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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科学观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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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行政学院 科研处，安徽 巢湖　２３８０００）

　　摘　要：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是寻求人类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科学

的进化或科学的革命具体表现为科学实在概念的根本变革，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家从事科学

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科学家的外在自由和内心自由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

对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对爱因斯坦科学观的研

究，有助于人们深化科学的认识，优化科学的要素，改善科学的条件，推进科学的发展，加快我

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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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爱 因 斯 坦 对 科 学 概 念 的 理 解 及 其

启示

　　爱因斯坦认为，要给科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是很困难的事情。他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

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

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
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

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所 以，科 学

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从不

同的人那里，所 得 到 的 回 答 是 完 全 不 同 的。”［１］２９８

如果就科学家所追求的目的来说，不妨把科学定

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

理的思想”。［２］２５３科学作为人类对于客观世界本质

和规律的一种认识活动，是科学家们通过自己的

感觉经验，在黑暗中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探

索。它犹如一个人，对一只无法打开表壳的表的

内部机构，所进行的探索活动 一 样。［３］简 单 地 说，
爱因斯坦所理解的科学，是由这样三个方面构成

的有机统一体：一是科学家在自己的科学研究活

动中所获得的关于外在对象的感觉经验；二是科

学家在这种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思维

所创造或发明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的概念体系；三

是在由这种科学概念和科学的概念体系所表征的

科学理论所推导出来的科学结论或科学预言。
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思想是科学以前的思

想的一种发展”。［１］２５７科学是从哥白尼所从事的对

外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活动开始的，在哥白尼以

前的人类对外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及其成果，属

于“科学以前的”。从“前科学”到“科学”的实在概

念的变革，表现为从“客体”概念到以牛顿体系的

“质点”概念所构造的世界图像。而在科学的领域

中，科学的实在概念的变革则表现为从“质点”概

念到由“场”概念所构造的世界图像。简单地说，
由哥白尼开创，到牛顿体系以“质点”概念所构造

的世界图像，标志着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完成。由

法拉第、麦克斯韦和赫兹等人通过对电磁现象的

研究，在“场”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电磁学理论，是
对以牛顿体系的“质点”概念所表征的实在的外在

世界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即开创了人类科学史

上的第二次革命。而爱因斯坦通过广义相对论的

“引力场”概念所构造的实在的世界图像，是完成

了第 二 次 科 学 革 命 发 展 的 一 个 阶 段。［１］１７２ 爱 因

斯坦用他后半生的三十年时间对“统一场”论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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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是为了彻底完成科学史上的第二次革命。［４］

爱因斯坦对科学的理解，可以深化人 们 对 科

学的认识。在国内学术界，通常把科学称为“是人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

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一

项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相关活动的事

业”。［５］简言之，所谓科学，就是人类反映客观世界

的知识体系及其活动。一般说来，这种对科学的

理解没有错，但是，它的缺陷是失之笼统，不够确

切，并有可能使这种科学概念泛化为一种庸俗的

科学观，甚至还有把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以前的

思想”即“前科学”，以及不属于科学范畴的哲学等

思想或理论，都看成是科学的可能性。例如，在由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一书的修订本中，认为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
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

际的反映。运用一定的概念体系和逻辑结构使这

些知识成果系统化、理论化，就形成特定的科学。”
在谈到哲学与知识和科学的关系时，该书进一步

认为：“哲学是一个有自己特定内容的知识部门，
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哲学同

其他各门具体的科学一起，共同组成人类的知识

体系。”［６］显然，如果按照这种对科学的理解，必然

造成日常生活知识、工程工艺技能与精密科学知

识不分，科学知识体系与哲学知识体系混淆，以及

把科学成年时代的科学家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

系看成是没有它们社会实践基础的局面。［７］

与爱因斯坦的科学是一个不断进化或不断革

命的发展过程，任何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立

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具有终

极意义”，［１］５６１都会被新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思想

体系所超越和代替的思想相比，那种认为某种科

学理论或科学的思想体系，可以被后人不断丰富

和发展，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观念，是违背科学发

展规律的。即使是在科学的常规发展时期，随着

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多数原始的论文很快失

去了它 的 现 实 意 义 而 显 得 过 时 了。”［１］１７７由 此 可

见，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和科学进化或科学革命的

思想，对于人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极

大的启示作用。

　　二、爱 因 斯 坦 关 于 科 学 家 的 动 机 和 自

由的思想及其启示

　　科学的主体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把科学家区

分为三种类型。他认为，一种人爱好科学，是因为

他们把从事科学研究看成是“自己的特殊娱乐”，
他们在这种娱乐中不仅可以获得“超乎常人的智

力上的快感”，而且能够“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

雄心壮志的 满 足”；［１］１００另 一 种 人 从 事 科 学 研 究，
“为的是纯 粹 功 利 的 目 的”。［１］１００尽 管 这 两 种 人 对

科学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但是在他看

来，如 果 仅 有 这 两 种 人，科 学 的 庙 堂 就 决 不 会 存

在。能够支撑科学存在的最决定性的因素，是居

住在科学庙堂里的第三种人。爱因斯坦认为，把

这第三种人引进科学庙堂“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

机”，就是“宇 宙 宗 教 感 情”。［１］２８２爱 因 斯 坦 把 自 己

的哲学称为“宇 宙 的 宗 教”，［２］３７９他 的“宇 宙 宗 教”
和他的“宇宙宗教感情”，不仅推动着他走上科学

道路，而且决定着他的科学研究的方向和科研课

题的选择。尽管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研究活动

中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
是，他却在其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特别是在

