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自然科学方法论问题  

  
列宁《哲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宝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的中

心内容是辩证法问题。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从自然科学方
法论的角度学习和研究这部伟大著作，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唯物辩证法是自然科学最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自然利·学的方法论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对自然

科学的指导意义。    ’ 
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反复论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原

理。列宁认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列宁全集》38卷357页，下引本书，只注页码)又说；  “辩证
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10)“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186)列宁认为这个三者一致的问题是 
“极重要的问题”，是“问题的本质”。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根本问题。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决定着
认识和思维的规律。认识和思维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客观事物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辩证法作为客观事物全面发展的学
说，反映到认识领域就是认识论，反映到思维领域就是逻辑学。只有三者一致，辩证法也才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 

程中成为科学的方法论，发挥自己的革命威力。如果三者不一致，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否定了
辩证法的方法论作用，辩证法就变成了只是说明世界的工具。可是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
的还在于改造世界。一种哲学只能说明世界，不能用于改造世界，又有多大价值呢？因此，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
辑学三者一致的理论是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作为自然科学最一般的方法论的根本依据。 

那末，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科学最一般的方法论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1．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世界观，为自然科学提供认识世界的总观点、总方向，“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

论提供了一个准则”。(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8页)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216)。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各门科学中应当用辩证法的观点来

分析和认识问题。他在评述黑格尔关于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思想时指出“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事物进程本身的辩证
法。”紧接着，列宁认为必须把这种辩证法的观点应用于原子和电子的关系，并且作出概括说“总之，就是物质的深远的
无限性。”(114)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如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等，在我们分析自然科学理论问题的时候，都可以起到
一个指路的作用。我国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在研究函数值分布论中两个主要概念一一亏值和奇异方向的时候，用对立
统一观点作指导，认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又经过艰苦的数学研究，求出了两者之间的数学表达式，取得
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2．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论，为自然科学提供了认识的武器，认识的方法，认识的路线。 
自然科学是自然界及其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人脑对自然界的反映和认识的过程。这里就存在着一

个认识规律的问题。列宁说：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
的辩证的途径。”(181)又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园圈，近
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
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
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 

识论根源。”(181)很明显，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认识规律可以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减少错误，反之，不
认识不掌握认识规律，就会走到错误和泥坑中去。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论，科学地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理论
和实践、感性和理性、真理和谬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揭示了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为自然科学
提供了认识武器，使自然科学遵循正确的认识路线向自然界的深度和广度前进。 

3．唯物辩证法作为逻辑学，为自然科学揭示了思维规律，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法。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是通过思维形式进行的，是通过概念和范畴的体系来实现的。列宁说：“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

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
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
(194)又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邦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
网的网上纽结。”(190)列宁在肯定黑格尔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象化的时候，特地指出：“现代物理学
应该注意这一点！”(158)为汁么要“注意”呢？就是因为自然科学在使用概念、范畴等思维形式的时候，必然会碰到思
维规律的问题。懂得思维规律，就可以正确使用思维形式，否则就做不到。唯物辩证法作为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
规律的科学，它深刻地揭示了概念、范畴等思维形式的性质、特点及其在认识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辩证地阐明了思维
形式之间的关系。掌握了辩证法，就可以运用概念和范畴去反映自然界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我们说唯物辩证法对自然科学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指导作用，当然决不意味着可以用哲学的一般议论去代替自然科学的具体的科
学研究。四人邦的“代替论”既是反动的，也是荒谬  的。它根本破坏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辩证关系，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的一贯论述也是根本对立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指出“辩证法的精神和实质”是“各种科学的经验的总结”(98) 
黑格尔说： “逻辑的东西也只有当它成为科学的经验的结果时才能得到对自己的真正评价；这时对于精神来说它才是一
般真理”“逻辑对于刚开始研究逻辑以及一般地刚开始研究各种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了各种科学又回过来
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列宁批注说“微妙而深刻”要“注意” (97—98) 这就是要我们注意研究科学和技术
的历史，注意总结和概括各门科学技术的成果。当代自然科学处于革命之中，这种革命不是发生在自然科学的某一个别领
域、某一个别方面，而是发生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全面的突破和迅速的发展。历史上，自
然科学每一次划时代的发现都曾经改变了哲学的形式，当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也将对唯物辩证法发生深远的影响。唯物辩证
法只有不断总结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新经验，才能发挥自己作为自然科学一般方法论的指导作用。 
  



