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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论范式的有机论转向$
科学知识%绿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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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械论范式对自然的%客观辩证法&的反动决定了%绝对知识&的 相 对 性 和 科 学 视 野 的 狭 隘 性#

进而决定了科学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背离’因此#要使自然科学摆脱%普罗克拉斯

提斯的床&(使之朝向%人性化&与%绿色化&的方向生成#就必须从根本上或源头上扬弃机械论范式#转向有机

论范式#也就是要实现恩格斯所谓的%科学的哲学化&或科学的%理论思维&化’其方法论进路有两条$一是彰显

古希腊哲学中的素朴的有机论#二是颠倒黑格尔%颠倒的辩证法&)这就是*自然辩证法+对当今自然科学的现

代性启示)

关键词!自然科学’机械论范式’有机论范式’转向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A%!BCD"?!#$$%"$"B$$%#B$>

!!机械论范式是自 然 科 学 的 发 生 学 基 础#是 科 学 得 以 产

生的认识论前提#但它本身却有一个严重的先天性局限#这

就是它的形而上学性$它 撇 开 事 物 之 间 的 有 机 联 系 而 只 对

%部分&或%具体&进 行 所 谓%精 确 性&研 究’它 对 自 然 科 学 分

门别类的机械论划分%阻 碍 我 们 的 自 然 科 学 家 去 看 清 最 简

单的事物&)正是机械 论 范 式 的%机 械 性&决 定 了 科 学 视 野

的%狭隘性&#决定了科学外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
有机性与复杂性#这 是 自 然%最 简 单 的 事 实&#相 应 地#扬 弃

机械论范式#转 向 有 机 论 范 式#这 是 自 然 科 学 走 出 困 境 的

%阿莉阿德尼线&)

!!一、机械论范式：自然的有机性的肢解

诚然#把事物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之%网&中割裂开来(
从无限的绝对运动中%静 止&起 来 加 以 观 察 与 实 验#这 种 形

而上学的机 械 论 范 式 是 科 学 赖 以 发 生 的 认 识 论 基 础)对

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是毫不否认的)在*自然界的

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一章中#恩格斯承认$尽管科

学只有从自然界的%普 遍 的 交 互 作 用&出 发#才 能 找 到 各 种

运动或现象的%现实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自然界的这种

交互作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引起某一运动现象的原

因往往又是另一运动 现 象 的 结 果#因 此#%为 了 了 解 单 个 的

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

察它们&,?-CA)在*物质的运动形式$自然科学的 辩 证 法+一

章中#恩格斯又就机械 论 范 式 对 于 科 学 研 究 的 必 要 性 给 予

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 为#尽 管 有 机 体 的 运 动 形 式 与 无 机

体的运动形式是相互关联(互相%含摄&的#但这决不妨碍科

学在研究物质运动 时 只 研 究 无 机 体 的 运 动 形 式)%当 我 们

在这里研究运动本性 的 时 候#我 们 不 得 不 把 有 机 体 的 运 动

形式撇在一边)因此我们不得已只好局限于...按照科学

的现状...无生 命 的 自 然 界 的 运 动 形 式)&,?-?#"在 其 后 期

所撰写的*反杜林论+一 书 中#恩 格 斯 还 对 机 械 论 范 式 作 为

科学的%基本条件&给 予 了 直 白 的 阐 发#并 高 度 肯 定 了 机 械

论范式对科学发生与发展的促进作用$%把自然界分解为各

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

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 多 样 的 解 剖 形 态 进 行 研 究#这 是 最 近

四百 年 来 在 认 识 自 然 界 方 面 获 得 巨 大 进 展 的 基 本 条

件)&,#-?CE#$还是在这部著作 中#恩 格 斯 在 肯 定 古 希 腊 哲 学

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总 画 面&的 同 时#也 就 这 种 素 朴 有 机

论的反科学性给予了 辩 证 的 说 明#并 把 对 自 然 界 中 的 部 分

或%细节&独立起来 加 以 研 究 视 为 科 学 的 主 要 任 务)他 说$
%这种观点!指普遍 联 系 的 观 点...引 者 注"虽 然 正 确 地 把

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 一 般 性 质#却 不 足 以 说 明 构 成 这 幅 总

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

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 节#我 们 不 得 不 把 它 们 从 自 然 的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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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

