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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理论·

科学自由的限度及人文阐释

黄　健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 科学自由不是“天马行空 ,任意而为”式的“永无限制”,它不能超越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 ,不能违背人

类文明的价值取向 ,不能脱离主体理性的制约。在科学自由中 ,贯穿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的精神 ,旨在进一步强调

“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确立科学造福于人类的终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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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作为人的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 ,既是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同时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宝贵

的价值理想。在科学活动中 ,“自由”是人认识世界 ,把握世

界所持有的一种精神、信念、理想与价值尺度。人们常说科

学无国界 ,其涵义指的就是科学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强调

科学不应受到任何人为的干扰而能够深入探究客观对象的

本质特征 ,以达到对客观对象的规律性认识与把握。然而 ,

就科学自由的本质特性而言 ,它又并不是“天马行空 ,任意而

为”的绝对自由 ,它同样不能超越人类社会普遍法则的制约 ,

不能超越人类文明价值取向的规范。当科学自由发展到不

受人类生存与发展法则和文明价值规范的制约时 ,它给人类

带来的就不再是福音。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特别是高新科

技日益从尖端走向日常生活的今天 ,人们应该对科学自由的

限度有所反思。反思是人类的天性 ,反思科学自由的限度 ,

并对此进行人文阐释 ,真正目的则是使人类能够更好地驾驭

科学技术这匹奔驰的马 ,让它自始至终都能按照人的意志 ,

遵循人类文明的价值取向 ,不断地向前驰骋 ,为推动人类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 ,做出自身独特的贡献。

一

用哲学的眼光来看科学自由 ,它涉及到科学的主体与客

体两个方面。从主体方面来认识 ,科学自由的主要涵义是指

科学对客观对象的探索与研究 ,是一种不应受任何人为限制

和干扰的活动与权利。它涉及到科学家的思想、意识、想象、

灵感、人格、情操和认识上的一种精神腾跃状态与意志力是

否有自由保障的问题。马克思所称赞的那种只有不畏艰难

险阻的人 ,才能在科学的道路上勇攀高峰 ,指的就是这种性

质的科学自由。它更多地闪烁着科学的理想主义光芒 ,显示

出科学活动不只是为“稻梁”谋 ,而是求知求智求真。亚里士

多德在回答人为什么能够做到“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

慧”时说 :“只因人本自由 ,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 ,不为别人的

生存而生存 ,所有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加深探

索 ,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 1 ]科学活动之所

以能够摆脱世俗功利主义的纠缠 ,在于人的理想、信念、信

仰、价值观等主体因素能够自由地贯穿科学活动之中 ,使科

学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然而 ,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 ,科学自由表明它将受到作为主体的人的各种因素制

约 ,而不是所谓的绝对自由。因为任何作为存在或活动着的

人 ,都不是孤立的人 ,而是社会的人 ,都将受到特定社会、历

史和文化的制约。卢梭的名言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

在枷锁之中”[ 2 ] ,虽然说的是人对专制的反抗和对自由的渴

望 ,但也从另一个层面道出了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受到社会

制约的状况。海德格尔也曾从人是被抛入到一个特殊的社

会环境的命题出发 ,指出了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先在

的”、“历史性与等级结构性”的特点 ,并认为这个特点往往会

决定人对于“自由”的不同理解。[ 3 ]我们认为 ,当人的理想、信

念、信仰、价值观等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贯穿在科学自由之

中 ,它也就自然会受到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应制约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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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自由的限度。一般地来说 ,只有那种符合人类社会文明

精神 ,符合人生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目标的科学自由 ,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自由 ,是不应受到任何人为限制和干扰的一种活

动和权利 ,一种探究对象的规律和奥秘的主体精神腾跃状态

和意志力。与之相反的科学自由 ,就必然会受到人类社会的

谴责、反对和加以限制。诸如利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利用生

化工程技术制造更具摧毁性的生化武器用于战争 ,以及利用

B 超或试管胚胎进行性别选择等等 ,这些显然都是与人类文

明价值背道而驰的 ,理所当然要受到制约与限制。萨顿在以

数学为例说明科学自由时指出 :“无疑 ,数学发现受各种外部

事件 ,即政治、经济、科学、军事事件的制约 ,受战争与和平的

技术的持续不断的需求的制约。数学从来不是在政治与经

济的真空中发展的。”[ 4 ]所以 ,从主体方面认识科学自由 ,就

必须看到它受人的主体因素、社会因素和人类文明价值制约

及所形成的限度。

从客体方面认识科学自由 ,它主要是指科学所探究的应

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对象 ,以及主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如果