  
                               二 
    
    观察、实验、实践在自然科学方法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观察、实验和实践的论述不
仅具有一般的认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意义。    ' 
    观察就是有计划有目的地，长期地系统地考察记录自然现象，基本上不改变所考察的对象，而在其自然状态下，用我
们的感觉器官和仪器来接受自然界的种种讯息。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的第一条中就指出：“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
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在这里，列宁首先讲的是观察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问题。我们是通过观察去认识、
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呢，还是企图从客观世界中随意地抓取一些材料来论证主观已有的结论呢，这是两种
根本不同的认识态度和认识路线。第一种是从客观到主观的路线，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第二种是从主观到客观
的路线，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遵循第一条路线，人的认识可以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做到观察的客观性；遵循
第二条路线，人的认识只能歪曲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做不到观察的客观性。其次，列宁也告诉我们，在观察过程中如果
只抓住一些实例和枝节，就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达不到观察的客观性，相反，只有不停留在实例和枝节上，只有抓住
自在之物本身才能达到观察的客观性。这就是说，我们在观察过程中收集的材料不应该是片面的，而应该是全面的；不应
该是零散的，而应该是系统的；不应该是虚假的，而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不应该是枝节的，而应该是本质的。我们只有在
这种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真实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才可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科学发展史早已证明观察在自然科学研究和发现中的重要性，科学上的许多重要发现，往往直接来源于观察。哥白尼
的太阳中心说就是他毕生从事的天文观察的结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他远游海外，直接观察大自然，收集了大量资料之后
作出的理论概括。当然，在观察中人的肉体感官有着一定的限度，自然界的许多奥秘单靠肉体感官是观察不到的，但是人
类不断制造出现代化的观察工具，使人的视野不断向自然界广度和深度扩展。天文望远镜，射电天文望远镜邦助人的眼睛
看得越来越远。近年来，由于卫星、火箭和高空气球等运载工具的发展，克服了大气层的屏障，很快地发现了X射线源、γ

射线源、X射线暴和 γ射线暴等天体新现象，使天文观测由原来的可见光和射电波段，扩展到包括 x射线、γ射线和高能粒
子的全波观测。为研究和探索宇宙空间的物理过程，提供了更为完整的信息。 人通过这些观测， 可以看到一百亿光年的
远处。 而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 (如高分辨率的透射式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百万伏特高压电子显微镜 )  又邦
助人类的肉眼看见越来越小的东西。 
电子显微镜诞生才三十多年，人类就可以观察到大分子的内部结构和单个原子的现象。人类利用盖革计数器可以“听到”
微观过程的一些“声音”，借助威尔逊云雾室、高能乳胶，甚至更现代化的气泡室、放电室等精密探测仪器，不仅能够观
察到原子、原子核，而且能够观察到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的“足迹”。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观察仍然是一
种重要的方法。 
    实验的方法，同单纯的观察不同，它是一种通过变革自然现象来暴露自然现象的本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方法。科学
实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自然科学的实践主要是科学实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多次论述了实验、实践在
认识中的作用。列宁说：“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他的规定性 ( =变更它的这些或
那些方面、质 )，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 = 客观真实的 ) 
现实。” (235) 为什么人类在认识自然界及其规律时要通过科学实验呢，这是由自然界本身的特点和人类认识的特点所
决定的。列宁从认识论上论证和说明了这些特点：“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
系”(223)，而“人的意识、科学 (  ‘概念  )  反映自然界的本质、实体，但同时这个意识对于自然界是外在的 ( 不
是一下子简单地和自然界符合。” (200) 这样，直观的观察就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自然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观察得
到，自然界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观察不到；自然界的本质、规律充分暴露了，我们就容易观察到，自然界的本质、规律
没有充分暴露，我们就不容易观察到。而实验则不同，它可以邦助我们深入到自然现象的内部去认识；它可以创造自然界
中不存在的环境和条件，象超高温、超低瘟、超高真空、强中子源等，运用这些极端的条件进行科学研究，使科学不断向
新的领域突破；它可以排除自然过程中不必要的非本质的因素，使过程的本质以比较纯粹的形态出现，突出某些关键性的
因素，这样就便于对复杂的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揭示一般的生产实践中难以认识的自然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它还可以
进行各种模拟试验，生产予制试验和替代试验，把自然现象或生产过程加以简化、缩小或加速，这样不仅能缩短研究时
间，便于重复性地进行观察、测量，而且可以避 
免不必要的损失， 少走弯路 。总之，实验可以使我们能够成功地认识和反映自然观象和规律。因此它是自然科学研究中
最重要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自然科学正是随着实验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就更是如此。许多研究都首
先是在实验室里搞起来的，然后逐步推广到生产中去。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激光工业、航天工业、遗传工程都
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实验 、实践在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们是自然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标准，列宁说：“生命产生脑。自
然界反映在人脑中。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在技术中检验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们，从而也就接近客观真理”。  
(215)又说： “人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227) 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理论作为人脑对自然界的反
映，这种反映是否正确，在思维的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自然界本身也不会来告诉我们反映是否正确。而实践则不同。列
宁说： “实践高于(理论的) 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 (230) 所谓“直接
现实性” 就是指人们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同客观世界直接打交道。一方面人作用于客观世界，一方面又接受客观世界的
反作用，于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的理论就会使我们在实践中达到予定的目的，而错误的理论就会使我们在实践中失
败。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不意味着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列宁说：  “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机械规律
和化学规律的区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基础。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 ，依赖于
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200) 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的真理性标准是不同的两个问题 ，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必
须认识到理论发挥指导作用的过程也仍然是一个受实践进一步检验的过程。如果认为经过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理论再不需要
接受实践的检验，那岂不是认为这样的理论再不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了吗 ? 这就会从根本上违反马克思主
义的认识论。总之，实践 ( 包括实验)是自然科学认识的唯一源泉和真理性的标准，这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根本观点。 
  
