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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自然知识的发生

林德宏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 在原始自然生存中 ,先民主要依赖生物生存 ,所以认识自然以认识生物为主 ,他们的生物知识之丰富

常超出现代人的意料。原始生物知识是其他原始自然知识的基础、原始文化的土壤。原始自然知识的发生和自然

科学的发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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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完整的科学史 ,不仅以科学发展史为主 ,还应包括

科学发生史。我们不仅要研究学科发展的顺序 ,还要研究自

然知识发生的顺序。恩格斯说 :“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

循序发展。首先是天文学 ———为了给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

定季节 ,早已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得到数学的帮助才能

发展。因此数学也开始了。———后来 ,在农业的某一阶段和

在某个地方 (埃及的提水灌溉) ,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

物的产生手工业的发展的是力学。”“在整个古代 ,本来意义

的科学研究局限于这三个部门 , ⋯⋯”[ 1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

是农业社会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顺序 ,而不是说古人 (包括

原始社会的先民)最初的自然知识也局限于这三个部门。

自然科学发生于原始的自然知识。研究原始自然知识

的发生过程 ,对研究科学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原始自然知

识的发生以原始生物知识为开始与基础 ,这是由原始生存方

式决定的。

　　 一 　在原始自然生存中生物是人类的

主要认识对象

　　人类的第一个生存方式是自然生存 :主要依赖自然资源

(特别是生物资源)生存。自然生存分两个阶段 :原始自然生

存 (采集和捕猎)和农业自然生存 (农业和畜牧业) 。[ 2 ]

人既有物质生命 (即自然生命、生物生命或动物生命) ,

又有精神生命。动物生命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前提和物质基

础。人类要生存和发展 ,首先要维持自己的动物生命。人类

来自动物界 ,人类的文明史是从维持人的动物生命开始的。

所以先民必须首先像动物一样生活 ,除需要空气、水以外 ,主

要是依赖动植物解决最起码的温饱问题。

早期母系氏族原始人类的谋生手段是采集植物、捕猎动

物。到母系社会后期出现了农业畜牧业 ,这是对生物生长的

模仿 ,是“生物型”生产 :原料是动植物胚种 ,产品是动植物的

成熟个体 ,是生物按自身的生物学规律生长出来的。在自然

生存条件下 ,人本质上只能像动物一样生存。

在这种条件下 ,人的生存逻辑是 :自然提供什么 ,人们就

需要什么、利用什么。与此相适应 ,人们认识逻辑是 :需要什

么、利用什么 ,人们就认识什么。既然在自然生存 (特别是在

早期的自然生存)中 ,人们主要是依赖生物生存 ,那先民认识

自然主要就是认识生物。先民眼中的自然界 ,同高等动物眼

中的自然界没有严格意义的本质区别 ,动物最关注的是自己

的食物与天敌 ,先民也大抵如此。

很多人认为 ,人类最早的工具是石器 ,这种说法是值得

推敲的 ,人类最古老的工具可能是木器。植物的种类有木、

草、竹、藤 ,便于加工 ,木器的用途比石器更为广泛。对植物

材料进行加工 ,正是先民制造石器的一个基本动力。古人类

考古学表明 ,两足直立行走的动物出现的时间 ,要比石器出

现的时间至少要早 150 万年。现在知道的最早的石器是“能

人”和“1470 号人”使用的工具。“能人”发现于坦桑尼亚西北

部的奥杜韦峡谷 ;“1470 号人”发现于肯尼亚的特卡纳湖东

岸 ,距今大约 200 万年。唐纳德·约翰森发现一具 350 万年

前的女性化石 ,被认为是现在知道的最古老、最完整的直立

行走的人类远祖。[ 3 ]由此可见 ,是先有木器 ,然后才有石器 ,

按照自然生存的认识逻辑 ,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角度说 ,生

物是先民最早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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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原始人类具有丰富的生物知识

