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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独秀的科学观

杜　扬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 　要 : 陈独秀的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始终交织在一起 ,这是他不同于前人之处 ,也是他比同时代人深刻和

独到之处。他不是纯粹的科学家 ,却和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首先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更看重科学的社会功能价

值 ,并用“方法”为科学做出了统一的脚注。在对西方科学狂热的尊崇中 ,他倡导的是实证、是主客观的统一。接受

马克思主义之后 ,朴素的唯物论的科学观升华为唯物史观 ,“物质一元论”在成为“科学一元论”之后又被赋予了“经

济一元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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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 ,也是一位

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习儒却功名未显的“小

户”人家 ,从小习四书五经 ,却对此深恶痛绝 ;他是光绪二十

二年的秀才 ,却在乡试后与科举分道扬镳。他不是科学家 ,

甚至对科学的概念“决不超过对牛顿物理学的模糊理解和对

进化论的肤浅研究”![1 ]然而却偏偏是他首先在中国举起了

科学的大旗。科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启蒙和传播离不开新文

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则离不开陈独秀。那么这样一个没有受

过系统的现代科学训练的人 ,何以如此推崇来自西方的科

学 ? 他所理解的科学是一种怎样意义上的“科学”? 这种意

义上的“科学”启蒙对于当时的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

对于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意义 ? 本文试图将目光集中在新

文化运动时期来探讨这个问题。

五四 ,几乎是一个可以认定任何新价值的时代 ,但在 20

世纪陆续引进的诸多西方思潮中 ,唯有“科学”获得了众口一

词的推崇 ,迅速成为封建制度坍塌之后人们心中新的权威。

要说介绍西方的科学、哲学、政治思想等 ,严复的贡献无人可

比 ,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却不是始于严复。严复说西方文化

“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2 ]这一“公”

一“真”似乎为二十年后陈独秀请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埋下了一个伏笔 ,郭颖颐说“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

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3 ] ,而陈独秀 ,也

确实是“把科学作为现代价值观的看法始终未变”。[4 ]

新文化运动前期从事改良的知识分子 ,看到了西方科学

技术的威力 ,是怀着对科学万分欣赏的态度接受科学的 ,“他

们对科学所做出的价值上的判断显然已经融合了他们的社

会理想”[5 ] 。陈独秀无疑是这“新时代”中一位十分杰出的思

想家 ,他的科学概念源于“哲学的唯物主义”,并且在思想上

从未“偏离唯物论的决定观”[6 ] ,但他又缺乏对这种哲学观念

理论上的逻辑思索 ,热衷的是一般意义上对科学的尊崇 ,并

殷切希望广大民众也能接受这种尊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以后 ,陈独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其科学思想中的唯物倾

向也逐渐登峰造极 ,发展成“科学与唯物史观具有同一涵

义”[7 ] ,有学者认为 ,此时陈独秀所指的科学也强化成了“科

学主义”,尤其是当“共产主义教义的哲学涵义事实上更符合

他早期的科学决定论信仰”时。[8 ]

一 　科学与民主并重

早在《新青年》前十年 ,陈独秀第二次从日本回国时 ,就

开始创办自己的第一份刊物 :《安徽俗话报》。他的动机和出

发点首先是反帝爱国 ,其次是反封建专制及其恶俗。从反帝

反封的角度来说 ,陈独秀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宣扬民

主和科学了。《安徽俗话报》的内容包括有“本省的新闻、历

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话、行情、要件和来文等

十三门 ,从第八期又增加了兵事、卫生、格致三门。”[9 ]目的就

是希望通过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 ,唤醒人们国破家亡的危机

感和对封建旧俗的抵制。陈独秀十分悲愤国人“只知有家 ,

不知有国”的短浅 , 反复宣扬“全树将枯 ,岂可一枝独活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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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将覆 ,焉能一卵独完 ?”[10 ]的道理 ,他认为首先要启发民众

的爱国心 ,扫除他们的愚昧、自私和狭隘 ,这样才能捍卫国家

主权。而这自然又要求提倡民权 ,反对君权 ,人人自由民主 ,

毕竟这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 ,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

国。”在文化教育上 ,陈独秀又提倡“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

的戏”,“不唱神仙鬼怪的戏。”[11 ]民主和科学 ,在陈独秀看

来 ,似乎就是可以让人变得爱国和远离迷信的良方。蔡元培

在二十八年以后回忆《安徽俗话报》时说 ,那个时候的陈独秀

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做“表面普及常识 ,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

了。[12 ]

《安徽俗话报》停刊之后 ,陈独秀有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沉

浮 ,但都不得意。他终于明白 :要“革命”,首先要革“中国人

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符其实 ,必须改变人的思想 ,要改

变思想 ,须办杂志 !”[13 ]中国人在意识上需要革命、行动上也

需要革命 ,这或许就是陈独秀心中民主和科学的雏形。这个

时候 ,《新青年》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新青年》里的民主和科学“不仅代表了社会的理想 ,而