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

史研究的任务#$%#&?C

然而!机械论范式对 于 科 学 认 识 的 必 要 性 并 不 等 于 科

学认识的真理性及其 功 能 的 效 用 性!这 正 是 由 机 械 论 范 式

的’机械性$所决定的#因为’这种做法(割裂自然的有机联

系而纯粹对具体部 分 加 以 研 究)))引 者 注*也 给 我 们 留 下

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

总的联系去进 行 考 查$%#&#$!这 就 注 定 了 科 学 的 非 科 学 性#
换句话说!机械论范式的机械性决定了科学真理的相对性!
进而决定了科学效用的负面性#

大家知道!’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自然界绝非如机械论自然观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孤立"静

止的偶然性的堆积!而是一幅在联系中运动!又在运动中联

系的复杂性图画#在这 幅 图 画 中!事 物 之 间 的 普 遍 联 系 及

其运动是双向互动"相 互 生 成 的)))事 物 的 复 杂 联 系 和 相

互作用构成了事物自身的运动!同时!事物自身不间断的运

动又构成了事物之 间 的 有 机 联 系#’和 我 们 相 接 触 的 整 个

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

些物体的互相联系这 一 事 实 就 包 括 了!它 们 是 相 互 作 用 着

的!并且物体的这种相互作用正是运动#$%?&?#>正是联系和

运动的绝对性与客观性决定了机械论范式的片面性与形而

上学性!也决定了科 学)))作 为 这 种 思 维 方 式 的 精 神 产 品

)))的相对性和有条件 性#机 械 论 的’形 而 上 学 的 思 维 方

式!虽然在现代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

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

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

的"并且陷入不 可 解 决 的 矛 盾!因 为 它 看 到 一 个 一 个 的 事

物!忘了它们互相间 的 联 系-,,因 为 它 只 见 树 木!不 见 森

林#$%#&#$以机械论范式为’要件$的自然科学只是对 生 态 系

统或整体中的某个要 素 或 局 部 的 正 确 认 识!并 不 足 以 将 其

’客观化$或’放大 化$为 整 个 生 态 自 然 的 自 在 性 说 明!这 是

因为’部分和整体早 已 在 有 机 的 自 然 界 中 愈 来 愈 变 成 不 够

用的范畴了#)))种 子 的 萌 芽)))胚 胎 和 生 出 来 的 动 物!
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如果这样看!那便是

错误的解释#只 是 在 尸 体 中 才 有 部 分#$%?&D>在0自 然 科 学

和哲学1一章中!通过 批 判’错 误 的 多 孔 性 理 论$!恩 格 斯 还

间接批判了科学的机械论范式!认为它只是一种’纯粹的知

性的虚构$#在恩格斯看来!多孔性理论无视事物的普遍联

系及其互动作 用!把 各 种 虚 假 的 物 质(包 括 色 素"味 素"声

素"热素"电质料等*看 成 是 处 于 彼 此 孤 立 的 细 孔 中 而 不 相

互渗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有鉴于此!恩

格斯主张祛魅机械论 范 式 的 科 学 性 与 神 圣 性!从 有 机 论 维

度入手!重新界定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正如他在?D%!年

>月!$日给马克 思 的 信 中 写 道+’自 然 科 学 只 有 在 物 体 的

相互关系中!在物体的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

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

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C

与机械论范式把自然分割开来研究的认识论路径相对

应!近代以来的自然科 学 也 被 机 械 地 分 割 成 了 很 多 不 同 的

学科或部门#随着人类 实 践 深 度 和 广 度 的 不 断 加 大!现 代

自然科学的分类更加精细!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甚至闻所未

闻的’陌生$学科#尽管)))和机械论范式对于自然科学的

必要性相一致)))科学的 分 门 别 类 也 是 必 要 的!但 却 不 一

定是合理而有益的#在0劳 动 在 从 猿 到 人 转 变 过 程 中 的 作

用1一章中!恩格斯揭示了自然科学的机械划分(分门别类*
对人们’科学$地认识自然的危害性+’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

发生的东西#每个东西都作用于别的东西!反过来也这样!
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 是 忘 记 了 这 种 多 方 面 的 运 动 和 交