爱因斯坦的下半生，尽管身处物理学的主流之外，
但是 他 自 甘 寂 寞，“以 昔 日 的 喜 悦 努 力 钻 研 问

题”，［２］４６５并 觉 得“其 味 无 穷”［２］１３８。所 有 这 些，如

果没有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和他的“宇宙宗教

感情”作为他的精神支柱，恐怕是难以想象的。［８］

爱因斯坦认为，在科学的领域中，“只 有 自 由

的个人 才 能 作 出 发 现”，即 使 是“一 个 科 学 家 组

织”，也 无 法“作 出 查 理 士·达 尔 文 那 样 的 发

现”。［２］２０３爱因斯 坦 所 说 的 这 种“个 人 的 自 由”，包

括两个方面和三层内容。其中，两个方面的个人

自由包括“外 在 的 自 由”和“内 心 的 自 由”。这 种

“外在的自由”表现为两种：第一种外在的自由，是
指普遍的个人自由，即关于每一社会成员或国民

的个人自由的思想。爱因斯坦认为，没有每一个

人“潜在天赋”的自由充分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整

个社会的“最 大 的 繁 荣”。［２］１５７这 种 普 遍 的 个 人 自

由对于科学家来说，则表现为学术自由，它是“科

学进步的先 决 条 件”。［２］１７９－１８０除 此 之 外，爱 因 斯 坦

认为，科学进步或科学发展还“必须有第二种外在

的自由”。［２］１８０这“第 二 种 外 在 的 自 由”，就 是 人 在

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同时，还应当有时间

和精力从事个人感兴趣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在

爱因斯坦看来，如果没有这第二种外在的自由，第
一种外在的 自 由“就 毫 无 用 处”。［２］１８０爱 因 斯 坦 以

自己的经历为例指出，他大学毕业后在失业的困

苦中挣扎时，如果不是得到他的朋友格罗斯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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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的帮助，“即使未必死去”，“也会在智力

上被摧毁了”。［２］３７７假如爱因斯坦的智力被经济困

难所摧毁，广义的学术自由对他就毫无用处。
尽管“外在的自由”对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

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

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

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

惯的束缚。”［２］１８０这 种 内 心 的 自 由，一 方 面 来 自 于

个人对知识的追求与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探索；
另一方面需要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或社会

环境的滋养。爱因斯坦在谈到他在瑞士的阿劳州

立中学给他的印象时说：“这个学校以它的自由精

神和那些毫不仰赖外界权威的老师们的纯朴热情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真正的民主决不是

虚幻 的 空 想。”［１］４３－４４相 反，在 专 制 国 家 的 学 校 里，
“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

工作”，“这 种 做 法 …… 制 造 出 来 的 是 顺 从 的

人。”［２］１４４顺从的人 通 常 没 有 或 缺 少 内 心 自 由，他

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有发明创造。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家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动

机思想，对人们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道家的哲学

信仰和科学精神，促进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具有积极的意义。据著名数学家陈省 身 说，１９４３
年他到爱因斯坦家做客时，看到在爱因斯坦的书

架上不太多的藏书中，有一本老子《道德经》的德

文译本，并认为“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大多喜欢

老庄哲学，崇尚道法自然”。［９］在我国的传 统 文 化

中，与爱因斯坦的哲学相类似的是中国古代的道

家哲学。［１０］同爱因斯坦宇宙宗教的上帝概念是爱

因斯坦的科学世界观、科学方法论和他从事科学

理论研究活动的强大精神动力一样，［１１］中国古代

道家的道概念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中国思想中最

崇高的概念”和中华民族“思想和情感两方面的最

基本的原动 力”，［１２］它 不 仅 极 大 地 推 动 着 中 国 古

代科学文化 的 发 展，① 而 且 对 当 代 自 然 科 学 的 发

展和文化智力活动的进步也起着积极的作用。［１３］

继承和发 展 中 国 古 代 道 家 的 哲 学 信 仰 和 科 学 精

神，必定会对当代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对
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爱因斯坦关于自由和学术自由的 思 想，则

可以促使人们加速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
在人民中间培养宽容精神，创造科学发展所必需

的自由的社会环境。在爱因斯坦看来，健全的民

主社会或民主的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在于

它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人们自由地发表他们各自关

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于这种国

家中的人民之间相互宽容，他们尽管可能不理解

或不接受某些人所发表的某些观点，但他们却能

够尊重那 些 发 表 与 自 己 不 同 观 点 的 人 的 自 由 权

利，从而使关于同一对象的许多各不相同的思想

观点，在相互比较和相互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有
效地促进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产生，推动科学的

