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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的 真
一

理 性

傅 承 义

科学进展和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间题之一就是从实践中获得知识
。

一部分知识仅仅是过

去经验的描述
。 `

若是这些经验彼此毫无关系
,

它们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
积累不起来

。

另一部

分知识是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

业应用它们预测或指导将来的经验
。

这种

规律性的东西就逐渐积累成为系统的科学
。

由此看来
,

所谓科学真理是由实践归纳而来的
。

但是实践总是有限度的
、

有条件的
,

因此科学真理往往因为实践的不充分而带有局限性
。

对科

学真理的认识常常需要由实践到认识
、

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检验才能渐趋完善
。

这就是辨

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

这种认识论也是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被人接受的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在

一定发展阶段上
,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

人们在反复实践中
,

对真理的认识

逐步深化
,
真理因而得到发展

。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
。

科学发展的全部历史都证明

了这个观点
。

检验真理难道还有什么其他标准吗 ?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和欧洲黑暗时期的教廷都曾企图

将科学真理按自己意志摆布
,

但结果都归于失败
。

近代科学飞跃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确认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

二十世纪的科学界从未听到有人对此有任何异

议
。

至少对自然科学家
,

什么是真理的标准早己不成其为问题了
,
不过对于部分 青 年 人 来

说
,

这个基本观点近年来似乎有些重视不够
,

以致几年前当真理标准 问题提出来时
,

曾造成思

想上的一些混乱
。

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标准
,

特别是以马列主义或辩证法为真理的标准
。

诚

然
,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

它们对于科学的发展可以起指导作

用
,

但它们决不能代替任何具体的科学真理
。

毛主席在 《 实践论 》 中说过
: “ 马克思主义业

没有结束真理
,

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 ,

这是极其精辟的结论
。

以下就科

学本身的特征和实例来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
。

1
.

科学真理的某些特点 首先
,

科学真理必须是能够通过实践来检验的
。

无法检验的命

题只是空谈或幻想
,

不能称为真理
。 “

海外徒闻更九洲
,

来生未 卜此生休
。 ”

连皇帝也不能

使幻想变成事实
。

张衡给汉顺帝上书说道
: “ 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

,
诚以事实难形而虚

伪不穷也
。 ” 。

神话可以随心所欲
,
自由度大得很

,
但无法检验

。

指鹿为马的人是在嘲弄真

理
,

所以也就无须检验了
。

理论来源于实践
,

又反过 来指导实践
。

所谓思想上来个飞跃
,

就是一个归纳过程
。

一

切新的科学规律都是由实践归纳出来的
,

而不是由某个权威闭门造车得到的
,

也不是根据什

么最高原则推导出来的
。

如果有最高原则的话
,

这个原则就是实践
。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

例外
。

有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是经过严密复杂的数学推导而得到的
,

因此也有人认为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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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可 以纯粹用数学算出来
。

这是一个误解
。

算学是逻辑推理的一种严谨的形式
,

但无论什么

计算也算不出新的科学事实
,

它只能由已有的科学事实
,

推导 出它们应有的结果
,
而这些应

有的结果常不是显而易见的
。

例如一个具体的力学计算除了运动方程
、

状态方程
、

能量方程

之外
,

还需要边界条件
、

初始条件等等
,

而这些条件则来源于实践
。

算学不过起一个加工作

用
。

有人将算学比做一盘磨
,

无论磨如何细
,

必须放进粮食才能磨出面来
,

而且放进麦子
,

永

远也磨不出豆面
。

在地震预测工作中
,
近年来也有人不从地震的具体实践出发

,

妄想从数字

游戏中找出地震发生的规律
,

这是神密主义
,

不是科学 !

科学规律只能来自有限范围的实践
。

谱将它用于这个范围之外
,

就难保证它仍然正确
,

所以必须用范围更广的实践来检验
,

这样才能将原来的应用范围推广或将规律修订
。

牛顿力

学在普通的速度之下是正确的
,

但当接迸光速时就必须让位于狭义相对论
。

宏观现象的物理

学若应用于微观现象时就必须让位于量子物理学
。

观测表明
,

当月
、

地距离最近时
,

月球上

常发生月震
,

但地震并不如此
。

这是因为月壳和地壳的结构不同
,

所以实践的条件和结果也

不一样
。

科学的真理性是和实践的条件和方式分不开的
。

2
.