替作 用!阻 碍 我 们 的 自 然 科 学 家 去 看 清 最 简 单 的 事

物#$%?&!$!在恩格斯看来!既 然 科 学 的 根 本 目 标 是 追 求 客 观

性与精确性的’绝对知识$!那么它就必须以自然界的’本来

如此$为’原型$或’文本$!而自然界最大的’本来如此$就是

它的有机性以及这种有机性的复杂性-联系的复杂性!这就

是自然’最简单的 事 实$#’自 从 按 进 化 论 的 观 点 来 从 事 生

物学的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界线一一消失了-
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 环 节 日 益 增 多!更 精 确 的 研 究 把 有 机

体从这一类归到另一 类!过 去 几 乎 成 为 信 条 的 那 些 区 别 标

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动

物!而且!如果消 息 确 实 的 话!还 有 四 肢 行 走 的 鸟#$%#&?#因

此!对自然科 学 的 机 械 论 划 分 本 身 就 是 对 自 然 界’本 来 如

此$的反动#为此!恩格 斯 严 厉 批 判 了 凯 库 勒 在0化 学 的 科

学目的和成就1中对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所做的机械性定义

(把化学视为关于’原 子 的 科 学$!把 物 理 学 视 为 关 于’分 子

的科学$*-也批判了英国的0自然1杂志把力学定义为’物体

的静力学和动力学$"把 物 理 学 定 义 为’分 子 的 静 力 学 和 动

力学$"把化 学 定 义 为’原 子 的 静 力 学 和 动 力 学$的 机 械 作

法-还批判了海克尔 把’机 械 的$和’一 元 的$当 作 同 义 词 来

使用的机械 论 本 体 论 或 机 械 论 至 上 论#他 说+’照 我 的 看

法!这种甚至把化学过 程 无 条 件 地 归 结 为 纯 粹 机 械 过 程 的

做法!是把研究的领域!至少是把化学的领域不适当地缩小

了#$%?&?>#与此相反!恩格斯 更 赞 同 各 门 自 然 科 学 之 间 的 渗

透与交叉!主 张 把 物 理 学 称 作’分 子 的 力 学$!把 化 学 称 作

’原子的物理学$!把生物学称作’蛋白质的化学$!以此表示

这些科学中的一门向 另 一 门 的 过 渡!从 而 既 表 明 两 者 间 的

联系和连续 性!也 表 示 出 它 们 的 差 异 和 非 连 续 性#否 则!
’如果我们把那些在 宇 宙 的 运 动 的 相 互 作 用 中 暂 时 地 和 局

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 们 的 反 思 所 孤 立 的 个 别 原 因!称 之 为

起作用的原因!那末我们绝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
而只是增加了一个混乱的因素而已#$%?&?>>



恩格斯针对机械论范式的见解是非常深刻而富有前瞻

性的!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系统论#自组织理论#非线

性原理#耗散结构理论#协 同 学 的 出 现"作 为 科 学 对 象 的 自

然的有机性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证明$相应地"自然科

学的发展也越来越呈现出综合化#整体化的态势"呈现出各

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新特点%不仅各种边缘学科或交叉学

科大量涌现&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以及由物理#化学#生物

学结合而成的分子生物学等’$而且"除了传统的数#理#化#
生#天#地等(经线学 科)外"还 出 现 了 如 能 源 学#材 料 学#旅

游学#管理科学等(纬线学科)%因此"机械论范式对自然系

统的形而上学肢解"对 自 然 科 学 的 形 而 上 学 划 分 在 本 质 上

是对自然的系统性与有机性的(支离破碎)"是对自然的(客

观辩证法)的背离与反动%

!!二、机 械 论 范 式：科 学 破 坏 生 态 的 认 识

论缘起

!!机 械 论 范 式***作 为 自 然 科 学 把 握 自 然 的(基 本 条

件)***将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

联系去进行考察"这就 决 定 了 自 然 科 学 的 外 化 过 程 同 时 也

就是生态环境的毁坏 过 程"它 是 导 致 自 然 科 学 损 坏 生 态 的

认识论源头%
现代生态学和系统 科 学 研 究 表 明"自 然 界 和 人 类 社 会

一样"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生命系统表现为网络

格局%自然界的组 成 部 分***从 物 种 层 次#生 态 系 统 层 次

到生物圈层次***都是 相 互 联 系#相 互 依 赖 的%每 一 事 物

都通过正#负反馈环 路 与 其 他 事 物 互 相 作 用%在 地 球 这 个

生命之(网)里"每一个生物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扮

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履行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只要其中的