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

经猛烈地抨击了阶级社会扼杀人的个性发展，压

制人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指

出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灭亡的必然性，在未来

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１４］因此，加速我

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和在人民之间培养

宽容精神，创造促进我国科学事业发展所必需的

自由的社会环境，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

的发展。

　　三、科 学 关 于 人 类 事 务 影 响 的 思 想 及

其启示

　　科学作为科学家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活动和

成果，它 难 以 给 人 类 带 来 眼 前 的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因此，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如果要繁荣，就不应当

有实 用 的 目 的”。［２］９４但 是，这 并 不 意 味 着 爱 因 斯

坦认为科学对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没

有或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在爱因斯坦看来，“科
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２］１３５第一种

方式是科学直接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生

产出完 全 改 变 了 人 类 生 活 的 工 具。例 如，“蒸 汽

机、铁路、电力和电灯、电报、无 线 电、汽 车、飞 机、
炸药等等的发明”，以及“使人从极端繁重的体力

劳动中解放 出 来”。［２］１３５类 似 的 言 论，爱 因 斯 坦 在

其他地方还说过很多。
科学对于人类事务影响的第二种方式是教育

性质的———它作用于心 灵。在 这 方 面，大 致 包 括

这样几点：一是科学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作用，克服

人们在自己面前和在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感。可

以说，人类通过科学向着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的广度和深度每迈进一步，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无

知和恐惧的一次解脱。二是科学能在很大程度上

削弱世上流行的迷信。尽管神学宗教的教义总是

能够躲进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里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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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主张有一个干涉自然事件和社会活动的人格

化的上帝的教义难以被科学真正驳倒，但是，爱因

斯坦认为，“凡 是 彻 底 深 信 因 果 律 的 普 遍 作 用 的

人，对那种由神来干预事件进程的观念，是片刻不

能容忍的”。［１］２８１不 仅 如 此，科 学 还 能 够 削 弱 人 们

对权威的迷信。他指出：“除了科学工作者从积累

的经验和逻辑的规则所获得的知识以外，在理论

上就不存在任何可以把自己的决定和论述宣布为

‘真理’的权威。”［２］２９０三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

人们充分 地 发 展 自 己 的 个 性 提 供 了 现 实 的 可 能

性。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劳

动生产率，这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而
且还使人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可

供个人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和精力，用来发展他

的个性。四是科学能够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心和

社会正义感，使真正的民主成为可能。爱因斯坦

认为：“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他内心受到像清教徒

一样的那种 约 束：他 不 能 任 性 或 感 情 用 事。”［２］２８０

因此，科学家只能并且必须根据科学的原则思考

和行动。这种冷静的科学态度，使他们在看待社

会现实问题时，能够较为客观和公正，从而表现出

较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社会正义感，焕发出浓

厚的民主意识。
从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

的巨大推动作用的思想中，可以使人们获得深刻

的启示。放眼当今世界，可以发现，凡是科学发达

的国家，技术的发展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科学技

术发达的国家，经济和文化便具有较高的发展水

平。一般说来，任何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都
是以具有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队伍为基础和前提的。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

国家中，没有一支高水平的科学家队伍，就不可能

创造出大批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科学技术成果。
相比之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的关注下，
我国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

改善，但是，由于作为我国执政党指导思想和作为

国家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存在

的重大缺陷，［１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关

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认定，［１６］仅

仅是把我国知识分子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资

产阶级的一部分”，回归到马克思“总体工人”的一

个器官，［１７］以致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呼吁，仅仅成为喊了三十年的一句没有实际

内容的空洞 口 号。［１８］再 加 上 我 国 严 重 存 在 的“官

本位”体制，使得现有的科技人员都想当 官，［１９－２１］

年轻人对 未 来 就 业 的 首 选 没 有 一 个 人 想 当 科 学

家，［２２］这不能不说是由目前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

和分配政策造成的。我国的科学技术在全世界处

于落后地位，② 只 能 在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世 界 市 场 中

处于打工者的角色。［２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个人

收入方面处于社会第三等级的状况，［２４］必将严重

地阻碍我国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制约我国科学

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从学理上搞清楚知识分

子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２５］切实改善我

国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过上

“像样的”或体面的社会生活，有充裕的自由时间

从事他们感兴趣的理论研究活动，不仅可以把大

批有进取精神的年轻人吸引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

队伍之中，直接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能

够激励整个民族崇尚科学和追求真理的热情。
综上所述，如果人们能够按照爱因斯 坦 科 学

观的要求，优化科学的要素，改善科学的条件，推

进科学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
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注　　释：

①著名中国古代科技史专 家 李 约 瑟 博 士 说：“在 中 国 文 化

技术中，哪 里 萌 发 了 科 学，哪 里 就 会 寻 觅 到 道 家 的 足

迹。”（转 引 自 胡 曲 园：《〈老 子〉不 是 唯 心 论》，《复 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②如果不带偏见 地 观 察 当 今 世 界，我 国 正 在 享 受 着 科 学

技术发达国家带来的 实 际 利 益。在 当 今 国 人 的 日 常 生

活中，究竟有 多 少 消 费 品 的 基 础 理 论 是 由 中 国 人 创 立

的，其制造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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