且也是拯救中国的武器和值得为此献身的信仰”[14 ] 。其实 ,

在陈独秀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进步人士开始了对科学的求索 ,

但终究没能像新文化运动这样使得“科学”在中国成为人人

关注的对象。就像胡适说的那样 :“近三十年来 ,有一个名词

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 ,无论懂与不懂的人 ,无

论守旧和维新的人 ,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

度 ,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5 ]洋务派只看到了船尖炮利却

反对民主政治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 ,

结果也只是赶跑了一个形式上的皇帝。陈独秀很不同于他

的诸多前辈和同辈人的一点就是他始终把民主和科学放在

并重的地位。他深知“不倡导科学 ,理性得不到张扬 ,民主难

以普及 ;民主不普及 ,科学也无法发展。”[16 ]虽然在这两面旗

帜的提法中 ,“民主”是放在“科学”前面的 ,但“科学之兴 ,其

功不在人权说下 ,若舟车之有两轮焉。”[17 ]民主和科学是新

文化运动自始至终的两样有力武器。这一点 ,是陈独秀比同

时代和前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深刻和独到之处。

但陈独秀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共同的立场 ,

即他们都是从价值系统的层面来接受近代科学 ,希望能借科

学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在陈独秀看来 ,科学本身就代表了

一种先进和现代的文化。“近世文明 ,东西洋绝别为二。代

表东洋文明者 ,曰印度 ,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

点 ,而大体相同 ,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 ,名为‘近

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 ,乃欧罗巴人之

所独有 ,即西洋文明也。”[18 ]他认为中国人不知西方科学 ,沉

迷于封建仁义道德和儒学纲常 ,还停留在“古代”,只有掌握

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欧罗巴”才称得上是“近代”。在陈独秀

看来 ,科学是“近代化”的标志。言下之义便是指中国要改变

目前落后的社会状况 ,要走出专制和愚昧 ,就少不得赛先生 ,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 ,闹了多少事 ,流了多少血 ,

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他也因此“认定只有

这两位先生 ,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

一切的黑暗。”[19 ]值得注意的是 ,他一开始涉及到科学就是

把科学当作一种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工具 ,而不是要致力于具

体科学知识的研究。这使得他对于科学的理解 ,显示出很强

的目的性 ,缺乏冷静和理性的思考 ,在追求实效的过程中不

免急迫和焦躁。

二 　从唯物论出发

陈独秀对科学较为系统的思考和论述始于《新青年》,在

《新青年》首卷他撰写的第二篇文章中 ,陈独秀热烈称颂法兰

西文明 :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 ,“此近世三大文明 ,

皆法兰西之赐”[20 ] ! 他深感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对科学的提

倡和宣扬也多以西方为参照。他反对我国古代阴阳对立的

认识论、伦理化的有机自然观。认为“以人伦解释自然 ,是中

国尚未走出蒙昧时代的标志”[21 ]换句话说 ,中国的这种自然

观太过于主观唯心 ,一切从人事出发 ,即便是涉及到一些科

学现象 ,也是为人事作比 ,这与他所理解的西方“唯物论”的

科学观完全是背道而驰。“科学者何 ? 吾人对于事物之概

念 ,综合客观之现象 ,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即 ,科学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与“超脱客观之想象”、“抛弃主

观之理性”、“凭空构造”的想象完全对立 ,时人就是因为只

“有想象而无科学”才成为“浅化之民”的。要“羞为浅化之

民”,就要“奋起直追”,像“优越于近代他族者”的近代欧洲一

样 ,“举凡一事之兴 ,一物之细 ,罔不诉之科学法则 ,以定其得

失从违”,这样才能“迷信斩焉 ,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这种

“科学法则”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

和形式逻辑 ,“以科学说明真理 ,事事求诸证实”[22 ] 。陈独秀

对科学的这种界定无疑是受到了“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

影响”[23 ] 。

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由衷地赞扬现代科学观念在西

方社会的成功运用 ,并热情地向国人描绘这种成功 ,宣传科

学的力量。他要用“个人主义来抛掉传统的思想和政治基

点”[24 ] ,以“摧毁旧秩序为己任”[25 ] 。在他认定的理想的实现

过程中 ,科学无疑是非常有力的武器 ,尤其是针对“僵死的、

中庸的、不精确的和肤浅的”旧有的“思想模式和生活方

式”[26 ] 。史华滋认为陈独秀“的确崇拜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动

作用 ,但他更把它看作是一种反对‘迷信’的武器”[27 ] 。中国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乩坛道院”、“仙方鬼照相”却正是最触

目惊心的“生活方式”、最顽固不化的“思想模式”,这与陈独

秀大力宣扬的唯物论科学思想显然水火不容 ,自然也成了陈

独秀要下大力气来摧毁的“旧秩序”!