某一个生态子系统受到破坏"就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直

至整个生 物 圈 的 灭 亡%+/F56(’95(’;G和H:..I/-J,(86的

(盖娅 假 说)对 这 种 生 态 网 络 的 有 机 性 作 过 较 详 细 的 诠

释+!,%早在上世纪A$年代"前苏联生物学家马律格就对泰

加林中的柳树的同生 群 进 行 了 一 次 测 定"发 现 进 入 同 生 群

的有C?种寄生 真 菌"!A种 形 成 茵 根 的 真 菌""A种 附 生 地

衣"%种附生苔"?A种附生 叶 藓"D种 壁 虱">%"种 昆 虫"D种

鸟类和C种哺乳动物***总共D$!种"还不包括藻类#细菌

和放线茵%如果其中的 一 种 植 物 趋 于 灭 绝"十 多 个 相 互 依

赖的昆虫#非昆虫动 物 或 其 他 植 物 种 也 将 随 之 消 失%从 这

个意义上说"地球上的 每 一 个 事 物 对 于 维 持 整 个 生 态 系 统

的平衡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元功能)%
因此"人类以机械 论 范 式 的(精 神 产 品)***自 然 科 学

***为武器"去征战有机性与系统性的自然"就必然导致人

与自然关系的 迅 速 恶 化"导 致 人 类 成 为(悬 在 半 空 中 的 存

在)%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巴里/康芒纳就曾以污水处

理#洗涤剂#化肥#杀虫剂#汽 车#合 成 塑 料#大 型 水 坝#汞 的

应用#核弹的发明或应用为例"揭示了隐藏在现代技术幕后

的科学基础的失败"亦即机械论范式的失败%他说"今天的

环境恶化与工农业生 产 技 术 的 介 入 是 分 不 开 的"这 些 技 术

本来只是用于解决单一的#彼此隔离的问题"而由此带来的

(必然的副作用)并没有考虑在内%技术是科学理性的外化

与运用%由于科学分为 很 多 彼 此 分 离 的 独 立 学 科"而 这 些

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又 是 由 概 念 所 奠 基 的"而 概 念 又 是 建 立

在生态系统被分解为 孤 立 要 素 加 以 界 定 的 基 础 之 上 的"这

就割裂了自然的有机 性 与 相 关 性"破 坏 了 自 然 的 和 谐 与 秩

序%正如肥皂是天然脂 肪 加 碱 造 成 的"可 以 说 主 要 是 利 用

自然"而人们创造出的合成洗涤剂虽有很高的效率"却成为

一个新增的污染源!(一 种 合 成 纤 维 只 要 生 产 出 来"就 不 可

避免的要对环境产生 比 天 然 纤 维 要 大 的 影 响%)+",因 此"以

机械论方式为(母体)的自然科学***作为描述某一时空中

的某个&类’事 物 的(精 确 性)知 识***并 不 总 是 绝 对 科 学

的"而不过是 在 特 定 范 围 内 针 对 特 定 对 象 而 言 的 所 谓(不

错)%
机械论范式"作为科学(分门别类)的划分根据"使得自

然的有机性被各门 具 体 科 学 的 狭 隘 性 所 遮 蔽%正 是 它"为

科学技术破坏自然的(和谐#稳定与美丽)&奥尔多/利奥波

德语’"进而 使 人 类 陷 入(存 在 的 遗 忘)提 供 了 现 实 的 可 能

性%在-自然辩证法.(导 言)中"恩 格 斯 以 赖 尔 和 他 的 地 质

学发现为例"辩证而客观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尽管十九

世纪赖尔的-地质学 原 理.(第 一 次 把 理 性 带 进 地 质 学 中)"
破坏了作为(自然 界 根 本 杠 杆)的(神 迹)"但 是"(地 球 不 是

按一定的方向发展着"它 只 是 毫 无 联 系 地#偶 然 地 变 化 着)
仍然是(赖 尔 观 点 的 缺 陷)+?,?#%造 成 这 一 缺 陷 的 症 结(只

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 中 已 经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分 工 来 说 明"它

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地 局 限 在 自 己 的 专 业 中"只 有 少 数 人

