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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

李 桂 花!张 雅 琪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摘!要!爱因斯坦是#$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是千百年来难得一遇的超级天才人物$他的科

技伦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有%科学从本质上说是至善的#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科学应用的伦理二重性&科

学家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品质比其纯粹理智的成果更重要&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应从多方面入手$深入挖掘和

阐述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将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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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8.6258.#>C%BD>BEE"是#$世纪最

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影响

深远的(具有深刻的高尚精神的人)$他在从事科

学研究的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
今天#我们已经跨入了#>世纪#摆在我国人民面前

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现

跨越式发展$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科技伦理问题

尤为重要$正如江泽民于#$$$年C月E日在北戴

河会见六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时指出的那样%’在二

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

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

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

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

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实行符合各国

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

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深入挖掘和阐

述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

与科技进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一方面来源于他所

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另一方面又植根于他所生活

的那个时代$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主要有以

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科 学 从 本 质 上 说 是 至 善 的，可 以 提

升人的精神境界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与艺术(宗教(伦理具有共

同的价值内涵#它们在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上是

相通的#都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因为在他看来%
’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各个分

支$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使它

从 单 纯 的 生 理 存 在 中 升 华#并 把 个 人 引 向 自

由$)*#+>>他认为 画 家(诗 人(思 辨 哲 学 家 和 自 然 科

学家所做的工作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他们都按自

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

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

的狭小范围 里 所 不 能 找 到 的 宁 静 和 安 定$)*!+>$>爱

因斯坦说#客观世界’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

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沉思#就像得到解

放一样吸引着我们)#科学家’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

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他们在自己的

创造活动中获得的内心的’宁静和安定)(’自由和

安宁)#实质上就是一种超越了自然层面的生存之

境而达到的自由之境$虽然#科学事实和科学定律

是不能用伦理准则来衡量#如同世界的客观性#人

们基于一定的科学方法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及这

种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科学定律 是 不 以

人们的意志 为 转 移 的#这 是 真 理 客 观 性 的 固 有 之

义#但是#从科学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上来看#
它决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具有最大的善$爱因斯

坦说%’科学直接地#更大程度上是间接地生产出完

全改变了人 类 生 活 的 工 具$)*#+>!$因 而 给 人 类 带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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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物质上的最大实际利益!科学自工业革命以来"
逐渐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尊崇!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好处$"诚如列宁在谈到

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运用所产生的社会

效益时所指出的%#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
定能使劳动条件更合乎卫生"使千百万工人免除烟

雾(灰尘和泥垢之苦"能很快地把肮脏的令人厌恶

的工作间变 成 清 洁 明 亮 的(适 合 人 们 工 作 的 实 验

室!家家户户有了电灯和明亮的电器取暖设备"就
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隶’不再把一生中大部分时

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现在"科学技术为

人类带来的福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上面的描述"由
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

态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科学技术不仅能够外在地增进人类的福利"而

且还是实现#善$的有效途径!爱因斯坦指出%#科

学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

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这一点使科学保持了

不朽的荣誉!$)#*>!#于是"他不仅倡导科学思想的成

果造福于人类"而且还倡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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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科学 具 有 认 识 功 能 和 实 践 功 能"它 的 最

终目的是指导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人类在对自

然界的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毛泽东曾说%
#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

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美它"每个人都要研

究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

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

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

里得到自由!$)@*

!!二、科学应用的伦理二重性

如果说科学技术对于人类从根本上说是善的

话"那么它的具体应用却会给人类带来不同的社会

效果!爱因斯坦指出"科学技术#一方面"它产生了

使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发明,但
另一方面"它给人的生活引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

为其技术环境的奴隶"所有这些中最为灾难性的是

---发明了人类自我大规模毁灭的手段!这 实 在

是难以忍受 的 悲 剧！$)#*>"%科 学 不 仅 因 为 其 有 利 于

人类的作为而受到了人类广泛的赞誉"而且"也因

为科学巨人的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的生成而使善良

的人们担忧!正因为这样"科技的道德意义更加突

出!正如俄国学者德罗勃尼茨基所言%#科学就其

意义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道德性质"因为

科学发现的成果"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

人类的命运!$)%*

对于科学技术的异化"爱因斯坦也提出了自己

独特的思考%#这样了不起的应用科学"它既节约了

劳动"又使生活更加舒适"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

却那么少呢？坦率地回答"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怎

样正当地去 使 用 它!$)E*%#科 学 是 对 理 性 知 识 的 追

求"人们通常认为科学的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
爱因斯坦也说过%#科学的目的是建立那些能决定