说主体的任务是认识和把握客观对象的规律 ,那么 ,客观对

象的规律将对主体活动产生相对应的制约。要使科学探究

获得最大的成功 ,一方面要确保主体活动的自由 ,另一方面

又要看到主体自由必须与客观对象保持一种和谐关系 ,或者

说应接受客观规律的制约 ,而不是任意而为之。科学认识对

象的本质特征 ,并进行规律性的把握 ,对于主体 ———掌握科

学的人而言 ,并不是要改变规律 ,而是要使规律造福于人类。

为了探寻规律 ,认识规律和掌握规律 ,保证科学探究自由 ,就

要确保科学探究与对象的规律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爱

因斯坦曾称这种性质的科学自由 ,是人的一种“最高品质”,

认为它将使人对规律的和谐感到一种“狂喜的惊奇”,会对宇

宙的秩序怀有“尊敬的赞赏心情”。[ 5 ]科学探究活动的起止均

在客观对象本身。在这当中 ,科学探究本身也就具有了类似

康德所说的那种“实践理性”( Practical reason) 因素。在康德

看来 ,基于“纯粹理性”( Purer reason) 概念来界定实践理性 ,

就可以看到实践理性的完满性。因为接受规律制约而产生

的理性认知 ,则能保证事物判断的正确性与合法性 ,使认识

与规律保持一致。所以 ,从客体方面认识科学自由 ,不难发

现 ,它也是有限度的 ,即它不能违背规律而任意为之 ,亦不能

不接受规律的制约。从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

到 ,科学自由既受到主体自身因素的制约 ,又必须与客观对

象建立和谐关系 ,接受规律的制约。它不是某种观念或心理

的简单满足。真正的科学自由 ,应是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关

系 ,表现为二者之间的相互规定、相互调节和由此产生的相

互适应状态 ,即在二者的相互关系当中 ,充分表现主体对于

客体的认识与把握的广度和深度 ,充分表现客体对于主体的

规律性认同。

二

不言而喻 ,科学自由乃是科学活动中的主客体对立统一

的集中表现和最高形式。它同时又分为普遍意义上的自由

和特殊意义上的自由两种类型。普遍意义上的科学自由 ,是

主体活动为了克服客体对主体的对立状态 ,实现主体对客体

的规律性认识与把握而达到主客一致、主客和谐的一种重要

方式。爱因斯坦把这种自由称之为“内心的自由”或“精神上

的自由”,指出它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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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科学

活动中 ,主体认识与客体规律相互一致 ,这样才能达到对规

律的本质把握。因为客观存在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 ,其规

律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认识规律 ,把握规

律当中 ,人为地设置限度 ,就会妨碍科学探究的深入 ,造成主

体对于客体的片面认识与错误判断。在这个意义上 ,科学自

由是由科学本身的属性和文化价值所决定了的。爱因斯坦

说 :“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 ,要是不相信

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 ,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 ,并