没有被它夺去统观全局的能力)+?,?!%相比之 下"恩 格 斯 更

赞赏文艺复兴之初人类思维方式的完整与完美%因为那时

候的科学工作者见多 识 广"其 视 野 并 没 有 因 为 科 学 的 分 门

别类和科学分工而狭隘化%他以既是画家又是力学家和工

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 奇 为 例#以 既 是 画 家 又 是 雕 刻 家

和建筑师的阿尔勃莱 希 特/丢 勒 为 例#以 既 是 政 治 家 又 是

历史学家和诗人的马 基 雅 维 利 为 例"说 明 那 一 历 史 时 期 科

学思维方式的完善性"并 谴 责 后 期 科 学 思 维 方 式 的 庸 俗 与

机械%他说!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差不多

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
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分工的限制人#使人片面化的

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 那 里 我 们 是 常 常 看 到 的&这 里 的(后

继者)指的是那些只 通 晓 自 己 的 学 科 领 域 而 对 其 他 领 域 漠

不关心的学者"即恩格斯所谓的(书斋里的学者)’%
机械论范式的世界图景不但导致了自然科学对于自然

的系统性的(破碎)"而且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



事实与科学价值的 分 离!正 如 米 兰"昆 德 拉 在 他 的#小 说

的艺术$中所说%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界进行分

门别类的研究 以 及 每 门 科 学 内 部 独 立 的 分 析 研 究 基 础 之

上&其特点是把整体分 解 为 部 分&把 复 杂 的 分 解 为 简 单 的&
把高级的还原为低 级 的!’科 学 的 兴 起 把 人 推 向 了 一 条 专

门化的训练隧道&人类在知识方面越有所长进&就越看不清

作为一个整体 的 世 界&看 不 清 他 自 己&于 是 就 进 一 步 陷 入

(()存在的 遗 忘*!+,>-因 此&克 服 机 械 论 范 式 的 机 械 性&
使我们的自然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人与自

然关系的协调&这是历史赋予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总之&无论从科学认识自然的机械论方法看&还是从科

学分门别类的机械论 划 分 看&机 械 论 范 式 都 是 导 致 人 与 自

然关系紧张的幕后黑手!因此&为使我们的科学朝向’符合

人类本性的方向+生 成&’扬 弃+机 械 论 范 式.彰 显 有 机 论 范

式就成了’科学人性化+的迫切任务!还是中国环境伦理学

研究会会长余谋昌先 生 说 得 好%科 学 的 机 械 论 的 认 知 模 式

是脱离现实的&是有严重的局限性的!按照生态世界观&世

界是’人///社会///自然+的 复 合 生 态 系 统&它 是 有 机 整

体!在这样的世界&没有单独的存在&没有孤立的部件!如

果把这些部件孤立出 来&它 就 成 为 抽 象 的&难 以 理 解 的0它

们作为现实的事物和 现 象&只 有 在 相 互 联 系 和 相 互 作 用 中

才能存在&因而只有从事物和现象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中&才

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这就需要新的认识模式&即’生态学

模式+来取代’笛卡尔模式+,A-!

!!三、有机论范式的转向：摆脱“普罗克拉

斯提斯的床”

