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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维度看科学发现

钱振华
(复旦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 : 以提出默会认知理论而闻名的波兰尼认为科学就是一个信念体系 ,科学发现的过程印证着人类信仰

的力量。波兰尼这一新解读的革命之处在于从认知的微观角度揭示出人类的默会能力 ,从而确证了科学的宗教维

度。其意义在于极大丰富了科学观的内涵 ,从而为科学发现的过程描绘了一幅新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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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以物理化学家身份而知名并以默会认知理论而显赫

的波兰尼 ,一度公开声称 :“科学是我们所寄托的信仰体系

(system of belief) 。”[1 ]在波兰尼眼中 ,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冷

冰冰的公理体系 ,而恰恰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它与宗

教一样 ,也是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 ,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历

史之中 ,并由当代社会中的专门部门培育着。由此 ,科学的

发现也不是纯粹的逻辑推演 ,“科学的发现一直是由一代又

一代的伟人充满热情而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 ,他们以自

己的信念力量征服了整个当代的人们。”[2 ]科学发现的整个

过程贯穿着人类无所不在的参与 ,处处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

赫然印证着人类信仰的力量。波兰尼的科学观意味着一种

新的突破 ,它从人类总体文化的层面揭示了科学的宗教维

度 ,为科学发现的微观机制掀开了新的面纱。波兰尼的这种

新视角是以默会认知理论为基础的。

一 　默会认知

默会认知是波兰尼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 ,波兰尼正是通

过揭示默会能力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来确认科学的宗教维

度的。

1. 默会认知理论的核心

在波兰尼看来 ,默会认知是认识者心领神会却默然不能

或无意以言语形式表达的认知活动 ,是“一种对被知事物的

能动领会”,“是一项要求技能的活动”,“是一项负责任的、声

称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3 ]

波兰尼直接借用了宗教的术语“内居”(in - dwelling) 来

揭示默会认知的运行机制。波兰尼认为内居具有普遍性 ,他

声称 :“凡是认知 ,都是个人参与 —透过内居而参与。”[4 ]就像

信徒内居于礼拜仪式来体验感知上帝一样 ,波兰尼提出 ,认

知的过程就是一个内居的过程。所谓内居 ,实为一种认知整

合 ,这种整合既不发生在外部对象之中 ,也不出现在主体的

认知运转中 ,而正是将对象与主体融合为一体的过程。也就

是说 ,认知主体通过同化于众多的支援成分而达到与认识对

象融为一体 ,达到神交的地步。此时 ,认识主体进入了被探

索事物的境界 ,默会整合于是得以进行。波兰尼说 :“这就类

似于我们借以做成新发现的那种创造性的重组过程。”[5 ]

“内居”,不仅是默会认知主体融入对象的过程 ,而且也

是对象向主体归化的过程 ,即“内居”是双向的。他的“内居”

观点也就是对玻尔所强调的“在现实的舞台上 ,我们既是演

员 ,又是观众”的观点的扩展和运用。当然 ,这种主客体同一

的“内居”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的

认知运转过程才能逐步完成。为此波兰尼曾经形象地作过

一个比喻 :即从“我 —它”经过“我 —你”,最后达到内居的“我

—我”。认知过程首先构成的是一种“我 —它”关系。人们要

认知对象 ,在最浅层次上容易形成一般唯物主义和经验论客

观主义的视界 ,即误以为人能排除任何外来因素直接映射对

象的自在客观属性和本质 ,达到对事物的本质或者客观真理

的绝对把握。而在实际上 ,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存在去默会地

认知对象 ,因此 ,“我 —它”的认知关系是外在的、理想化的、

比较肤浅的层次。当人们意识到 ,认知只能通过人的主体方

式关注对象 ,即人的背景知识框架、信念、情感和价值观皆通

过内居而起作用时 ,即造成“我 —你”关系。而当认知经过不

断的建构 ,达到不再是一般的直射 ,也不是主体的匮乏性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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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对象就成为一个为我所熟悉的东西 ,而当我能够真正地