物体和 事 件 在 时 间 和 空 间 上 相 互 关 系 的 普 遍 规

律!$)E*>C!但是爱因斯坦也认为"科学家在求真的过

程中必然要导向善的问题"科学家不仅要关心#是

什么$这类真理性问题"还应关心#应当是什么$这

类人类价值目标问题!他说%#关于&是什么’这类

知识"并不能打开直接通向&应当是什么’的大门!
人们可能有关于&是什么’的最明晰最完备的知识"
但还不能由此导出我们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应当是

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达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

的工具"但是终极目标本身和要达到它的渴望却必

须来自另一个源泉!$)E*>%"这个源泉就是科学家的

人文关怀!在爱因斯坦看来"真理追求与价值关怀

应该相统一"科学作为一项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息

息相关的社会活动"它不仅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

革命性力量"而且体现出一种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而奋斗的崇高精神!由此可见"科学不仅需要真理

维度"也需要伦理维度(价值维度!科学研究失去

了伦理维度"科学家失去了道德职责"科学必然走

向对人自身的戕害)C*!

!!三、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品质比其

纯粹理智的成果更重要

!!科学活动是探索未知(寻求真理的认识活动"
因此献身科学"追求真理"是科学家职业道德的根

本原则之一!事实上"人们怀着不同的动机走进科

学家的队伍"而追求真理"揭示客观规律性"是科学

家的首要的(根本的目标!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对

真理和知识的追求是科学的最高品质之一!他欣

赏德国诗人莱辛的格言%#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

的占有更为可贵!$爱因斯坦鄙视那种把安逸和享

乐当做生活的目的"他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

当做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

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勇气去愉

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们努力

追求的 庸 俗 的 目 标---财 产(虚 荣(奢 侈 的 生 活

---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E*#B>



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学家并不是仅仅在某个

领域有一技之长的人!他还必须对社会进步"人类

发展具有积极的崇高的责任感!否则就只是拥有知

识和技术的机器#他说$%并不是每一个学过使用

那些直接或间接地看来像&科学的’工具和方法的

人!都能算是我心目中的科学家#在我讲到科学家

时!我只是指那些科学精神状态真正是生气勃勃的

人#()E*!"%D!"C何谓%科学精神状态生气勃勃(？他认

为科学家应该通过他的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唤醒

时代!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并且丰富他们的生活!
肩负起作为一个科学家的道义责任和尊严!而不是

被当做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驯服地献出自己

的才能!去帮助完成那些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

的工具#%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

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因为发展大规模破坏性的

战争手段有 赖 于 他 们 的 工 作 和 活 动#()E*#C%在 爱 因

斯坦看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品质比其纯粹

理智的成果更重要#他在>B!E年+悼念玛丽,居

里-的讲演中说$%当一位像居里夫人这样杰出的人

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回顾她

的工作成就为人类做出的贡献#杰出人物的道德

品质可能比纯粹理智的成果对一个时代以及整个

历史进程所具有的意义还要大#不仅如此!甚至后

者的取得 也 要 在 极 大 的 程 度 上 依 赖 于 道 德 境 界#
而且这种依 赖 程 度 比 通 常 认 为 的 大 得 多#()#*#>B他

列举出居里夫人许多高贵的品质!如坚强"纯洁的

意志"严于律己"客观"谦虚"公正不阿"热忱和顽强

以及高度的 社 会 责 任 心 等!并 且 给 予 了 高 度 的 评

价!指出$%居里夫人的品格与献身精神所具有的力

量仅有一小部分还活在欧洲知识分子的心中!欧洲

将会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四、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应从多方面入手

爱因斯坦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人的生存"发展乃

至自由和解放的巨大促进作用!但他并不否认科技

运用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二重性#为使科学技术

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他强调要从多方面入手#
其一!%只 能 由 人 自 己 来 解 决(#爱 因 斯 坦 指