!!恩格斯认为&机械 论 范 式 对 于 自 然 科 学 的 健 康 发 展 而

言&恰似古希腊神话 中 的’普 罗 克 拉 斯 提 斯 的 床+///普 罗

克拉斯提斯是希腊神 话 中 的 强 盗&他 强 迫 所 有 过 路 者 躺 在

他所设置的床上&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比床长的就把他的

脚砍断0其意相当于 中 国 成 语 的’削 足 适 履+!机 械 论 范 式

对自然科学的 误 导 正 是 如 此%为 了 获 得 精 确 性 知 识&它 用

’奥卡姆剃刀+肢解自然&而为了综合这些知识&它又像蹩脚

的裁缝那样去拼凑 自 然!因 此&要 使 自 然 科 学 成 为 我 们 建

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助 推 器+&使 其 朝 向 保 持 人 与 自 然

和谐友好的方向生成&就必须扬弃机械论思维范式&转向有

机论思维范式!这个’扬 弃+与’转 向+的 过 程&就 是 恩 格 斯

所谓的’科学的哲学化+或科学靠近’理论思维+的过程!在

’自然科学的历史发 展+和’自 然 科 学 和 哲 学+这 两 章 中&恩

格斯指明了这一过程的两条哲学进路%
!一"与古希腊素朴的有机论哲学相结合

恩格斯认为&古希腊哲 学&不 管 是 唯 物 主 义 学 派&还 是

唯心主义学派&总体说来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的特征///素

朴的有机性!因此&它理 应 成 为 自 然 科 学 克 服 机 械 论 范 式

的’营养源+!恩格斯的这一主张是有充分根据的!让我们

以古希腊哲学中的米利都学派为例!
古希腊哲学的本 体///从 泰 利 士 的’水+&到 阿 那 克 西

曼德的’无限者+&再 到 阿 那 克 西 美 尼 的’气+&等 等&所 有 这

些作为本体的自然都是自本自因.混沌有序的’一+&宇宙万

物都只是这些’一+的 自 然 的’分 有+&都 和 这 些 自 然 本 体 存

在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即 便 是 唯 心 主 义 者 毕 达 哥 拉 斯&也

把自然归结 为’数+&认 为 万 物 都 是 由’数+演 化 而 来&即 从

’一+E’二+E’数 目+E’点+E’线+E’面+E’体+E’水.
火.土.气+E’有生命 的.精 神 的.球 形 的 世 界+!与 本 体 论

上的有机论相对应&在认识论的思维范式上&古希腊哲学家

十分强调事物与事 物 之 间 的 有 机 性 关 联!例 如&爱 利 亚 学

派的巴门尼德在#论 自 然$中 就 提 出 了’存 在 者+之 间 的’不

可分+性!他说%’存在者也是不可分的&因为它全部都是一

样的&没有哪一个地方 比 另 一 个 地 方 多 些&妨 碍 它 的 连 续&
也没有哪里少些!因为 它 是 整 个 连 续 的0因 为 存 在 者 是 与

存在者连接的!+,%-!!恩 培 多 克 勒 也 认 为&自 然 界 的 事 物 都

是’一+和’多+的 耦 合 与 统 一&是 通 过’爱+和’憎+的 矛 盾 推

动而产生的’一+与’多+的 循 环!’事 物 的 本 性 是 从 多 中 产

出一&当一瓦解 时 又 变 为 多!+,%-"!阿 那 克 萨 戈 拉 也 同 样 认

为&自然界中的一切包含着一切&事物不可能是分散孤立而

独立存在的&’统一的世界中所包含的那些东西是不能用一

斧子砍开截断的+&正如’热不能与冷分开&冷也不能与热分

开+一样,%-!D!
基于此&恩格斯认为 古 希 腊 哲 学 的 素 朴 有 机 性 不 失 为

科学扬弃机械论范式 有 效 良 药&主 张 科 学 的 机 械 论 范 式 向

古希腊有机论范式 的 辩 证 回 归!’如 果 理 论 自 然 科 学 想 要

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 原 理 发 生 和 发 展 的 历 史&就 同 样 不 得

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并且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

路!+,%-!C在恩格斯看 来&古 希 腊 哲 学 除 了 它 的 直 观 性 与 某

种猜测性以外&有一个明显’胜过它以后一切形而上学敌手

的优点+&这个’优点+就是反形而上学.反机械论的有机论!
’如果说在细节上形 而 上 学 比 希 腊 人 要 正 确 些&那 么&总 的

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 上 学 要 正 确 些!+那 种 以 为 希 腊 哲 学

没有经过经验科学的检验从而否定希腊哲学的观点1’以培

根式的傲慢去看待希腊人+2必然使自然科学误入歧途!这

是因为&近代形而上学 哲 学1恩 格 斯 称 之 为’令 人 迷 醉 的 障

碍+&如英国的培根哲学与洛克哲学.德国的沃尔弗哲学2都

或多或少带有机械 论’污 染+的 色 彩!’形 而 上 学 就 是 以 这

些障碍堵塞了自己从 了 解 个 体 到 了 解 整 体.到 洞 察 普 遍 联

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

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 然 界 还 被 当 作 一 个 整 体 而 从 总

的方面 来 观 察!+,?-"D所 以&如 果 说 近 代 科 学 的 那 句 名 言

///’物理学&当 心 形 而 上 学 啊+///是 正 确 的 话&那 么&这

里的’形而上学+决 不 是 古 希 腊 哲 学&而 恰 恰 是 提 出 这 种 口



号的近代形 而 上 学 哲 学!即 机 械 论 哲 学 本 身"换 句 话 说!
#当心形而上学啊$本身才是最值得#当心$的"

