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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大力发展科学事业 ，大力促进 自然科学 

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融合创新，是认真贯彻十 

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要求。 

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历史的早 

期本是混沌一体的，以“阴阳合一”的形式统 

一 于哲学的母体当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到了近代 ，人们开始对 自然界 

和社 会现象 进 行分 门别类 的研究 并 由此 导 

致学科的分化。最重要的分化就是 自然科学 

与哲学社会科学相继从哲学的母体当中脱 

离出来，分道扬镳 。从此形成并列以至对立 

的两大“阵营”。这种对立状况，给科学的发 

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成为制约科学 自身发 

展的严重障碍。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 

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人类在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征途中面临的新问题更加复杂 、更 

加棘手 ，仅仅依靠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 

“各自为战”的方式已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 

“双剑合璧”才是唯一的选择。同时也是必然 

的选择。于是 ．两大 科学 门类 之 间又产生 了 

新的融汇贯通的趋势，并逐步向纵深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沿着 

“综合一分化一综合”的轨道不断前进的否 

定之否定的过程 ．其中蕴藏着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因此。自然科学与哲 

学社会科学的融汇和创新 ，是时代的呼唤和 

历史的必然。 

1 自然科学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 

重大作用 

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 

的基础”，当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 ，离 

开了自然科学的滋养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是不可想象 的。 

rl1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科学技 

术的进步，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 

产力 的 发展是 社会 形态 得 以从低 级 向高 级 

不断演进的根本动力和最深层次的原因。哲 

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 ，是关于人类社 

会的科学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哲学社会 

科学的形式和内容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从 

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科学的发 

展 、哲学社会 科学的发 展 以及人类 社会 的发 

展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历史的一致性 。自然科 

学的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成为哲学社会科 

学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这是在哲学社会科学 

的研究中必然要贯串自然科学因素的最深 

刻的原因。 

(2)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次重大发现 

和发明，都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直接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 

的发展。尤其对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加明 

显。例如。哥白尼 日心说的建立和达尔文生 

物进化论学说的提出强烈地动摇 了宗教神 

学 的基础 ．为唯物 主义哲学 的发展开 辟了新 

的道 路 ；爱因斯坦狭 义相对论 和广义相 对论 

的提出则使人们通常的时空观念得到了前 

所未有 的改变 ，为辩证 唯物 主义的时空 学说 

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r31自然科学 的研 究方 法和 理论 工 具正 

在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渗透。例如 。 

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哲学 

社会科学的情报搜集、资料整理和数据统计 

分析工作得以从繁琐的“纸堆”中解脱出来 ， 

更加方便、准确 、及时。而且，互联网络的普 

及使信息的交流和传递更加快捷 、透明，为 

各种社会思潮和观点的碰撞、交融提供 了广 

阔的天地。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推动了哲学社 

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自然科学是实证研究。普遍使用数学和 

试验的方法作为自已的研究工具。哲学社会 

科学的某些领域也与自然科学相近．这就有 

可能也有必要把数学和试验的方法引进来。 

为研究结论从定性走向定量奠定基础。例 

如 ，物理学研究的是物质世界 ，物质世界的 

客体之间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或者说一种自然的秩 

序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物理量之间 

精确的数量关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研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 ，反映的也是一 

种秩序。不过是人类社会某一方面的秩序． 

虽然内容不同，但从形式上来看，这与自然 

界物质运动的秩序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收穰日期：20C3~3-20 

作者简介：吴兆雪(1948-】，男，安徽歙县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江宏春(1978_)，男，安徽庐江人，中田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簏硕士研竞生 



