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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辩证法概论”是原国家教委规定的理工农医类院校硕士研究生的一门必修的学位课程。
开设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准确地概括现代科技成果，正确地回答当
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帮助学生掌握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正确协调人与
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解，形成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从而更好地用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特别是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学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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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然观的历史发展　　自然界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说明。
自然观就是人们关于自然界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看法、总观点。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由于各自不同的生产实践经验和知识传统，形成了不
同的自然观。
但具有代表性的自然观，主要来自对该时期科学技术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由于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因此人类的自然观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第一节 古代自然观　　一、原始社会的科学技术与自然观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
低下，并未产生今天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处于萌芽阶段。
与此相适应，也只能产生神话和原始宗教自然观。
　　1．原始社会科学技术的萌芽　　从发生学的角度讲，技术的萌芽先于科学的起源。
一般而言，原始技术的萌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工具的发明和演进。
工具的使用标志着原始技术的萌芽。
早期的石器是直接用另一块石头打击成型，史学家称为“旧石器”。
经过漫长的演进，大约在1万年前发明了磨制技术。
经过磨制加工的石器，史学家称为“新石器”。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特征是磨制的石刀、石铲、石斧、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工具的出现，史
称“新石器革命”。
考古学的发现表明人类的生产活动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经济过渡。
其二，火的利用与取火方法的发明。
人类保存火种而利用火，大约始于100多万年前。
人类利用火烧煮食物，利用火照明、取暖，火还可以用来驱逐野兽、围捕野兽、烧制工具。
火的使用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据推测，大约30万年前人类才开始学会人工取火。
火的使用、火种的保存和取火方法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认识和掌握了一种自然力。
其三，原始种植技术和原始畜牧技术的出现。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为生。
大约在1万年前，产生了原始的种植技术、原始的畜牧技术。
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畜牧业、养蚕丝织业、制陶业、冶金和其他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在几条大河流域
形成了，原始的农业文明。
　　在人类与大自然作艰苦斗争的过程中，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艺不断进步。
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也在不断积累。
最先积累下来的知识都是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主要有：其一，天文知识。
天文知识属于发祥最早的知识。
这是因为农业和畜牧业以及狩猎、渔猎、采集、制陶等生产活动都需要确定季节气候、方位方向。
远古时代的天文知识是与远古文明中广泛盛行的“占星术”相伴而生的。
为了占卜而观察天象，成了天文知识的一个来源。
其二，数学知识。
算术来源于对物品的数目的计算，几何知识来源于丈量土地。
数学知识不仅应用于生产、生活，也应用于占卜。
其三，医学知识。
在300万年前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人类医疗活动和巫术结合在一起，叫“巫医时期”。
其后医学和巫术开始分化，各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医学。
　　2．神话和原始宗教自然观　　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已在生产实践中逐渐积累起关于自然界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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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这些知识最初以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形式存在。
现存于民问的神话，实际上是远古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它以故
事和传说的方式世代流传。
远古神话和原始宗教对自然现象的说明，并不是一种不健全、不正常的大脑产物，也不是梦幻或幻想
和荒谬观念的聚合体，它们实质是对宇宙之谜作出的最初解答。
它企图找出万物的起源和原因，虽然这种探讨问题的方式在现代看来是不完全和不恰当的。
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交互感应’的关系。
原始人相信，人可以通过各种象征性的活动把自己的愿望、情感、意志强行投射到自然中去，以达到
操纵和控制自然的目的。
原始人操纵自然的方式是通过交感巫术来完成的。