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 7 ]普遍意义上的科学

自由 ,是科学确立其自身价值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根本性

因素 ,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是某个

人或某个集团给予的“施舍”,而是属于其自身的一种“不可

让渡”的权利 ,是人类社会必须给予的自觉认可。在这种科

学自由面前 ,人类社会不应对此设置人为的障碍 ,妨碍科学

的发展。在人类未能完全认识与把握规律之前 ,对这种自由

的强调 ,也就是对科学的最大尊重。但是 ,应该强调的是 ,这

种科学自由的前提则必须是要与人类社会的文明价值取向

保持一致 ,即科学探究不能以损害人的尊严 ,牺牲人类的根

本利益为代价。它必须接受人类文明价值规范的制约而规

定自身的自由限度。

特殊意义上的科学自由 ,是指主体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一

种价值创造性与精神超越性 ,是属于主体的一种内在素质。

在科学活动中 ,这种性质的自由往往会给科学带来新的发现

和创造 ,会给从事科学的人带来创造性的喜悦与幸福。科学

探究除了满足人对于世界奥秘的好奇和发现 ,对规律的深入

认识和把握之外 ,它本身也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和有目的

的一种创造性活动 ,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海克尔在谈论科

学创造活动情境时曾说 :“观察布满星斗的天空和一滴水中

的显微生命 ,我们就会赞叹不止 ,研究运动物质中能的奇妙

作用 ,我们就会满怀敬畏之情 ;崇拜宇宙中无所不包的实体

定律的价值 ,我们就会肃然起敬。”[ 8 ]通过科学探究 ,人认识

了世界 ,同时也在认识当中获得了喜悦 ,萌发了创造的欲望 ,

这其实也就是主体获得自由的表现。特殊意义上的科学自

由 ,可以说也是主体对认识对象的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与感

受 ,它与主体自身的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换言之 ,特

殊意义上的科学自由将受到主体内在因素的制约。事实上 ,

任何存在着的主体都不是孤立的主体 ,而是与客体具有相互

关联的主体 ,它往往具有一种对于客体的理性诉求 ,正如当

代德国天体物理学家魏扎克在谈论科学活动中情感与理智

关系时所说的那样 :“非理性的东西有一种理性存在 ,更确切

地说 ,感情有一种理智存在 ,在感情之中主观的东西正是由

于它的主观性而表现出是客观的 ,表现出是知识。”[ 9 ]主体的

这种理性诉求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要求能够获得突破和超

越一切外在规范的制约而深入对象内部掌握规律特征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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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与意志 ,二是认可主体在与客体存在必然关联当中 ,自觉

接受来自客观规律的制约。因此 ,特殊意义上的科学自由 ,

既是主体活动的一种价值创造性与精神超越性的表现 ,同时

也是受到主体内部各种因素 ,主体与客体相互关联因素制约

的一种内心体验与感受 ,它同样具有相应的限度 ,并不完全

是一种非理性状态的主观臆想。斯宾诺莎在他创立的新伦

理学中就曾把数学理性看作是“人与宇宙之间的纽带”,是

“真正理解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的钥匙”。[ 10 ]虽然这个观点

还值得深入探讨 ,但它也道出了主体自由受到理性限度的原

因所在。真正的科学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表述为人 (主

体)是按照理性自觉来实现目的的。主体只有在自身具有充

分的规定性当中 ,才能够真正领略到无限的自由 ,就像卡西

尔所指出的那样 :“人类理智通过以无限的宇宙来衡量自己

的力量从而意识到了它自身的无限性。”[ 11 ]正确地遵循科学

自由的这种定律 ,无疑会有助于科学创造 ,并在科学创造中

获得“增添和开拓出新领域而使世界更广阔”和“使人的内在

心灵能体验到这种新领域而丰富发展了人本身”[ 12 ]的主体

愉悦 ,从而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的飞跃。

从上述分析可见 ,无论是普遍意义还是特殊意义上的科

学自由 ,都有它相应的限度。前者的限度指的是任何自由均

不能违背人类文明价值取向 ,而后者的限度则是任何自由均

必须接受主体理性的制约。认识到科学自由的这种限度 ,才

能够从中深刻地领悟到科学自由的无限性。

三

就科学自由的表现形态而言 ,它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肯

定性关系 ,并表现在科学活动的各个领域 ,体现在人与对象

(包括与人自身) 的科学把握之中。对科学自由进行人文阐

释 ,旨在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突出科学的人

文价值和人文关怀。

从精神价值的涵义上来看 ,科学与人文乃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两极 ,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说人文精神是以人道、