反映经济活动的经济变量之间同样存在着 

可以用 数学 语 言来描 述 的相互 依 赖 和相 互 

制约的关系。不过，由于经济活动的主体是 

有着主观能动性的人 ，经济活动渗透着人的 

主观意志，使得这种数量关系更加复杂，更 

加多变，其精神性不如物理学 ，即存在着程 

度上的差异 ，但并不存在本质上绝对的区 

别。近几十年来，数学模型的方法在经济学、 

社会学当中都有了广泛的运用 ，甚至在历史 

研究 中也有它 的用 武之地 ，从 而大大促 进 了 

这些学 科的发展。至于 自然科 学研 究 当中广 

泛使用的试验方法．由于社会现象的多变易 

逝和不可再现性 ，较难实现大规模的应用 ， 

但在个别学科的某些领域中也是可以发挥 

它的作用的。比如在金融证券分析中，试验 

模拟方法就有一定的效果。2002年度的诺贝 

尔 经济学 奖 的一位 获得 者 的主要 贡献 就 在 

试验经济学方面。 

此外 。在 自然科学发展 进程 中诞生 的控 

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新 的方法论工具并 

不是 自然科学所独有的，它们对于一切形式 

的科学研究都有某种程度的普适性 。完全可 

以广泛地应用 于哲 学社会科 学 的研 究 当中。 

例如。由美国数学家维纳于1948年开创的控 

制论不仅在工程、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方面 

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经济、社会系统 的分析 

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武器。控制论的功能模拟 

方法。黑箱一灰箱一白箱方法和形式化、数 

量化、最优化方法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诸 

多领域有力的分析工具。当然 。哲学社会科 

学 中不 同的学 科 门类 对 这些 方法 的应 用 存 

在着深浅和层次的差别，这是由不同学科的 

特点所决定的。 

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 

是一个泛称，它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其中的社会科学介于 自然科 

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兼具二者的特点 ，是联 

系科技与人文的桥梁。它们中的一些学科与 

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接近。自然科学方法 

在这些学科中运用的层次更深一些。至于那 

些离自然科学比较“远”的学科。主要还停留 

在一些术语和概念移植的阶段．如有的社会 

学者提 出 了“社 会场 ”、“文化 场”的概念 就属 

于这种情况。不过 ．这种新的表述方式毕竟 

为社会科学研 究开辟 了新 的途径 。 

(4)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科学精神 

的弘扬(这里，“科学精神”当中的“科学”一词 

特指自然科学)。科学精神就是永不停息地探 

索真理、追求真知的精神 ，就是不唯书、不唯 

上、只唯实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哲学社会 

科学的研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江 

泽民指出：“科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 

的灵魂。它不仅可以激励人们学习、掌握和 

应用科学，鼓舞人们不断在科学的道路上登 

攀前进，而且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 ，掌握科学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做好 

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领导和管理工 

作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曾一度走入歧途 ，用哲学去代替 、裁 

判 自然科学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是“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服务的工具； 

把一部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一 

大二公 ”僵化模式 辩护 的教条 。哲 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或迫于形势、或盲从权威 、或盲从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个别字句．毫无科学 

精神，使研究工作丧失了理性 ，结果使哲学 

社会科学的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摧残。最近几 

年 来 ．一些 哲学 社会 科学 工作 者沉 迷于 “现 

代风水学”等“奇门遁甲之术 ”当中．突出的 

表现就是一些人把时下热门的“易经”作 了 

神秘化的理解 ，把仅仅具有文化价值的一部 

著作当作破解宇宙的密码 ，甚至在此基础上 

大搞“科学算命”等现代迷信活动，部分人甚 

至还成了“法轮功”的信徒。固然 ．这与人们 

科学知识的贫乏密切相关 。但更根本的还是 

科学精神的缺乏。科学精神必须渗透到哲学 

社 会科学研究 中去 。深入到哲 学社会 科学工 

作者的头脑 中去 。 

2 哲学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研究 

的重要意义 

自然科学的研究同样不能在真空中进 

行，同样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为自己的发展提供 

一

个良好的环境。 

(1)哲学社会科学对 自然科学的作用，最 

根本的体现就是 “制度对技术的反作用” 