  
                               三 



  
    辩证思维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内容。所谓辩证思维就是要按照辩证法来理解各种思维形式、逻辑手段、研究
方法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善于辩证地使用它们。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论述自然科学中各种具体的研
究方法时,重点也是这个问题。 
    1.分析和综合。列宁把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看作是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之一。列宁说:“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各个部分
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239) 客观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都是部分和整体的对立统一。客观事物的这
种辩证本质决定了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对立又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当对事物的认识尚处
在分析阶段的时候，就难以进行综合，分析是综合的前提；当分析已经完成 ，就必须进行综合，综合是分析的必然发展 
。列宁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 ，就是要求我们懂得辩证地使用它们。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也一再证明把分析方法和综合方
法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以生物学来说，今天的生物学，一方面向微观方向发展，向分子生物学、量子生物学方向发展，越
分越细；另一方面又向超分子、细胞、群体和生态方向发展，越来越广。在这种发展形势下，只有把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
紧密结合起来，才能避免历史上时而偏重分析、时而偏重综合而带来的错误倾向，使生物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 
    2．科学抽象，抽象上升为具体。科学的抽象就是把现象中个别的 、不同的 、偶然的和变动的因素撇开，把一般
的、共同的、必然的和稳固的因素抽取出来，形成概念、判断和理论。 
    科学抽象比感觉更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性 ，在自然科学中是极为重要的认识手段。列宁说；“当思维
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 —如果它是正确的— —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
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 (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 抽象 ，都更深刻、更正确、更
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
径。” (181) 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 ，理论物理 、应用数学的概念和方法日益渗透到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
等基础学科的研究中去，人们在大量实验工作的基础上，用越来越抽象的数学工具表达物质运动规律 。许多大型工程和
国防尖端项目，也都需要事先用物理的 、数学的方法进行理论设计，这是自然科学理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 
志 ，而由于发展和推广了大型计算机 ，使复杂方程的计算结果越来越接近实际情况。因此，这种抽象表面上远离了自然
界而实际上更深刻、更正确 、更完全地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性。 
    当然，经过科学抽象得到的东西，是摆脱了现象的本质，除去了偶然形态的必然性，从多方面联系中抽取出来的一个
方面，同现实的具体相比，不是那么丰富多采，不是那么活生生的，为了在思维中把握客观的具体，就必须由抽象上升为
具体，在思维中复制和再现作为具体对象的一切特点、方面和关系的完整体系。列宁说：“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
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 (亚里士多德) 。” (217) 又说“一般的含义是矛盾
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
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这是因为抽象的过程主要是借助于分析达到的，是在分
析基础上的抽象，而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则主要表现为综合的过程，是在综合基础上的上升。于是 
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成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把具体复制出来。很明
显，科学的抽象和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所不可缺少的两种认识方法，只有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才
能在思维中再现客观的具体事物。 
    3．归纳和演绎，类比和假没。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形式，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形式，类比推