原始人以为同类事物可以感应相生，因此就企图在交感巫术的仪式中，用模仿自然的方法，来为丰富
的土壤祈得雨水、日光或肥沃④。
比如蛙鸣则雨，原始人就希望通过自己学青蛙叫来求得他所盼望的雨水。
有人把这种模仿自然的巫术看成是技术的起源。
由于巫术并不总是起效，失望的原始人便转而信仰神灵，希望神灵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
以祈祷祭祀为特征的原始宗教。
只有当对神力的信仰发生怀疑和动摇时，才是真正的科学应运发生之时。
　　到公元前5000年，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黄河流域，先后兴起了辉煌的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代中国文明。
在这些文明古国中，神话或宗教占据了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大部分。
在埃及盛行太阳神和俄塞里斯神的神话及其崇拜的原始宗教活动；在巴比伦盛行各种人格神如太阳神
夏西马、风雨神恩利勒、女神伊西塔和瘟神苏美尔等的神话和崇拜活动；印度则有管理宇宙的伐楼那
神和为人类造福的因陀罗神；至于中国，则有诸如土地神、风神、雨神等自然神的种种神话传说和崇
拜活动。
虽然各地的神话或原始宗教思想的题材、主题、主旨存在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各种神话或原始宗
教的自然观之间找到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人类早期关于自然的观念①。
　　（1）主张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间存在二域世界的观念。
任何神活和宗教，都既承认存在一个客观的自然界，人和社会被包括在其中；同时又主张存在一个超
自然的世界，它由各种神和鬼魂及其居住的地方组成。
虽然这种区分在许多原始人那里并不明显，特别是原始人并没有把自然界同人自身区分开来，但在外
在于人的世界里，出现了等级结构。
比如在超自然存在物中，就有主神和副神的区别，特别是在古希腊神话中，严格的等级谱系形成了西
方的理性和逻辑的传统。
而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各种神灵的来源并不清晰。
在自然界中，也形成了非生物、生物、人、神这样一个等级体系。
　　（2）主张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而这种秩序是超自然的“实体”干预的结果。
在神话和宗教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再是变幻莫测的。
神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给出了世界各个部分不可抗拒的运行秩序，这些规则表现为命运。
在希腊悲剧中，连主神宙斯也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
因此，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如作物的生长、太阳的升降、月亮的盈亏、星辰的运行，无一不是其命运的展现。
风调雨顺，是水神负责的结果；五谷丰登，则是农神的功劳。
在诸神上面，还有更高的神在支配着整个宇宙的运行。
神界的秩序进一步强化了自然界的秩序。
　　（3）主张人能够凭借精神的力量去调节和控制自然界。
这是神话和原始宗教自然观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思想。
在神话和原始宗教中，自然界是神、人和万物组成的一个巨大的活的、有生命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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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万物有灵”的观念，因此人类在这样的自然界中并不具有高于其他成员的地位。
生命在其最低级的形式和最高级的形式中具有同样的尊严，人与动物、植物处于同一层次。
但是人类可以通过祈祷、赞颂、占卜、祭祀、图腾禁忌等复杂的仪式活动，来达到人与神灵的沟通，
并借助神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原始人对自然是小心翼翼的，他们避免因为触犯神灵而导致的灾难。
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味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不顺从自然的秩序，就会受到神灵的谴责。
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
人的力量就在于人与超自然神力的恰当联系和合作，人类通过服从自然力的方式达到控制和调节自然
的目的。
　　这样，我们得到了人类关于自然最初的观念：自然是包括人、神在内的活的、充满灵魂的有机整
体。
这个世界的运行是有秩序的，人可以通过与神的交流获得控制自然的神力。
　　二、奴隶社会的科学技术与自然观　　大约从公元前4000—前2000年，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步
人有文字记载的文。
明史，同时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公元前8世纪，爱琴海地区形成了统一的希腊民族，他们继承、融合了古巴比伦和埃及的文明，创造
了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成为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发源地。
古希腊文明从公元前8世纪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包括古罗马时期。
几乎与此同时，古代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
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
它们成为东西方古代奴隶社会文明的典范。
在自然观上东西方具有相似性。
　　1．奴隶社会的科学技术　　奴隶社会的科学技术与原始社会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
在西方，古希腊天文观测已达到较高水平。
但是，注重数理的希腊人在天文方面的兴趣更集中在宇宙模型的构思上，形成了数理天文学传统。
毕达哥拉斯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地球”的概念。
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地球和其他天体围绕“中心火”作匀速圆周运动的同心球模型。
这个模型是按照宇宙具有和谐与完美的信念设计的，与实际天文观测并不相符，因此很快被其他模型
所取代，但天体作匀速圆周运动的观念被继承下去。
在天文学中流行了一千多年。
在同心球模型之后，希帕克斯提出了以地球为中心的“本轮一均轮”宇宙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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