进入对象 ,对象也能化为我的生命存在时 ,对象就成了我的

一部分 ,认知就成为“我 —我”的自我体认了。此时 ,认识达

到全部认知过程的最高点 ,认识成为一种对认知物的静观 ,

而对象则与我构成一种内在的“欢会神契 (conviviality)”。波

兰尼认为 ,默会认知理论建立起从自然科学不间断地过渡到

对人性的研究。通过使“我 —它”与“我 —你”都根植于主体

对自己身体的“我 —我”觉知 ,它就填平了“我 —它”与“我 —

你”之间的鸿沟。这代表了最高层次的内居。由此 ,波兰尼

从认识论层面为我们展示了科学的宗教维度。

2. 默会认知的革命性特点

默会认知是在内居活动中的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领会

过程 ,很难对其进行形式逻辑分析和批判性思考。它只能在

头脑中进行 ,而不是通过用符号在纸上操作的活动。它和人

的直觉、灵感、顿悟、想象等息息相关。创造性思维中的突变

和飞跃正是在默会中发生的。因为 ,默会认知具有以下特

点 :

(1)默会性 　某项言传陈述之所以能与实在形成关联 ,

乃因其与默会系数 (tacit coefficient)相联系。默会知识具有逻

辑和历史的优先性。波兰尼在《人类的默会知识》一文中进

一步证明了 :无论认识主体身处何处、无论其智力水平如何 ,

都是其头脑的默会而不是可言传的逻辑操作在起决定性作

用。在波兰尼看来 ,精神的纯默会作用是“理解”的过程。即

默会认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 ,是一种领会 ,它能实现把握

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心灵的默会能力在人类认识的各个

层次上都起着主导性作用。

波兰尼以此企图从经验主义所谓正统知识论的“强暴而

专制”中解放出来。他分析到 :在前语言阶段 ,用智力控制周

围事物的那种默会行为占主导地位是人和动物的共同特征 ;

在语言阶段 ,虽然人对动物的智力优势归因于人利用语言符

号 ,但这种利用本身仍然是默会行为。“我们的全部清晰表

达的装置只是个工具箱 ,是调度我们不能言喻的本领的最有

效的工具 ,我们不必犹豫就可以下结论 :知识的意会的个人

协调性因素在言传知识范畴也占优势 ,因此 ,在任何水平只

都代表着人类获得知识和持有知识的终极本领。”[6 ]

(2)整体性　波兰尼说 :“默会知识的结构在理解活动中

表现得极为清楚。这是一个领悟过程 ;把不连贯的局部理解

为完整的整体。”[7 ]波兰尼给出了一种三位一体的默会认知

结构并揭示了其作为一切认知运行的内在机制 ,即一切认知

过程都只能是一种内在的功能整合协同作用。这种功能整

合往往是无法还原的。如我们对语言的使用 :人在组成句子

和观点时 ,只能附带地意知每个概念的意思 ,而当我们只注

意每个词的内容时 ,句子和论点的功能整体就立刻瓦解了 ,

我们对句子和论点的理解只能是一堆杂乱的符号。因此 ,默

会认知是一种从整体上去把握认知对象 ,而不是以分解的方

式认知事物的过程。

(3)生成性　波兰尼的整合意义的建构和解构都是随着

条件的变化而瞬时发生。就是说默会认识是一种动态的过

程 ,它随着认知主体 、注意力的转移而生成或者消解。用他

自己的话就是“突现”式发生的。无论是在同一层级的整合

建构 ,还是不同层级的整合建构 ,都是由这种默会认知瞬时

生成的一种新的“意义境”,亦即在“突现”中生成的“新实

在”。这种东西既不是逻辑结构 ,也不是局部构件 ,而是各种

认知因素在默会统摄下的新的创造物 ,也就是由默会整合的

新格式塔突生的具有新质的“认知场”。但当主体的觉知方

式发生变化 ,该系统随之发生解体 (解构) 。因此 ,默会认知

具有生成性。

(4)非逻辑性　波兰尼说 ,在两张相似的面孔中 ,我们很

容易分清哪一个是熟人朋友 ,哪一个是陌生人。但要说出其

中的道理却很困难。在这里 ,波兰尼打破原有的感性经验和

理性认知的旧格局 ,提出了由身体活动 —体验化 ( Embodi2
ment) (不同于旧的感性经验) 和言语活动 —概念化 (conceptu2
alization) (也不简单等同于理智) 构成的活动统一体。在这一