似 于马 克思所 说 的生产 关 系对 生产 力 的反 

作用1。为什么“十年浩劫”时期我们的科学研 

究事业一片荒芜?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 

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主要就是因为制度 

的作用 ，其背后最深刻的本质就是哲学社会 

科学通过一系列中介对 自然科学研究的渗 

透作用。 

f21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 

主义 理论 为各 门科 学 的研究 提供 了方法 论 

的指导。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当中，普遍要使 

用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历 

史和逻辑等辩证思维方法 ，普遍要涉及现象 

和本 质 、内容和形式 、结构 和功能 、原 因和结 

果 、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唯物辩证法 

的诸范畴 ，普遍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感 

性一知性一 理性 的认识路线 。虽然有很多人 

否认这一点，如宣传“哲学无用论”的方励之 

就是如此。但他在 自然科学研究中之所以能 

够取得显著的成绩，显然还是 自觉或不自觉 

地 遵循 了马克思主义辩 证唯物 主义 的原 则 。 

这是毫无疑问的。 

f3)哲 学社 会科 学 为 自然科 学 的研 究提 

供了一个正确的导 向，也就是说，规定了自 

然科学研究 的方 向。自然科学 主要是实证 研 

究。其 目的在于求真 ，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 

规范研究 ，其 目的在于求善。自然科学和哲 

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之一就是后者的研 

究更多地关注“价值”问题 ，但这不等于说 自 

然科学的研究不需要考虑“价值”的因素，相 

反，“价值”的因素应该而且必须融入其中。 

我们知道。原子能可以为人类造福，也 

可以用来制成核武器杀人 ．技术是一把“双 

刃剑”，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去使用它。爱因斯 

坦曾经这样忠告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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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人本身 。 

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的奋斗的目标：关 

心怎样组织人们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 

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于保证我们科学思 

想 的成果会造福 于人类 ，而不致成 为祸 害。” 

技 术怎样去发 明 、怎样去 改进是 自然 科学 的 

事 ，而技术应不应该被发明，应该怎样去使 

用却是哲学社会科学所必须解决的课题。比 

如说 ，克隆人能否成功主要是自然科学的问 

题 ，随着 自然 科 学 的发 展 ，这 在技 术上 已经 

不再是一个难题。但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 

这却是一个艰深的课题 ．其中的利弊实难一 

言以蔽之，仍需付出艰辛的探索。总之，自然 

科学的研究之中必须渗透“价值”的因素，必 

须接受哲学社会科学的规范和引导。如果说 

在科 学研 究活 动 中 ，自然科 学是 “发动 机 ”， 

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名符其实的 “方向 

盘”，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就是 

科学研究当中必须渗透“人文精神”。马克思 

●1  ●●●1 ●●■●■1 ●■■●1● — ■1  ●  ■● ，  



早就批评了那种传统的、脱离了人的实践活 

动的、抽象的 自然科学的研究态度 ，并预见 

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 ，他指出：“自 

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正像关于 

人的科学包括 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 

学 。” 

f4)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思维方法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所借鉴。自然 

科 学研究多采 用数学 和试 验 的方法 ，主要是 

线性的、逻辑的、抽象的思维 ；哲学社会科学 

研 究多采用 个别研究 的方法 、比较 的方法 、 

历史 主义 的方 法 ，主要是非 线性的 思维 ，尤 

其是在艺术、音乐等学科 中，更强调形象思 

维。强调直觉和顿悟。这是由自然科学与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二者 

的差别是不可抹煞的，但不应该绝对化，二 

者应该相互借鉴 ，适当取长补短。 自然科学 

中的发明和发现也同样少不了直觉 ．少不了 

形象思维的作用。据说库勒在思考苯的分子 

结构时苦苦不得其解．后来在梦中梦见一条 

首尾 相咬 的蛇 。这才悟 出了苯 的环状结 构 。 

著名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技大 

学校长朱清时在湖南卫视的 “千年论坛”作 

“我眼中的科学之美”的演讲时说 在科学的 

研究活动中，在一个规律 、一个原理的提出 

之前 ，形象思维起主要作用，理论提出来以 

后才主要依靠严密的逻辑推理的作用。这是 

科学从 自己的科研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不能说没有道理 。 

3 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融会贯 

通，共同促进社会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 

学 ，它们好比车的两轮、鸟的双翼 ，缺一不 

可。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贯通，并 

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融汇创新。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的物质世界 ． 