如何判断原始先民的知识与技能水平 ? 主要根据文物、

典籍和现在还基本上处于早期自然生存条件下的部落的调

查。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 斯特劳斯的名著《野性的思维》法

文版的封面就是一幅植物的照片。他在谈到菲律宾群岛土

著的哈努诺人时 ,引用别人的话说 :“哈努诺人的几乎所有的

日常活动都需要十分熟悉当地的植物和掌握有关植物分类

的精确知识。有一种看法认为 ,那些靠自然物维持生存的集

团只利用当地植物群中很小一部分。与此相反 ,哈努诺人却

认为当地土生植物品种的总数中有 93 %都是有用的。”[ 4 ]哈

努诺人把当地的鸟类分为 75 种 ,能辨别 10 几种蛇、10 几种

甲壳动物、60 多种鱼。他们能把昆虫分为 108 类 ,其中包括

13 种蚂蚁和白蚁。他们能认识 60 多种软件动物与 25 种以

上的陆地和淡水中的软件动物。

关于菲律宾群岛的土著人 ,列维 - 斯特劳斯引用一位生

物学家的材料说 :“尼格利托矮人的另一特征是他们有极其

丰富的关于动植物界的知识 ,这一点使他们与周围住在平原

地区的信奉基督教的人判然有别。这种经验知识不仅包括

对极其大量的植物、鸟类、牲畜和昆虫的种的识别 ,而且还包

括关于每一种动植物的习性和行为的知识 ⋯⋯。”“尼格利托

矮人完全是其环境中固有部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始终

不断地研究着自己的环境。我曾多次看见一个尼格利托人 ,

当他不能确认一种特殊的植物时 ,就品尝其果实 ,嗅其叶子 ,

折断并察验其枝茎 ,捉摸它的产地。只有在做过这一切之

后 ,他才说出自己是否知道这种动植物。”“几乎所有的尼格

利托人都可不费力地列举出至少 450 种植物、75 种鸟类 ,大

多数蛇、鱼、昆虫和兽类 ,以及甚至 20 种蚁类 ⋯⋯的种名或

摹状名。”[ 5 ]

土著居民对动植物观察的细致 ,常使现代工业社会的居

民惊讶。生活在琉球群岛一个落后种族的小孩 ,能认出哪一

块小木头是属于哪一种树上的 ,并能根据树皮的外表、气味、

硬度来确定树的性别。他们能成打地叫出鱼类和贝壳动物

的各不相同的名称 ,并仔细说出它们各自的特征、习性和性

别。

此外 ,印第安人知道 350 多种植物 ,那伐鹤人知道 500

多种植物 ,南菲律宾群岛的萨巴农人的植物名词超过 1000

个 ,哈努诺人的植物名词将近 2000 个。“在特瓦语中 ,鸟类

和哺乳动物的每个部位或几乎全身 ,都有明确的名称。他们

在对树木或作物的叶子作形态学描述时 ,运用了 40 个名称 ,

对一株玉米的不同部分竟用 15 个不同的名称来表示。”[ 6 ]

所以斯特劳斯说 :“他们对周围生物环境的高度熟悉、热

心关切 ,以及关于它的精确知识 ,往往使调查者们感到惊异 ,

这显示了使土著居民与他们的白种客人判然有别的生活态

度和兴趣所在。”[ 7 ]这些调查提醒我们 ,我们对先民的生物知

识水平估计低了。

此外 ,古罗马普林尼的《自然史》可说是古代自然知识的

百科全书 ,共 37 卷 ,生物知识占 26 卷。我国《诗经》中也有

许多动植物名词。

　　三 　原始生物知识是其他原始自然知识的基础

在原始自然自存中 ,原始生物知识是人类知识的核心与

基础。它在先民自然知识的结构中占主导、先导地位。原始

人类的其他许多自然知识 ,或者是在生物知识的基础上 ,或

者是为了满足生物知识的需要 ,或者是在生物知识的带动下

发展起来的。既然获取生物资源是自然生存中的人类基本

活动 ,那先民所有的原始自然知识都是为这种“生物生存”服

务 ,并在这种“生物生存”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生物资源的生长具有强烈的季节性 ,春花秋实 ,冬虫夏