关系中 ,身体化活动是默会认知的基石 ,他认为 ,只有以身体

为线索去认知对象 ,才“会给人以活生生的感知 ,而这个意知

是作为主动感知的人的我们存在之本质部分。”[8 ]而人身体

的这种暗含在感性行为中的既不是非理性因素 ,又不是潜意

识的东西 ,是无法用逻辑运演出来的。实际上 ,工具的使用

也是身体化的延长。与身体化相对应 ,概念化则是心智的运

演 ,它主要是指认知主体运用概念 (语言) 构架的活动。概念

化活动的核心运转是意义的确定 ,而意义是在整合中整合建

构而来的 ,是主体“想象”和“赋予”使然 ,若我们去除一切附

带觉知 ,这种意义就会荡然无存。可见 ,意义建构是整合形

成的特殊意境 ,是靠人的背景知识经验等附带线索默会的 ,

而非以某种明示的逻辑框架勾划出来的。实质上 ,这种概念

化的心智运演是语言工具构架在另一层次上的身体化。

(5)内在性 　波兰尼指出 :“说的、写的或印刷的东西本

身都不意味着什么 ,因为只说出、听到或谈到上述东西的人

才能对它做出解释 ,所有这些语义功能都依赖于认识个体的

默会作用。”[9 ]这意味着 ,默会认知是一种较言传认知更深层

次的、更深藏的认识。比如 ,在创造活动中 ,最初阶段的内心

活动 ,就是默会认知在起超前性的作用。另外 ,波兰尼认为

在一切认知活动中 ,都有一种“内居”在运转。这意味着 ,默

会认知是一种收敛于内的主体内在化认知。

(6)开放性　认知的内在性同时也意味着开放性。因为

在默会认知作为一种主体在场的内在认识活动中 ,它可以摆

脱逻辑的、固有的思维定式的局限 ,在意识的自由活动中喷

涌出创造的激流。对此波兰尼曾形象地比喻说 :如果把获取

知识比作旅行 ,那么有详尽导游图作指导的旅游者要比没有

旅游图作指导而步步探索的旅游者要有明显的优势。正如

系统的接受言传知识要比一步步探索总结这些知识便利得

多。但要开辟新的旅游区域 ,就无法指望现有的导游图。同

样 ,要在知识上创新 ,也不能在已有的言传知识中墨守成规。

这时的探索、思维的飞跃 ,并不是精确的逻辑 ,而是一种开放

性的情境在起决定作用。另外 ,在个体认知的生成性过程

中 ,认知始终是未完成的、有待于完成的、或者正在完成中的

工作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 ,是正在途中 (on - going) 。一种研

究与其情境之间只有短暂的、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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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于开放性场境的重新整合。科学发现的过程就孕育在整

个默会认知的过程中。

二 　科学发现的默会过程

波兰尼相信 ,没有科学家纯粹的科学兴趣 ,没有科学家

充满热情的参与 ,没有科学家把其一生精力的一点一滴作为

信徒般的投入 ,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 (知识) 都是不

可能取得的。那么 ,这一动态过程是如何运演的呢 ? 波兰尼

给出了如下科学发现的流程 :科学信仰 ———创造性猜想 ———

格式塔形态识别 ———科学发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波兰尼挖掘了科学中长期被人忽视