理则是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形式，而假设就是利用现有资料进行外推的一种形式。 
    列宁说:“从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由此可见：归纳和
类比的联系— —和推测 (科学予见) 的联系 ，一切知识的相对性，以及认识每前进一步所包含的绝对真理。” (191) 
这就是要我们看到这些推理形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各自所占有的地位以及各自的局限性。归纳推理在认识上有着重大的作
用，因为人的认识总是从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开始，科学史上许多重大发现就使用了归纳法。但是它是以同类事物中共同的
不变的特征、属性、关系为对象的，而当问题涉及到这些特征、属性和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时，它就无能为力了。演绎推理
在认识中也有着重大意义。恩格斯说:“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在任何时候都应当邦助还不充分的知识继续前进。”首尾一贯
性就是要坚持普遍的原则、定律，运用演绎法来认识未知的东西。科学史上许多重要成果是使用了演绎法得到的。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 (以及它的数学形式— —黎曼几何) 主要是运用了演绎的各种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得到的。但是演绎法的大前
提的正确性是要依靠其他方法来证明的，它的推理是以普遍、特殊、个别之间的一致性为依据的，而在三者发生矛盾的情
况下，单靠演绎就无法解决了。类比推理是形成科学假说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假设是理论的予制品，是发展科学理论的必
要途径。在类比、假设的过程中常常需要科学的想像和幻想。列宁说“ 幻想是极其可靠的品质。” (《列宁全集》33卷
282页) 科学幻想可以超越现实材料的限制，省去中间推理步骤，提出科学未来目标，推动科学发展。类比、假设是以事
物的属性、关系有普遍性、相似性为依据的，而以特殊性、差别性为其使用的界限，超出了这种使用的界限，类比就会导
致错误。正因为归纳和演绎、类比和假设有着各自的作用范围，它们都只是在认识总过程的某一阶段、某一方面发挥其作
用，因此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非常强调这些推理形式之间的辩证联系和转化，认为只有依靠这些推理形式的联系与转化
才能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列宁说：“类比推理(关于类比的推理)向关于必然性的推理的转化——归纳推理向类比推理的
转化——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的转化，——关于联系和转化［联系也就是转化］的阐述，这就是黑
格尔的任务。” (192 ) 列宁这里说的“黑格尔的任务”就是指辩证法、辩证逻辑的任务。我们也可以说是自然科学方法
论的任务。     
    4．辩证地理解和使用概念。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概念的内在矛盾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运动规律作了深刻的分析。概念作为一种
思维形式，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但是任何一般都只是个别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都只能大致地包括一
切个别事物，这样就形成了一般和个别的矛盾；概念作为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属性的反映，有着概念的确定性，可是事物
的稳定是相对的，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概念要反映这种运动，就必须是灵活的，可变的，这就形成了概念的灵
活性和确定性的矛盾。概念作为客观对象的主观映象，它的内容是来自客观的，可是它的形式又是主观的，思维的，这就
形成了概念的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矛盾，概念的这些内在矛盾规定了它的辩证本性。     
    列宁不但强调辩证地理解概念的本性，而且非常重视运用概念的艺术。列宁说：“概念不是不动的，而就其本身，就
其本性来讲=转化” (243) 又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
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112) 所谓运用概念的艺术，就是指辩证地使用概念，客观地



应用概念的灵活性。 
    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认为不是天生的，而是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千年发展的结果。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两次提到
了恩格斯这个观点，就是告诉我们只有从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史中才能掌握这种艺术。 

综上所述，列宁《哲学笔记》中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思想是异常丰富的。我们应该打开这个宝库。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现
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科学方法论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应该把学习《哲学笔记》的科学方
法论思想同现代自然科学的实际结合起来，为丰富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作出贡献。 
（该文由吴启文、廖宇衡、吴元梁合著，曾刊载于《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