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人的心灵世界，社会科学 

的对象则是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社会现 

象世界(在这里，哲学社会科学被进一步划分 

为社会科学 与人 文科学)，这“三个世界”既相 

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从哲学本原来说．无论 

是自然界的物质世界也好 、人 自身的心灵世 

界也 好 ，还 是社 会世 界也 好 ，归 根结 底都 是 

物质世界长期演化的产物。从这一点上来 

说 。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客体无 

论有多么大的差别 ，其背后都存在着深刻的 

一 致性 。 

自然科学主要是实证研究 ，解决“是什 

么”的实然性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规 

范研究．解决“应该如何”的应然性问题。但 

是。自然科学也有一个规范的问题 ，即价值 

的问题．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同样 ，哲学社会 

科学也 包含着实证 的研 究 ，这 主要 指的是哲 

学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社会科学。我国学者董 

国安认为：“社会科学在一些重要方面是分 

化和异质的。它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互补的研 

究 领域 。即 ‘行 为科学 和历 史科 学 ’，前 者研 

究人类的非设计行为，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 

性差别⋯⋯。”如果我们把 自然科学与哲学 

社会科学看成一个大的学科门类 ，看作一个 

整体。不作这样的“二分法”的区分 ，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就是研究对象从 “完全非人化” 

(如物理学、化学)到“一般的生命”(生物学)再 

到“人的心灵”(人文科学1的一个阶梯性的学 

科序列 。在这个序列上，实证的成分渐少而 

规范的成分渐多。正如生命与非生命没有绝 

对的界限一样 ，科技与人文也绝无非此即彼 

的界限 ．在二者 的交 界处往 往呈现 出既非此 

非彼又亦此亦彼的情况 ，这时，自然科学和 

哲学社会科学的结晶——一些交叉科学就 

会应运而生。这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 

融汇与创新的高级形式。 

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越来越需要 

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协调 、整合与创 

新，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些重大而复杂的 

问题。例如，我国的三峡工程建设对 自然科 

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课 

题。大坝的设计和建造 、发电机组的设计与 

安装需要 自然科学学科门类之中的工程技 

术去解决 ，而库区的移民问题、物资的调配 

问题、整个施工过程的管理和协调指挥问题 

却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去解决。又~2008年将 

在我国北京举行奥运会 ，奥运会不仅是科技 

的奥运 ，也是人文的奥运，缺少了哪一方面， 

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还可以举一个 日常生活 

中的例子 ，人们发明了电视机和影碟机 ，但 

如果没有人来创作剧本 、拍摄电视剧 ，那么 

这些东西就会形同虚设 ，毫无价值 ，只有以 

“科技的载体”承载“人文的内涵”，它才会给 

人类带来欢乐和幸福。 

从科学研究的终极 目标来说 ，自然科学 

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为了社会的进 

步，为了人 自身的完善。自然科学的主要 目 

标在于求真 ，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 目标在于 

求善，最后都汇集于真与善的统一——美， 

即人的 自由与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 

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尽管各 自的表现形式 

不同．其最终目标却是高度一致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最“热”的词也许就是 

“创新”．在十六大的报告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一 个词汇也是创新。所谓创新 。又可以分为 

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 3个层面， 

技术创新要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动力 ，制度 

创新 和 文化创 新则 必须 以哲 学社 会科 学 的 

进步为后盾。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三者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机制 ．这就从 

一 个侧面反映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 

的互 融和创新 ，同时 又推动着 学科 自身 的发 

展 。 

江泽民说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 

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问相互影响、 

渗透 ，联系越来越紧密 ，由此产生的综合学 

科 、交叉学科层出不穷 ．社会经济和科技 已 

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随着科技的发 

展、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哲学社 

会科学的融汇与创新必将进一步向深度和 

广度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开辟越来越广 

阔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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