地球物理学中某些实例 以上观点在 自然科学中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

以下只从地球

物理学中选几个问题来作些阐明
。

( 1 ) 地球起源 拉普拉斯根据有限的天文观测提出了他的星云假说
,

但它经不起物理

实践的检验
,
特别是在角动量问题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

靳斯的潮引似说也 曾喧 赫 一

时
,
但也在角动量的检验中失败了

。

以后的发展表明太阳系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

在行星

形成的过程中
,

大量的氢和氦己逃逸了
,

带走了大部分的角动量
。

于是这个问题己不再是检

验的重点
,
而代替它的是行星尘埃气体的混合物积聚成形时的物理过程和条件

。

这时
,

除了

天文
、

物理两方面的检验之外
,
还要考虑化学的因素

。

现在
,

人们对于行星和地球起源间题

虽尚赤解决
,

一

但对这个间题的认识则大大地深化了
。

太阳系起源问题涉及到自然科学的许多

方面
。

在探索这个问题的道路上
,

人们对于宇宙的认识比以前要丰富得多了
。

( 2 ) 地磁场的起源
、

一种原始的想法就是地球内部是一块大磁铁
,

仁支这个想法很快就

被否定了
,

因为地球的温度随深度而升高
,

在几十公里以下就超过了居里点
,

在这个探度以

上的岩石磁性绝对不够产生现有的地磁场
。

以后多次有人企图利用各种各样的物理效应来解

释地磁场的成因
,

但结果都因数量级相差太远而归于失败
。

最后在 1 9 4 8年
,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

卜莱凯特发现
,

在几个有可靠数据的星体中
,

它们的磁矩和各自的动量矩似乎有一个微弱的

比例关系
。

于是他提出一个假设
:
物体的磁矩和它的动量矩成比例

,

是同时存在的
。

这是物

体的自然属性
,

但物体的质量必须足够大
,

磁矩才能观测到
。

地球的质量丑:好在当吐观测精

度故极限上
。

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

则地磁场的起源就不必另求解释了
,

它只是地璞转动

的 自然结果
。

然而由于数据不多
,

这个假设的检验极不充分
。

于是 卜莱凯特为此设计了一个

特殊灵敏的仪器
。

但他的观测结果证明他所假设的现象业不存在
。 _

卜氏将他的仪器设计和查

定的结果全部发表
_

,

而地磁场起源的探索还需另寻途径
。

现代这个 问题是沿着电磁沐体力学

的方向发展的
,

但 卜莱凯特的尝试是严肃的
,

他的科学态度堪称一个典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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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亏3 ) 大陆漂移 这个假说曾引起地学界极其激烈的争论
。

19 1 2年
,
当魏格纳系统她提

出这个假说时
,

他搜集了许多方面的证据
,

但其中有一些是不严格的
,

于是反对这个假说的

人就攻其一点
,
不及其余

,

争论双方都是不够客观的
。

虽说都尊重实践
,

但对实践结果的解

释却免不了主观 因素
。

假说最重要的缺点是当时还未找到地面大尺度位移的直接证据而且较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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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硅铝层在较强的硅镁层中漂移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

到了五十年代
,

大陆上和海底都发

现了数百公里以上的巨大水平断裂的痕迹
。

古地磁的研究也证实了大陆的相对位置在地质时

期确经历过显著的变化
。

板块大地构造假说提出后
,

大陆可以认为是驮在板块上在软流层上

漂移
,

这就克服了以上所说的力学
.

上的困难
。

这样修订后的大陆漂移假说现 己为绝大多数的

地学家所接受
。

科学真理经过实践的检验而逐步深化在大陆漂移的问题上是最清楚不过了
。

( 4 ) 地震预测 预测地震总要归结为寻找某种前兆
。

寻找的方法不外两方面
:
一是根

据某种地震成因模式来推测可能有什么样的前兆 ; 二是选取某些现象
,

用经验的方法来检验

它们有无预兆的效果
。

两种方法都是要经过实践来检验的
,

_

有人认为地震模式是理论家凭空

想的
,

那完全是误解
。

模式的提出首先是以一定的经验为前提
,

然后通过实践来甄别或逐步

完善
。

地震前的异常现象也必须反复地用实践来检验才能肯定它是否有前兆的效果
。

在我国

当前的地震预测工作中
,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这一根本原则重视得还不够

。

有时

看到自然界一些特殊现象便不加检验就肯定为地震前兆
,

因此导致错报
。

这原是 可 以 避 免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