皆强调一个方面
,

各有所偏
。

他主张
: “
偏于培庚之内箱者固非

,

而笃于特嘉

尔之外摘者
,

亦不云是
。

二术俱用
,

真理始昭
,

而科学之有今日
,

亦实以有会二术而为之者故
。

故

格里累阿
,

如哈维
,

如波尔 ( R
.

B o y l e )
,

如奈端 ( 1
.

N e w t o n )
,

皆偏内摘不如培庚
,

守外搐不如特

嘉尔
,

卓然独立
,

居中道而经营者也
。 ’ ,

@ 在这里
,

鲁迅回顾了科学史
,

列举意大利物理学家格里

累阿 (现通译伽利略 )
、

英国医学家哈维
、

英国物理学家奈端 (现通译牛顿 )等人为例
,

说明要在

科学上取得成就
,

必须是归纳与演绎两种科学方法并用
,

而不能偏执于某一种方法
。

鲁迅虽然不赞成培根和笛卡尔各 自偏执于一种方法
,

但对他们试图总结科学史
,

探讨科学

研究的基本方法
,

则给予肯定
,

对于他们的探讨的得失
,

也给予公正的评价
。

鲁迅肯定培根的

《新工具 )’’ 序古来科学之进步
,

与何以达其主的之法
” .

即通过总结科学发展史而提 出归纳法
,

认为
“
虽后之结果

,

不如著者所希
,

而平议其业
,

决不可云不伟
” 。 。
但鲁迅认为培根倡导的科学

研究方法是有缺陷的
。

他说
: “

惟中所张主
,

为循序内摘之术
,

而不更云征验
。 ’ ,⑧培根《新工具 》

所讲的只是循序归纳的方法
,

而没有讲到对归纳得出的结论的验证
。

鲁迅认为
,

这是他不注重

演绎法所致
。 “
顾培庚之时

,

学风至异
。

得一二琐末之事实
,

辄视为大法之前因
,

培庚思矫其俗
,

势 自不得不斥前古悬拟夸大之风
。 ’ ,⑧在鲁迅看来

,

培根崇归纳斥演绎虽然有纠正时弊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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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是偏颇 的
、

不科学的
。

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运 用归纳法
,

必然受到个人实践活动的限制
,

“

其所成就
,

亦无逾于实历 ;就实历而探新理
,

且更进而窥宇宙之大法
,

学者难之
’ ,。 。

所以
,

鲁迅

认为
,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归纳和演绎的互 补
,

而笛卡尔注重演绎法而忽视归纳法
,

也

同样是偏颇的
、

不完备的
。

鲁迅的上述见解涉及科学的逻辑方法和发展机制问题
。

从今 日的观点来看
,

科学内部逻辑

基本上分成两类
,

一是演绎逻辑
,

另一是归纳逻辑
。

欧几里得几何学
、

牛顿力学
、

狭义相对论等

大体上乃采用演绎逻辑方法
,

由此而推动本学科的发展
。

而生物进化论
、

天文学
、

地理学等大体

上乃采用归纳逻辑方法
,

由此而推动本学科的发展
。

在普遍意义上说
,

应将两种逻辑方法结合

起来
,

推动整个科学发展
。

在科学发展史上常发生这种情形
:

由于经验事实层出不穷
,

导致科学

理论与经验事实发生矛盾
,

科学家为解决种种矛盾所作的努力促使科学理论向前推进
。

例如人

们发现了伦琴射线
、

各种无线 电波和宇宙射线等事实
,

为了解释这类现象
,

建立和发展了电磁

波谱学
。

所 以鲁迅说
: “
初由经验而入公论

,

次更 由公论而入新经验
。

… … 盖事业者
,

成以手
,

亦

赖乎心者也
。 ’ , 。科学的发展往往是在经验事实和公论学说 (即公理体系 ) 两者相辅相成

、

交互

作用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
。

经验— 公论— 新经验— 新公论
,

以至无穷
,

这是鲁迅揭示的

科学发展的道路
;
内摘 (归纳 )与外摘 (演绎 )二术俱用

,

这是鲁迅揭示的科学研究的方法
。

鲁迅

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

今天对我们仍然有十分有益的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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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厦门大学哲学系副 教授 贵任编辑 冈 阳

(上接 第 62 页 ) 自诩为得道且又为了一定的 目的
,

实际上对原始统一整体的道
,

并没有真正把

握到的
,

这是失德
。

无为无不为又无以 为是道的特征
,

又是把握道的途径和方法
。

它不是具体的道德规范
,

而

是道德的准则
,

是最高的德行
,

是
“

玄德
” ,

在一定的意义上
,

尤如道 德律令
。

这也是老子的理想

人格
,

是一种主观内省的自由
。

把握了道
,

也就达到了哲学上永恒的主题
。

作者 厦门 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洪峻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