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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家瑞    

    

  据说古希腊人特别喜欢辩论，但是错误方

败北时不是恼羞成怒，而是诡辩。他们的诡辩

听起来很是在‘理’，让你觉得似乎是有些毛

病，但又说不清楚。于是就有人下定决心，一

定要让这假麒麟露出马脚，找出这歪理的病

根。就这样，关于形式逻辑的学问出现了。形

式逻辑是科学的一个重要支柱。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

况：辩论双方都说自己是科学的，问起什么是科学，又似乎不甚了了。当然也有些人否定科学的

认识意义，除了与神鬼有关的理论之外，这源于他们对科学认识的肤浅。  

  科学的本质，从技术上讲，就是《公理系统》与《形式逻辑》。  

  所谓公理系统，就是任何一门科学的理论，它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这些原理是不需要从

理论上证明的，但是它必须是已经被实践（严格地讲是实验）证明了的，并且要屡试不爽，大家

公认，所以我们称之为“公理”。它是我们论证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根据。  

  所谓形式逻辑，并不是一套很复杂的理论，当然也不是很简单，比起我们平常慷慨赠予“博

大精深”称誉的那些理论要博大精深得多。现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知道点什么是形式逻辑。但

深透其精要的人并不多，包括本人。简单地讲，形式逻辑就是根据“已知”推断“未知”的一套

理论。它有这样两个特征：  

  1．只要“已知”是正确的，严格按照形式逻辑推演出来的“结论”，不管看起来多么荒唐，

一定是正确的。  

  2．如果结论不正确，那一定是你的“已知”不正确，就是你的“公理系统” 有问题，不要

试图从形式逻辑上去找问题。  

  公理系统与形式逻辑的结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  

    

  判断一门理论是不是科学理论，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它自己的“公理系统”，若没有，就不

可能是科学的理论（本人不打算在这篇短文中讨论有关公理系统的各种情况）。它只能是什么主

义、思想、方法，例如千奇百怪的美学理论、伦理学理论、各式各样的宗教理论等等。他们都不

能被称为科学理论，或者说，他们都不科学。只要具备了公理系统，这一理论便具备了成为“科

学理论”的基础。这是鉴定科学理论的第一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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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一门理论是不是科学理论，还要看它在推理的过程中是不是有逻辑上的漏洞。也就是人

们常说的“是不是合乎逻辑”。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理论”都是错误

的，就错在它不合乎逻辑，可是人们还是坚信不移（在社会科学中，盲从现象是人民群众的群体

特征之一）。一个理论它如果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只要我们敢于去怀疑它，那就一定能将它找出

来。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就是这样产生的。例如那位高高地站在人类认识史的转折点上的哥

白尼，就是从怀疑传统的“地心论”开始的。只不过是由于大多数人对传统束缚的圈守、在权威

面前的自卑、在权力面前的无助，使得人们不敢去怀疑它们。  

  依靠逻辑，我们可以根据“已知”探索“未知”。人类发现了科学概念之后，大量的“真

知”就不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人们对科学的理论的深刻理解。特别是在人类文艺复兴运动之

后，这样的发现惊心动魄，层出不穷。例如：麦克斯维尔就是根据它的电磁场理论预言了电磁波

的存在，之后22年，才由赫兹以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在今天几乎已经不存在来自实践的

“真知”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机械唯物论者在探索社会科学时，犯了历史性的错误，他们阻碍

了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在许多方面使历史倒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许多“理论”依然在重复

着这些错误。例如，在教育中过分强调实践的思想，就是这种机械唯物论（反映论）的表现。

（当然，也是我们社会急功近利的心态的反映。）  

  依靠逻辑，我们可以修正错误的结论。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他曾经根据经验得出结论说，

运动的物体的速度会越来越慢，直到停止。那些信奉“实践出真知”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直到

文艺复兴，人们开始用新的、科学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时，便对它提出了质疑：为什么

接触面越光滑，运动的物体停止的时间会越长呢？…… 继续想下去，如果我们使接触面的摩擦力

减小到非常小，…… ，人们在“空谈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摩擦，也没有其他阻力，

这个运动的物体就永远也不会停止。显然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存在

于我们的“空谈”之中。但是这些人类的先知们却由此得出机械力学公理体系中三定律的第一定

律，那就是：动者恒动，静者恒静。  

  公理系统的概念最早发源于希腊，通常人们把它归功于泰勒斯（前624——前521）。他比我

们的孔夫子（前551——前479）大73岁。希腊还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叫亚里士多德（前384—

—前322），比孔夫子小167岁。他知识面非常广，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领域都是他首先以学科的

形式提出来的，此外还有许多人文学科也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还写了一本书，既不属于自然科

学，也不属于人文科学，它的名字叫《工具论》，他称之为“思维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在这里

所说的形式逻辑。第一个系统地运用科学的概念，完整、严密地写出了《几何原本》的伟大的数

学家，就是几乎每个中学生都知道的欧几里德。这本书对世界科学思想的贡献与传播是无与伦比

的。1607年徐光启在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时，对此书的评价是“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

改”“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置之不可得”。徐光启为了将科学

思想引入中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关于科学，还有许多问题应该谈，如：辩证法、辩证法与科学的关系、公理系统的唯物本

质、意识的主动性等等。本篇短文就只好先谈到这里了。  

    

  胡家瑞 20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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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是哲学在经验实证逻辑下的重置！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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