甚至曲解的宗教维度 ,但波兰尼的科学发现观决不是无源之

水 ,他自己就声称“实在及实在之默会认知”[10 ]是整个立论

基础。在此基础上 ,我们仿佛看到了充满求知热情的人为捍

卫信仰而无所不在的默会参与 ,他靠着坚定的信仰 ,借着执

著的求知热情 ,凭着天才的直觉能力 ,不停地作出猜想 ,引出

发现。

1. 科学信仰

在波兰尼看来 ,科学发现首先基于对科学的绝对忠诚和

信仰。按照默会认知的逻辑 ,“真理只是某种被人相信时才

能得到考虑的东西。”[11 ]它表达了一种启发性的确信或宗教

信念。

科学发现的本质是创造性的。我们不能运用现存的规

则推动科学的原则向前发展 ,而要靠启发性热情的不可言传

的冲动。人们唯有对被了解之物的信念 ,方能坚持各种了解

它的努力。这种信念激励着求知者迈向超越视野之外的创

造愉悦。

波兰尼指出 ,科学家和普通大众会选择信仰科学而不皈

依占星术或天主教之类的信仰 ,尽管科学家认为科学是有用

的 ,但这并不能表明信仰科学就比信仰占星术或信仰圣经高

明 ,在信徒的眼中 ,信仰总是正确的。科学世界只是人类社

会全部知性生活 (intellectual life)的一部分 ,信奉科学的人们 ,

通过信任科学家的观点整体为真而承认科学为真。对科学

之热爱、创新之冲动和献身科学标准之愿望使人们将自己作

为礼物奉献给科学且终身为其工作。信仰科学给人类带来

了精神世界的满足 ,但同时却丧失了一些其它领域的精神满

足。波兰尼指出 ,每当我们用一个新的意义形式丰富世界的

时候 ,不可避免地却要失去另外一些。

波兰尼认为 ,尽管科学被视为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 ,但

它起源于热情。热情赋予物体以感情 ,使物体变得讨厌或吸

引人。科学热情不是“心理上的副产品 ,它们具有逻辑的功

能 ,它们给科学贡献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们相当于科

学命题中的一种基本性质 ,并可以相应地被认为是正确的或

错误的。”[12 ]