草 ,动植物的生长状态同季节有直接关系。所以先民为了有

效地获得与利用生物资源 ,必须了解季节的变化。他们可以

没有时间观念 ,但必须有季节观念。为了了解生物的“物

象”,就必须了解“气象”;为了了解“气象”,就必须了解“天

象”。所以研究天象、制定季节 ,不仅是畜牧业、农业的需要 ,

更早是采集与捕猎的需要。以游猎为主要谋生手段的鄂温

克人把春季叫作“打鹿胎的时候”,夏季叫作“打鹿茸的时

候”,冬季叫作“打灰鼠的时候”。美国人类学家马沙克通过

旧石器时代的雕刻物和洞穴岩画的研究 ,得出结论说 ,这些

人类最早的刻划符号是原始人类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

生物的生长又具有强烈的地域性 ,所以先民为了获得与

利用生物资源 ,必须了解周围高山、河流、森林、湖泊的方向、

位置与距离。他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幅周围环境的地

图。他们可以没有空间观念 ,但必须有地域观念。罗伯特·

路威说 ,爱斯基摩人对周围的环境都非常熟悉。爱斯基摩人

只要在一个地域去过一次 ,便终身不忘。他们能在木头上刻

地图 ,不仅能刻出各地的位置 ,而且还能刻出地势的高低 ,可

说是件立体地图 ,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有位船主曾经印刷过

一幅地图 ,是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爱斯基摩人 ,根据他

的 1100 英里的旅程画的。“东北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也表现

出同样的地理天才。他们能牢记各处山川形势 ,政府派遣的

测量人员常常利用他们的本领。‘印第安人在桦树皮上用刀

尖或炭条或铅笔画图 ,画出一处处湖泊 ,河流 ,河流间的陆运

道的大小远近 ,挥写自如 ,确有把握。’”[ 8 ]路威说 :倘若不是

因为有许多白人旅游者的证明 ,这些土著居民的地理观念 ,

简直叫人无法置信。

人类最原始的力学知识来自何处 ? 来自捕猎活动。许

多野兽反应灵敏 ,奔跑速度快 ,力气大 ,会伤害人 ,因此先民

捕捉野兽不仅要消耗很多体力 ,还要冒生命危险。先民只有

借助于工具。最初是用石块、木棒作为武器 ,后来就创造了

各种工具 ,如长矛、石弹、套索、鱼叉、弓箭等。制作和使用这

些工具就需要最原始的力学知识。后来又制作了各种捕兽

机和陷阱。这些机械可以当猎人不在场时 ,充当猎人的角

色 ,它们是先民的替身。德国的利普斯把先民的捕兽机分为

重力捕兽机、轮式捕兽机、网套捕兽机、跳柱捕兽机、扭转捕

兽机几种。制作和使用这些捕兽机 ,就需要初步的关于杠

杆、平衡、惯性以及重力、拉力、弹力等力学知识。违背力学

原理的捕兽机不仅不会有积极效果 ,甚至会误伤自己。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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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南部的加龙河地区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 ,人们在旧石器