人性、人格等为本位的知识取向、价值取向和精神取向 ,以追

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 ,那么 ,科学活动实际上

也就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本身不仅要受

到人文精神的制约 ,甚至可以说它其实也就是人文精神的不

可分割的构成因素。在科学活动中 ,强调科学自由的人文价

值与人文关怀 ,是要求科学对于客观对象的认识和把握 ,不

仅仅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规律掌握层面上 ,一般的工具理性层

面上 ,同时还应该具有价值意义的追求 ,即能够在人文价值

的层面上 ,展现科学活动也是塑造人的高尚人格 ,洋溢人的

自由解放 ,体现人的完美人性和精神风范的活动。它能使科

学活动达到克服生理本能之盲目 ,消除有限必然之羁绊的高

度 ,真正表现出人类追求真善美而冲破一切内外在藩篱的束

缚 ,突破物我之间的人为障碍 ,超越时空的必然限制 ,进入本

体界的无限 ,得到精神的大解放 ,意志的真自由的本质属性。

爱因斯坦称科学自由这个特点是“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

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做出贡献”,“是为着使人类的

生活趋于高尚 ,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 ,并

且把个人导向自由。”[ 13 ]很显然 ,在科学自由的价值内涵中 ,

贯穿充满人文关怀 ,追求人格完善 ,实现人性圆满的人文精

神 ,也就能够使人通过科学活动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一种

和谐契合的关系 ,实现科学的真正自由。

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人的活动 ,它始终都要以人为核心 ,

以人为最高目的 ,一切的指向都必须以人为最终指向 ,并把

人看作是科学的主导力量 ,科学必须以造福于人类为终极理

想。科学自由作为人的自由属性的表现 ,它的自由度也应是

以人为目的来进行规定的 ,不应为了所谓绝对自由而付出牺

牲人 ,损害人的根本利益作为代价。爱因斯坦指出 :“如果你

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 ,那么 ,你们只懂得应用

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 ,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

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

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

造福于人类 ,而不致成为祸害。”[ 14 ]科学自由贯穿以人为最

高目的 ,就体现了以人为本位的人文思想。这种思想的独特

之处是强调了科学自由只有主体在对客体规范、规律、秩序

的认同和遵守之后才能成立和发生 ,而不是主体完全脱离客

体的“天马行空 ,任意而为”式的自由。以人为本位的人文思

想 ,赋予了科学自由以深刻的意义 :科学活动是人的活动组

成部分 ,只有按照人的意志 ,符合人类文明价值标准 ,才可以

扩大和实现科学自身的自由。人类文明史表明 ,人与其它类

的存在根本不同的是 ,其它类的存在 ,如低级动物 ,只“是和

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人则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

变成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15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

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 ,而人则懂得按任何

物种的尺度来衡量对象 ,所以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塑造物

体。”[ 16 ]自觉地按照规律来进行科学创造 ,这就是科学自由

的本质特征所在。所以 ,以人为本位的人文思想就在强调科

学自由的主体价值当中 ,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命题 ,提升到了

本体论的高度 (Ontological status) ,肯定了人性在科学自由中所

具有的绝对性、圆满性和永恒性的地位。这样 ,人之主体地位

的确认与在实践当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就是同构性质的 ,同

步展开的。科学对于客观对象的认识和把握 ,洋溢着既是对

客观对象规律性的深入开拓 ,也是对主体的人之生命意义充

分彰显的精神 ,而科学自由则是这种精神的本质体现。

科学自由体现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 ,是要求科学活动必

须具有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境况和存在意义怀有深切的关

注之情 ,科学本身也必须具有形上意义的终极关怀。具体地

说 ,科学对于人的存在价值的思考 ,对于人的生存境况和存

在意义的关注 ,也就是对人类命运、前景和人类痛苦与解脱

的关注、思考和探索。科学必须具有人类情怀、普世情怀和

宇宙情怀。爱因斯坦曾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就袒露了他

“无家可归”的心理感受。为什么在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

学家的内心世界里 ,也会深藏着如此深厚的非理性情绪呢 ?

个中的原因在于他从没有将自己的科学探究只看作是私人

领域的事情 ,而是自觉地将自己的科学探究与整个的人类命

运有机地联系起来了。虽然许多人都认为他晚年的探索偏

离了当时物理学的主流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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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看来 ,他对“统一场”的探讨已上升到了一种哲学的

高度 ,因为他坚信“世界是统一的”,而哲学就是“全部科学之

母”。[ 17 ]所以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探究中 ,总是具有一种深切

的人类情怀、普世情怀和宇宙情怀 ,他的“无家可归”感 ,实际

上就是要孜孜不倦地为人类探寻发展的前景 ,通过科学探究

最终为人类找到一个理想的家园。在科学自由中贯穿这种

人文精神 ,可以说 ,它会使科学活动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种

使人力图从各种内外在规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一种寻找世

界奥秘和人的真正归属的思想激情和精神风采。

爱因斯坦说 :“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 ,究

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 ,全取决于人自己 ,而不取

决于工具。”[ 18 ]莎士比亚说人是万物之灵长 ,宇宙之精华。

人无疑是科学的主宰 ,人的尊严也在于能够通过科学活动创

造性地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 ,获得那无边无垠的

自由 ,但人类必须明白 :放纵自己不是自由。一切的自由均

在有限与无限之间。在这里 ,“我们不妨模仿康德有关时间

的一句名言 :我在世界上 ,世界在我身上 !”[ 19 ]科学自由的限

度与本质特性 ,我们认为也应作如是认识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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