波兰尼还详细论证了求知热情的三种基本功能 : (1) 选

择功能 ,即把具有科学意义的可演证的事实与那些没有科学

意义的事实区别开来的功能。它能肯定种种预示着范围还

不确定的关于未来发现的和谐事物的存在 ; (2) 启发性功能 ,

即能唤起具体发现前兆的功能。它引导科学家不可言传性

的冲动来跨越问题与答案之间的逻辑鸿沟 ,实现创造性发

现。波兰尼认为 ,原创性是发现的本质 ,它必须是满怀热情

的 ,启发性热情激励着发现者跨越曾经使他与发现无缘的启

发性鸿沟 ; (3)说服性功能 ,即激励发现者跨越新旧范式的功

能。一个新体系的倡导者只有在首先赢得听众对他们仍未

掌握的学说的求知同情时 ,才能令听众信服。

至此 ,接受新学说的人开始用不同的方法思维 ,说不同

的语言 ,生活于一个不同的天地中 ,这是一个启发性过程 ,是

一种自我修正的行为。波兰尼认为 ,在这种意义上 ,这就是

一个皈依的过程 ,它产生出构成一个新学派的信徒。

2. 创造性猜想

科学命题实质上是一些建立在关于宇宙结构的科学假

设和利用科学方法收集的试验数据基础上的猜想。科学领

域的猜想过程始于新手被科学吸引 ,并进而被吸引到某个问

题场 (field of problems) 之中。这种猜想涉及他对自身能力以

及对科学素材的评价。猜想还要求新手感知自己潜在的天

赋能力和自然界中隐藏的事实。一旦二者结合 ,就会激发出

心中的灵感 ,启迪他走向发现。

科学猜想须得进一步的检验 ,检验的过程依据科学的规

则来进行 ,但它们固有的作为猜测的本质是不会变的。

波兰尼给出了创造性猜想的共性 :即一切创造性猜想的

过程都被接触实在的冲动所驱策 ,这种实在是既在的 ,且等

待着人们去领悟 (apprehend) 。无论是谁 ,只要接受自然科学

或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为真理 ,那就必须承认我们具有猜中外

部世界事物性质的能力。其中也存在盲目瞎猜的可能性。

那么能否判断这些猜测孰优孰劣呢 ? 波兰尼声明 ,只要得到

直觉接触实在后传递过来的启发 ,我们的思想就能对呈现在

面前的证据做出真实或无效的诠释。

波兰尼认为认识实在的能力是直觉 (intuition) 。它是整

个科学理论的默会系数 ,又是实在的表征。只有依靠直觉 ,

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方才产生关联。波兰尼同时又指出 ,科

学家在凭直觉探求科学发现的时候 ,他寻求的是与所有科学

家的共同合作 ,在此过程中 ,科学家的个人直觉与科学普遍

的系统与准则结合了起来。虽然科学的整个进步要归功于

直觉的力量 ,但单一的这一力量不会得到科学的尊重 ,只有

在献身科学传统 ,服从于科学标准的时候 ,才能得到尊重。

波兰尼指出 ,发现从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 : (1) 发现是思

想与那些指向潜在发现的线索自发形成的组织 ; (2) 发现是

在关联线索的帮助下潜入意识中来的对实在的超感官感知。

波兰尼把科学直觉与超感官感知作了类比。超感官感知理

论是莱因 (Rhine)于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观点 ,它倡导预知

(precognition)和灵眼 (chairvoyance) 。波兰尼认为 ,科学发现就

是寻求自然界在我们脑中实现的某个面相 (aspect) ,而不仅

是科学观点的潜在性。科学直觉就像预知或灵眼那样 ,能够

猜中任何人都不知晓的事物。在波兰尼看来 ,启发性知觉与

超感官感知的共性在于都是凭借全神贯注的思想努力去唤

起对前所未知的实在的感知。这种人类的直觉所触及的是

同一个实在 ,但是不同的人会触及到这一实在的不同层面 ,

对之有不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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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直觉将塑造对事物的感知 ,促使他在洞察各种错综

复杂的理论之后跨越发现的逻辑鸿沟 ,它往往会比天天发生

的事情更具有洞察力。科学家对科学的发现少不了直觉 ,通

过不断收集、发展和修正那些半意识到的推测和个人线索的

聚集 ,科学家以此来指导他的研究对象。

波兰尼有一个比喻 :即在猜测的最初阶段 ,问题隐而不

彰 ,但在科学家的心中隐藏了一把可以开启那隐藏门锁的钥

匙。“唯有一种力量 ,能够将锁钥同时发现 ,并且将它们结为

一体 :便是内在于人类能力当中、本能地将其导向展示这一

能力的机会的创造性冲动。外在的世界可以通过教育、激励

与判断以求得助力 ,然而所有导向发现的根本决定 ,依然是

个人的、直觉的东西”。[13 ]