出$%我们的问题不能由科学来解决!而只能由人自

己来解决#()E*E@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从根本上说!科

学技术既是人类不断实践的产物!又是实践赖以进

行的条件和前提#科技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的一

种有目的的 活 动!是 从 来 也 不 可 能 完 全 独 立 于 人

类!成为自主自律的力量#主体只能是人!科技只

能是人 的 制 造 物!是 客 体#科 技 既 可 以 造 福 于 人

类!也可以嫁祸于人类#科技是善用还是恶用或是

误用都取决于人自身!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

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

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

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

杀人#()E*E@这是因为!人是宇宙间惟一具有能动性

的存在!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人的未来掌握在人

自己的手中#要真正使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使科

技造福于人类!使其负面效应降低到最小限度!就必

须%确立合理的主体性原则()B*!从而发展以人为中

心的科学技术!进行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生产#
其二!%创造一种社会制度与传统(#爱因斯坦

指出$%技 术...或 者 应 用 科 学...却 使 人 类 面 临

极为严重的问题#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取决于这些

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事关创造一种社会制度与传

统的问题!没有这种制度与传统!新的工具就不可

避免地带来 最 严 重 的 困 难#()#*>!$科 学 技 术 虽 然 是

社会系统整体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惟一条件#
换言之!没有科技的进步!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在
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但光有科技进步!没有其他条

件!也还是难以使我们的社会健康发展!离开了社

会制度"政策"管理"道德等方面的进步!单凭科学

技术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全面的进步!甚至还会适得

其反!导致灾难#因此!为了保证科技研究和应用

更有效地增进人类的幸福!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机

制#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所预见到的$
%对科学技 术 缺 乏 充 分 的 社 会 控 制 造 成 了 一 些 问

题!因为创新可能会产生人们未曾预料和并不希望

的社会后果#()>$*科 学 技 术 发 展 到 今 天!对 社 会 条

件的依赖更迫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不仅是科技

自身发展"合理应用的保障!而且也是科技最终造

福于人类的根本保障#否则!我们就难以从社会机

制方面根绝科学技术产生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的

土壤!人类迈向文明的代价也将越发昂贵#
其三!%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指

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
他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

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

热烈的感情!那 是 最 基 本 的#()E*!>$在 他 看 来!知 识

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因此!学校的

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

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问题#爱因

斯坦曾语重心长地对加利福尼亚工学院的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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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们埋头 于 图 表 和 方 程 时"千 万 不 要 忘 记 这 一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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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关心人

的本身"就是要关心人的价值’尊严’平等’自由和

发展!这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在现代西方科技伦

理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不仅是由于

他作为#$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来阐述这个问

题而产生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他在阐明科学技术和

伦理道德的关系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做出了

重要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他

)特别是在晚年*自觉地把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

关系问题的思考当成自己科学生涯的一个重要方

面"这是前人所没有的!因为在很多科学家看来"
只要把自己的科学研究搞好"或在科学上有重大发

现或在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就很了不起了"哪还有

闲心去从事什么伦理研究呢？而爱因斯坦的伟大

之处恰恰在于"他看到了作为科学家所应当承担的

重大历史使命"这就是+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

成为祸害$!正由于爱因斯坦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和永不泯灭的科学良心"使他在做人和为人方面

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和仰慕!有人曾问普林斯

顿一位普通 老 人(你 既 不 理 解 爱 因 斯 坦 的 科 学 理

论"又不明白爱因斯坦的抽象思想"你为什么敬慕

爱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

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

单单一个人了!$一位不知名的来信者也道出了众

人的心里话"他称爱因斯坦是+上帝的使者"人类的

仆人$!我国著名学者李醒民研究员把爱因斯坦称

为+人类的伟人’科学的巨擘$%>>&!其次"他提出科

学家的道德品质与社会责任感较其纯粹理智的成

果给人类造成的影响和意义更为重大!这是他的

独到见解!爱因斯坦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深刻的"这
也是他超越前人和同期科学家之所在!再次"他的

+关心人的本身$的思想体现了科技与科技发展+以
人为本$的人本性原则,他的+全取决于人自己$的

思想体现了科技与科技发展+关键在人$的主体性

原则!这些方法论原则对我们今天发展科学技术’
正确处理人与科技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又次"他强调应把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作为学校教

育的主要目标!这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意义显

得更为重大!最后"他系统地论述了加强科技伦理

建设的三个重要方面!理论 建 设 方 面---爱 因 斯

坦强调要重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主
体建设方面---爱因斯坦强调要加强科技 主 体 的

伦理修养,制度建设方面---爱因斯坦强调 要+创

造一种社会制度与传统$"从而使他的科技伦理思

想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内涵丰富’深刻"而且

意义深远’重大"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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