从 1918 年 5 月 15 日起 ,陈独秀等人撰写了《辟〈灵学〉》,

用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道理来反驳这些装神弄鬼的

人。他在《有鬼论质疑》中说 :“吾人感觉所及之物 ,今日科

学 ,略可解释。倘云鬼之为物 ,玄妙非为物质所包 ,非感觉所

及 ,非科学所解释 ,何以鬼之形使人见 ? 鬼之声使人闻 ?”“鬼

若有质 ,何以不占空间之位置 ,而自生障碍 ?”“何以今之言鬼

者 ,只见人鬼 ,不见犬马之鬼耶 ?”⋯⋯他站在唯物论的立场 ,

对“有鬼论”者接连发问 ,痛快淋漓。从他发问的角度已可以

看出他的科学思想中实证和归纳的火花。他是在用他所理

解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同封建迷信较量 ,比起十年前办《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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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报》时只是介绍一些简单科普文章、或者揭露群众生活

受压迫的现实来 ,这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进步。如果说那个

时候他是无意识地在“旧俗”中撒下科学的星星点点 ,那么现

在 ,他就是有意识地、十分清醒地要在“旧俗”中立起“科学”

这杆旗 ,冲破“旧俗”的篱蕃了。

陈独秀明白 ,科学首先要揭示“人生之真像”。而真像如

何 ?“求之故说 ,恒觉其难通”,只有“征之科学 ,差谓其近

是”。那么科学家的解释又是什么呢 ?“个人之于世界 ,犹细

胞之于人身。”于是“物质遗之子孙”就像“精神传之历史”,虽

然“个体之生命无连续 ,”但“全体之生命无断灭”! 所以现实

之生命“非常非暂 ,亦非幻非空”[28 ] 。可见 ,陈独秀认为物质

是运动的、规律是永恒的 ,甚至物质的规律也可以移用于精

神。基于此 ,他曾说 :“诸星之相毁、相成、相维、相距 ,皆有一

定之因果法则。⋯⋯地球之成立、发达 ,其次第井然 ,悉可以

科学法则说明之。⋯⋯一切动物 ,由最下级单细胞之动物 ,

以至最高级有脑神经之人类 ,其间进化之迹 ,历历可考。

⋯⋯此森罗万象中 ,果有神灵为之主宰 ,则成毁任意 ,何故迟

之日久 ,一无逃于科学的法则耶 ?”[29 ]

这就是陈独秀的物质一元论 ,也可以说是科学一元论。

虽然他对自然科学知之不甚 ,但今天被学者们争论不休的科

学主义似乎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端倪。

三 　走向唯物史观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 ,目的是要用民主取

代专制、科学扫除愚昧 ,科学在陈独秀手中是破旧立新的武

器 ,“一种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30 ] ! 从一开始 ,陈独秀宣

传和推崇的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 ,并

对这种从价值层面上来接受的“赛先生”寄予了很大期望。

可是一战的结果打破了他的这种期望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

“民主”的彻底失望 ,于是对“舟车之两轮”中的另一轮 ———科

学 ———的价值层面的理解也开始发生变化 ,他站到了马克思

主义旗下。这个时候 ,陈独秀源自朴素唯物论的科学思想就

“升华”为一种唯物史观 ,他认为 ,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

一切 ,能够“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的“客观的物

质原因”[31 ]也极端化为“经济的原因”。

陈独秀曾对科学做过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指自然科

学 ,广义的包括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就是“拿研究自然科

学的方法 ,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他认为“凡用自然

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样“才是科学的最

大效用。”[32 ]他用“方法”为科学作上了统一的脚注 ,而这个

“方法”又表现为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 ,科学一元论在这里又

表现为经济一元论。

1921 年 ,在给皆平的信中 ,陈独秀批评“西洋自苏格拉底

以至杜威、罗素 ,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 ,中国自

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 ,都是胡说乱讲”,他们根本

“不知道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事物质底分析”,“谣言造了几

千年 ,梦话说了几千年 ,他们告诉我们的宇宙人生底知识 ,比

起近百余年的科学家来真是九牛之一毛。”这个说法未免过

于极端 ,他轻率地否定了特定历史和社会现实条件下这些思

想家的哲学思想 ,事实上并不是任何学问都可以“一样一样

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的。但陈独秀偏偏认为“这就

是科学 ,也可以说是哲学。”凡是“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33 ] ,

就是“玄杳”、就是“迷梦”! 在他看来 ,只有用了他的科学方

法才不是“造谣”、才不是“说梦话”。“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 :