波兰尼还指出 ,直觉是不完美的。同一实在的不同图像

往往在价值上并不等同。其中也有许多直觉包含了关于真

理的模糊甚至是极度歪曲的形式。而且这种散漫的直觉体

系 ,无法以确切的语言来概括 ,它体现的是一种个人观点。

最终做出何种决定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判断 ,这种判断嵌入了

对理想的信念和忠诚问题 ,它属于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 ,直

接关乎科学家的良心。

科学良心会在发现过程中负起完全的责任来。波兰尼

声称 ,在一切科学决策中都会涉及科学家的良心 ,每一过程

都在检验它们对科学理想的诚意与奉献精神。科学发现作

为一种创造性工作 ,在每一个阶段中都得要求科学家自己去

探索道路 ,寻求对自然提出问题的解答 ,这就需要科学家使

用由科学良心控制的直觉能力。波兰尼认为 ,这就是建立与

隐而不彰的现实之创造性的手段。

3. 格式塔形态识别

波兰尼把科学发现的过程类比于格式塔心理学家分析

的形态识别 (recognition of shapes) 过程。波兰尼说 ,在自然科

学里 ,科学家探索的最终作品是人类塑造力之外的东西 ,他

所要做的是向人们揭示外在世界隐性模式的真实图像。

波兰尼指出 ,科学发现的过程不能按严格的规则来言

传。由于没有任何正式的程序可供发现者依赖 ,所以科学家

是由某种隐藏知识的前兆引导着。创造性心灵不断地搜寻

某种他相信是实在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引起探求发

现的智力的自我修正 ,从而改变了现行的解释框架 ,跨越了

一个启发性鸿沟 ,这是一个突生 (emergency)的过程。

波兰尼说 :“发现的实质阶段是一个自动自发的突生过

程。”[14 ]因为没有确定的言传方法可循 (只有那些例行的常

规过程才能单靠规则来完成 ,如绘制地图等) ,所以从根本上

说 ,走向发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自动自发的精神重组过

程 ,人类的意识是无法通过努力而掌握的。波兰尼将这一过

程比喻为信徒对上帝的虔诚追寻 ,在经过一番艰难探索之

后 ,突然抵达终生皈依的顶峰 ,并穷其一生维护这突然获得

的信仰。

波兰尼借用了完形心理学的成就来揭示这一科学发现

的过程 :即感官印象以自动自发的重组引发了对形态的感

知 ,它们以某种方式互动与接合 (coalesce) ,形成一种动态的

顺序排列 ,观察者对某一形态的感知就成形了 ,这是一个格

式塔转换的过程。波兰尼认为 ,发现的过程就是其组成元素

之间自动自发的结合。具体而言 :潜在的发现吸引着揭示它

的心灵 ,它用创造欲望点燃科学家的灵魂 ,向科学家启示关

于它自己的预知 ,指引着科学家 ,带他从一条线索走向另一

条线索 ,从一个猜测走向另一个猜测 ,从而奋力突现实在。

在波兰尼看来 ,这正是信徒在虔诚的内居中获得的幡然领悟

的感觉。

三 　波兰尼新维度的革命意义

波兰尼关于发现的新维度的揭示 ,恰恰是给陷入实证主

义困境的科学指出了一条解决之道。科学不再以纯客观的

面孔出现 ,科学发现不再是纯逻辑的推演 ,科学与信仰不再

是一对生死冤家。相反 ,正是因为有了信仰的品格 ,人的求

知力量才不会偏离人性的轨道。

事实上 ,作为科学发现的认识论根基的默会认知理论 ,

正是以批判实证主义的观点为理论指归的。由康德、笛卡儿

开创的现代认识论传统第一次揭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康

德把纯意见清除出了知性生活领域 ;笛卡尔更是从普遍、彻

底的怀疑开始去寻求确定性和真理 ,其怀疑广及常识意见、

科学 (包括数学与物理学) 和整个哲学传统。怀疑的结果便

使得作为主体性的“我”失去了具体个人的性质 ,被剥去自传

性而成为形而上学的或无限夸张的自我 ,这样 ,我成了“非

人”(non - person) ,这样 ,属人的道德情感和宗教信仰便退出

了自然科学的舞台。

波兰尼进一步指出 ,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恰恰是对

道德和宗教的冷漠 ,迄今为止 ,这一原则的统治地位还没有

受到有效的挑战。由此产出了非人的知识。波兰尼旗帜鲜

明地提出 ,人类的知识都具有人性的品格 ,因此他将其冠之

以“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 。

他认为科学真理不应该忽略它在宗教和道德上的反响 ,

他强烈反对科学在道德上绝对中性化的观点 ,认为对事物作

普遍的机械性解释 ,会损害人类的道德觉悟。客观主义完全

歪曲了我们的真理观。它提升了我们能够知道和能够证明

的东西 ,却用有歧义的言语掩盖了我们知道但不能证明的东

西。由此忽视了决定着我们心灵的不可批判性选择 ,使我们

丧失了这些充满活力的选择能力。基督教信念可以把人的

创造力和情感力与宇宙联系起来 ,这些信念的内涵要比纯粹

的公理体系要丰富多彩得多。

现代的唯科学主义与过去的教会一样禁锢着人类的思

维。因为它并没有为我们种种最有活力的信念留下什么余

地 ,一切信仰都被降至主观的地位。我们必须恢复圣·奥古

斯丁所创立的后批判哲学时代 ,再一次认识到信念是一切知

识的源泉 ,没有任何智力 ,无论他多么具有批判性或创造力

能够在这样一个信托框架之外运作。

波兰尼高呼 ,宗教和科学是相互渗透的。“宗教甚至具

有更全面的亲和关系 :它可以把一切求知经历转移到它自己

的宇宙内 ,同时又反过来被大多数别的知识体系用作自己的

主题。”[15 ]宗教作为一种内居而不是肯定 ,上帝存在是无从

观察的 ,上帝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供人供奉和崇拜 ,由此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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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帝热情的探索 ,这就像真理和美也无从观察一样 ,它们

只有在信奉时才能被领会。作为基督教信仰公理化而追求

的神学则具有一个重要的分析任务 ,它可以帮助信徒认识他

们实践的是什么。我们的知识视角应该给宗教信仰开拓出

崭新的前景。身为科学家兼哲学家的波兰尼相信 :基督教是

一项进步的事业 ,一个宗教发现的伟大时代可能就横亘在我

们的前头。

当然 ,波兰尼的这一观念并非取缔了科学的合法性地

位 ,恰恰相反的是 ,科学有其坚实的实在根基。信仰科学就

是对科学本质的忠实。

可以肯定地认为 ,波兰尼的这一革命性眼光为我们昭示

了科学的一幅温情脉脉的图景 ,颠覆了唯科学主义者的关于

科学至上的神话 ,打破了客观主义者为科学所设置的樊篱 ,

从而使科学以更饱满的形象丰富我们的知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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