!二"与黑格尔关于联系的辩证法相结合

除了强调自然科学必须与古希腊有机论哲学相结合以

外!恩格斯还特别推崇 自 然 科 学 与 黑 格 尔 关 于 普 遍 联 系 的

辩证法的结合"#辩证 法 对 今 天 的 自 然 科 学 来 说 是 最 重 要

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为发生于自然界中的发展过程!
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 系!为 从 一 个 研 究 领 域 到 另 一 个 研 究

领域的过渡提供 类 似 物!并 从 而 提 供 说 明 方 法"$%?&"A恩 格

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关于事物之间#联系$的辩证法!
因此!它的#联系$的 有 机 性 同 样 应 该 成 为 自 然 科 学 克 服 机

械论范式的基本向 度"在 比 较 了 笛 卡 尔 哲 学 的#机 械 的 热

理论$与科学的能量守恒原理’留基伯的原子哲学与凯库勒

的原子论后!恩格斯阐 发 了 黑 格 尔 辩 证 法 对 于 自 然 科 学 的

辩证导向作用!并对近 代 机 械 论 哲 学 全 盘 否 定 黑 格 尔 辩 证

法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他说(#一个民族想要站上科学的各

个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主要指黑格尔辩

证法***引者注+"正当自 然 过 程 的 辩 证 性 质 以 不 可 抗 拒

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 不 承 认 它!因 而 只 有 辩 证 法 能 够 帮 助

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 难 的 时 候!人 们 却 把 辩 证 法 和 黑 格 尔

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 了!因 而 又 无 可 奈 何 地 陷 入 了 旧 的 形

而上学"$%?&"%

然而!由于黑 格 尔 辩 证 法 具 有 客 观 唯 心 主 义 的 性 质!
#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因此!恩格斯提醒人们!科

学与黑格尔辩 证 法 的 结 合 就 需 要 采 取 辩 证 的 和 扬 弃 的 态

度!即对黑格尔辩证法实行#颠倒的再颠倒$***#为了在神

秘外壳中发现合理的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因 为#不

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 科 学 的 领 域 中!都 必 须 从 既 有 的 现 实

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 中 必 须 从 物 质 的 各 种 实 在 形 式 和 运

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同样不是构造种种联

系放入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去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

现了之后要尽 可 能 地 用 经 验 去 证 明$%?&>$,这 就 是 说!恩 格

斯所主张的科学与黑 格 尔 的 结 合!就 是 要 以 自 然 事 物 之 间

的客观的或现实的联系去规定并统摄我们主观的或观念的

联系!而不是相反"#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

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 然 界 中 找 出 这 些 规 律 并 从 自 然 界 里

加以阐发"$%#&??即不是客观符合主观!而是主 观 符 合 客 观,
不是存在趋近于思 维!而 是 思 维 趋 近 于 存 在"在 恩 格 斯 看

来!自然科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的再颠倒!就如同唯物

辩证法之对黑格尔辩 证 法 的 颠 倒’热 素 说 之 对 机 械 的 热 理

论的颠倒’燃素说之对 拉 瓦 锡 理 论 的 颠 倒 一 样!这 里 的#颠

倒$是哲学理论进步 与 科 学 进 步 的 阶 梯"只 有 以 扬 弃 黑 格

尔来#保卫黑格尔辩证法$!科学才不至于#引起杜林先生闹

得如此滑稽可笑的舞蹈病$!即以我们的主观或观念的联系

去验证或统摄自然事物间的客观的或现实的联系"
总之!实现科学的机械论范式向有机论范式的转换!这

既是自然科学#绿化$的 哲 学 进 路!也 是 现 代 自 然 科 学 发 展

的基本向度!更是保证主观)科学的有机论+与客观)自然的

有机联系+相 符 合 的 科 学 量 度"这 就 是 恩 格 斯-自 然 辩 证

法.对我们的现代性启示"它对于#拯救我们的地球$’建构

#环境友好型社会$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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