晚期人类居住的洞穴内 ,发现了许多距今已有一两万年的绘

画。令人感兴趣的是 ,在许多野牛、猛犸的画像上 ,有一些奇

怪的几何图形。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 ,认为这些图形是捕兽

机的示意图。有的图画得十分逼真 ,甚至能看出捕兽机结构

的细节。有些图同现代一些原始部落的捕兽机颇为相似。

人类最原始的医药学也同生物知识密切相关。在自然

生存条件下 ,先民只能用自然界已经存在的物品作为药物 ,

主要是生物 ,特别是植物。温饱靠动植物 ,同疾病作斗争也

主要靠动植物。动植物既是食物 ,又是药物。我国的中医是

一种农业文化 ,即自然生存文化 ,所以有“神农尝百草”的传

说 ,神农既在寻找食物 ,又在寻找药物。中药大部分是植物 ,

所以古代有“采药人”和“药农”的职业。

　　四 　原始生物知识是原始文化的土壤

原始生物知识是原始文化的土壤 ,其中也蕴含着许多生

物知识。离开了先民同生物的关系 ,就无法理解原始文化。

人类从一开始就有审美的需要。生物千姿百态、五颜六

色 ,并可近距离观赏 ,是先民最佳的审美对象。《说文》对

“美”的解释是 :“美 ,甘也 ,从羊从大。”有人认为 ,可能中国人

最原始的审美意识起源于对强壮的羊的姿态的感觉。《说

文》对“芳”的解释是 :“芳 ,甘也 ,从黍从甘。”这又同植物有

关。先民喜欢用鸟的羽毛和花草装饰自己 ,向鸟儿学唱 ,向

动物学舞。

世界上各个古老民族的图腾都是动物的形象。冯特认

为 :“(一)最原始的图腾 ,也是现在还残存的最普遍图腾是动

物 ; (二)最早的图腾动物是与有灵魂的动物相一致的。”[ 9 ]

古代的宇宙模型曾经经历过“生物型宇宙模型”的阶段。

各古老民族都曾想象大地靠乌龟支撑。在中国古代的文化

中 ,三足鸟象征太阳 ,蟾蜍象征月亮 ,鱼象征星辰。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也分别由青龙、白虎、朱雀、龟蛇作为象征。浑天说

把天地比作鸡蛋。至于盖天说所需要的撑天的擎天柱 ,彝族

的《梅葛》说是虎骨 ,布朗族神话《顾米亚》说是犀牛骨 ,瑶族

神话《密洛陀》说是大楠竹。古希腊人常用动物给星座命名。

　　五 　结论

自然科学的发生与自然知识的发生有联系 ,但不是一回

事。自然科学发生于原始的自然知识。罗素说 :“各门科学

发展的次序同人们原来可能预料的相反。离我们本身最远

的东西最先置于规律的支配之下 ,然后才逐渐地及于离我们

较近的东西 :首先是天 ,其次是地 ,接着是动植物 ,然后是人

体 ,而最后 (迄今还未完成) 是人的思维。”[ 10 ]罗素在这里讲

的是“各门科学发展的次序”,而不是“原始自然知识发生的

次序”。从科学史研究来讲 ,不仅要研究自然科学发生的次

序 ,也应研究原始自然知识发生的次序。

原始自然知识是原始人类最初获得的自然知识。它来

源于原始生存活动 ,是纯粹的原始经验 ,是对表层现象的观

察 ,这种观察没有理论的渗透 ,不同的人观察到同一种对象 ,

看到的是相同的东西。

人类最早的原始自然知识是原始生物知识。这是原始

生存的直接需要 ,因为生物资源是人类的原始生活资源 ,是

维持人的原始生命 (动物生命)的需要。丹皮尔、梅森均未谈

到生物知识的古老性与原始性。玛格纳谈到了 :“就研究有

生命的事物这一基本意义来讲 ,大约在四万年前当最初的

‘野人’或‘赤身露体的类人猿’向‘具有社会心理的人’过渡

时 ,生物学就开始了。”[ 11 ]但玛格纳也未对“生物学”和“原始

生物知识”作出区分。原始生物知识是原始自然知识的主

体 ,是原始文化的核心。

原始自然知识是原始常识 ,只要是正常的人参加生存活

动便可获得。原始人类对原始自然知识的掌握没有质的区

别 ,甚至量的区别也不大。他们获得这些知识仅仅是为了生

存 ,并不对这些常识进行什么思索。当人们对原始常识作出

追问后 ,古代科学便发生了。古代科学是对原始自然知识的

解释。

原始生物知识是人类最古老的自然知识 ,但生物学在古

代却不能同天文学、力学、数学相提并论 ,这是因为生物运动

是自然中最复杂、最高级的运动。人类最初主要的认识对象

竟是最复杂的自然物 ———生物 ,这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因

为人也是一种动物 ,必须以生物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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