一曰自然法 ,一曰人为法。自然法者 ,普遍的 ,永久的 ,必然

的也 ,科学属之。”“人类将来之进化 ,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

学 ,日渐发达 ,改正一切人为法则 ,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

力。”[34 ]到此 ,陈独秀的科学思想已经完美地统一于他的“科

学方法”。

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的想象或愚人的妄想 ! 反之 ,

“守法”便是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使得陈独秀对科学的思考

从最先接触的自然科学领域扩充到社会科学领域 ,他思想中

那些早已有之的对于科学的假定和描述此时此刻便“逻辑地

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体”。他更加坚信科学一元

论 ,并且认为“当这种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时 ,经济学便

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力量。”[35 ]这样 ,他的社会活动便有了科

学的理论基础 ,凡事就有了一个遵从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归纳和实验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成了他最

基本的思想模式。

在对传统的态度上 ,可以看到陈独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的体现。陈独秀把科学民主同纲常教义放到了对立的

位置 ,“不攻破 ,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 ,俱无由出黑暗

而入光明。神州大气 ,腐秽蚀人”[36 ] 。其实 ,这群新文化人

反对的不是简单的儒学 ,而是儒学所要求的那些绝对的伦理

要求 ,基于此 ,郭颖颐认为陈独秀是在感情上把儒学和宗教

等同了。这些金科玉律看似冠冕堂皇头头是道 ,却恰恰是东

方落后于西方的症结所在 ! 陈独秀对此深恶痛绝 ,他坚持

“伦理是被社会所制约的”,不能因为创立者带上了“圣人”的

帽子就可以“无视社会变化”,没有这样的“超越的教义实

体”![37 ]“孔子所提倡之道德 ,封建时代之道德也 ⋯⋯所主张

之政治 ,封建时代之政治也。”都必须“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

为变迁”[38 ] 。现在封建王朝已经寿终正寝 ,这一套伦理体系

早已经不合时代潮流 ,它们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

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 因而陈独秀万分热情地推崇

科学 ,把科学作为完全彻底地推翻传统的口号和工具。按照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他觉得最应该取代这些三纲五常的便

是现代“科学”,认为这才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趋势。这个时候 ,陈独秀理解的科学已经成了“历史唯

物主义”的代名词 ,其触角也大大延伸到了“科学”以外。

四 　结语

从学术上来说 ,陈独秀并不是纯粹的科学家 ,没有成体

系的哲学思想著作。他更多的是一位积极活跃的社会活动

家、一位宣传家 ,擅长并热衷于把科学作为一种方法来加以

崇尚和宣传。从他对科学的思考来看 ,他将科学划分为自然

科学和人文科学 ,分别代表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并最终

将二者统一于方法。从思想本身来看 ,他的科学思想从一开

始就有明显的实证主义的特点、到后来更是具有了历史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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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浓厚色彩。陈独秀为中国请来了赛先生 ,希望借它的

力量来赶走孔夫子 ,让中国也成为法兰西那样先进文明的现

代国家。但孔夫子走得并不干净 ,中国的现代化也完全不是

理想中的那么美好 ,传统没有得到彻底的更新。

新文化运动摧毁了端坐在庙里的泥菩萨 ,却又在人心里

竖起一个“赛菩萨”。正如陈独秀自己所说 ,谁“要有气力有

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 ,才算是好汉。”[39 ]可是谁敢反对菩

萨呢 ?“科学”已经成了远远超出其自身范围的方法学 ,几乎

涵盖万事万物 ,无所不能 ,成为百姓心中新的权威和信仰。

科学的理性精神和民主的自由精神本来都是新文化运动所

追求和倡导的 ,但随着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在科

玄论战中的胜利 ,科学的“理性”得到了坚持 ,付出的代价却

是对“自由”的抑制。“尽管他 (指陈独秀) 的确缺乏对科学的

深刻理解 ,我们还是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他的唯科学主义血

缘。”[40 ]郭颖颐说 ,这是一个“教条的终结”[41 ] 。

但应该看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 ,在于它在

那个充满了愚昧和迷信的混沌的年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理

性启蒙的声音。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人以前所未有的激

情和愤慨向传统发起挑战 ,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 ,陈独秀无

法避免时代的局限、难以克服自身的偏失。尽管他对科学的

理解有所片面、他的行为有所偏激 ,他对科学的社会价值功

能与其知识功能的脱节、以及对前者的过分拔高反倒使得借

助赛先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与最初的期望越走越远。

但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刚刚摆脱封建专制的旧中国走

向现代文明 ,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现代化进程却是

不争的事实。

现代科学、进步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们与中国本土文

化的融合使得“赛先生”在陈独秀这里呈现出不同于其诞生

西方“天然途经”的一种“变异”。这种“变异”为我们带来了

巨大的困惑 ,给“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阵空前壮阔的

躁动”,[1 ]给后世留下无尽的思考和争论。郭颖颐说“终结”

了 ,恐怕思考还会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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