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12+-%2-34-25%"'"60!1"2+&'12+-%2-78+/+"%"

9"':!" ;":#

!&%:!$!#

%&'!#$(#)*+!,-(./0'(#12!

3

2+)*(!$!#($#($$1

#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

郑天祥!王克喜
"南京大学 哲学系,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江苏 南京 !#$$!)$

摘4要%严复等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科学逻辑并以儒学的格物致知概念对其进行格义!这不仅促进国人对于科学逻辑

的理解与接受!也凸显了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 而指向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格义!则进一步为中国传统科

学逻辑思想的发现提供了线索$ 这使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中的观察%归纳和以推类提出假说等科学逻辑内容得以被发现!

呈现了中国传统科学逻辑思想的丰厚意蕴$ 而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弱化变迁!则从思维

形式上解答了李约瑟难题!从反面展示了科学逻辑的价值!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关键词%格物致知&格义&科学逻辑&程朱理学&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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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一4科学逻辑格义的出现

在中国近代史之开端#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

和工业机器使国人警悟到了科学的力量#进而提

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踏上了学习西方

科学之路& 我国在学习西方科学的路径上#除直

接购买西方先进器械设备外#亦有学者察觉到国

人科学思维的短缺#积极引进西方蓬勃发展的科

学逻辑#力图从根本上走出科学落后的困境& 严

复当属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于 #+22u#+2> 年间

留学工业革命洗礼后的英国#接触到了先进的科

学逻辑#即英国逻辑学家培根"c:A/.'H;A.&/$开

创的归纳逻辑与科学实验方法& #>$! 年严复翻

译传统归纳逻辑集大成者穆勒"]&7/ =9?A:9R'FF$

的代表著作*逻辑学体系+并命名为*穆勒名学+&

这是继明末利玛窦"RA998&6'..'$%徐光启%李之

藻等人引入西方逻辑铩羽后#真正开启我国学习

逻辑大门的里程碑& 所以#我国近代西方逻辑的

引入是从科学逻辑最先着手的& 这切合了当时科

学发展的需求#但也使科学逻辑的传入缺乏形式

逻辑的先行基础#面临着文化差异的难题&

近代学者运用中国传统的格义方法成功避免

了科学逻辑的水土不服问题& 格义原本为佛教传

入我国时#'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的

术语(

!的方法#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浪潮激

发了格义方法的再现& 科学逻辑的格义在培根

*新工具+和穆勒*逻辑体系+的译介中亦有显著

体现& 此两本书为当时最具代表的科学逻辑著

作#为满足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最先被传

入中国& 英国传教士慕维廉"O'FF'ATR?':78A%$

最先将培根*新工具+介绍至我国& 他以中国传

统的格物致知概念格义科学逻辑#将*新工具+译

为*格物新法+& 这继承了明末清初传教士利玛

窦等人做法& 明末清初涉及西方科学和逻辑著作

也多借助儒家的格物致知学说来命名& 如熊怀遇

的科学著作*格致草+和南怀仁的逻辑著作*穷理

学+等#均体现了他们将科学逻辑格义为格物致

知的倾向& 严复虽将*逻辑学体系+译作*穆勒名

学+#但在该书的核心部分即论述归纳逻辑"严复

译为内籀$的卷下#引入了格物致知格义科学逻

辑& *穆勒名学+卷下开端即言#'本卷所论& 乃

吾书中坚& 于名学所关极巨& 格物致知& 所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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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利人事者& 其涂术尽在此(

!

& 严复的翻

译并非原文的一一对应#即便其在该书中已将

'F&E'.(翻译为逻辑#他仍以名学格义逻辑#引入

格物致知解释此处用于实验科学的归纳逻辑#以

促进国人对于科学逻辑的理解与接受&

除当时科学逻辑引入者的格义外#胡适在我

国第一部中国逻辑史著作*先秦名学史+中#还以

西方科学逻辑为纲对格物致知进行了反向格义&

他认为格物致知乃宋代以来中国哲学的*新工

具+#其解释已十分接近归纳法#并指出格物致知

作为逻辑方法存在缺乏实验的程序等缺点#制约

了其效果的发挥"

& 在当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丁肇中亦呼吁中国教育重视'真正的格物致

知(#'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

分(

#

& 科学逻辑的格义旨在传播科学逻辑#同时

也是在进行中国传统中科学逻辑的发掘& 目前#科

学逻辑在我国生根发芽#成果频出#而对于格物致

知中的中国传统科学逻辑意蕴却仍有待发掘& 在

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增强文化自信

的道路上#中国传统科学逻辑不能缺席& 抓住近代

科学逻辑格义留给我们的格物致知线索#探析中国

传统的科学逻辑内容#仍是我们亟需完成的使命&

二4指向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科学逻

辑格义

格物致知源于*大学+#自东汉郑玄为*大学+

作注以来#历代众多学者对其做出过解释& 那么

作为科学逻辑格义的格物致知对应了其中的何种

学说呢0 若能进一步明晰该问题#将对探寻格物

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西方

逻辑于明末第一次传入#正值维护程朱理学的东

林学派反抗阳明心学的激烈斗争之际& 利玛窦%

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藉以传播逻辑%科学等西学

的格物致知亦有其倾心& 这在徐光启身上体现得

最为明显& 徐光启虽师法阳明心学#但其主张经

世致用立志'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

$

#批判王

学末流的虚妄之风而拥护程朱理学& 徐光启和李

之藻也常到东林书院讲学& 在徐光启与利玛窦

*译几何原本引+中亦有言曰!'致其知#当由明达

物理耳&(

%这与朱熹所主张的'致知在格物(一脉

相承& 所以#逻辑第一次传入我国所依托的格物

致知乃程朱理学之格物致知#而非明代兴起的阳

明心学& 然逻辑第一次传入我国旨在传播基督教

义而非发展科学& 如李之藻翻译西方逻辑著作

*名理探+乃经院哲学的逻辑著作#并没有选择翻

译当时的最新逻辑成果*新工具+等& 所以#要确

定作为科学逻辑格义的格物致知所指#还需在重

视科学逻辑传播的近代进一步寻找证据&

慕维廉介绍的*格致新法+和严复翻译的*穆

勒名学+虽为我国近代引进科学逻辑的最佳代

表#但由于两者都是译著的原因#限制了其对格物

致知来源的说明& 直到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导

论(在探讨逻辑与哲学的问题时#才对应科学逻

辑的格物致知进行了明确的分析& 首先#胡适认

为格物致知是从宋代程朱理学开始作为儒学逻辑

方法的& 他的这一观点符合格物致知于宋代开始

连用#及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从分离出来独

立成书的事实#具有重要价值& 然后#胡适以王阳

明'穷格竹子(失败的事例#指出程朱理学的格物

致知虽然十分接近归纳#但由于其缺少必要的归

纳程序难免无效& 并且#胡适指出正是由于'这

种空虚无效迫使王阳明凭借良知的理论#把心看

作与天理同样广大#从而避免了吃力不讨好的探

究天下事务之理(

&

& 所以#从胡适的分析不难看

出#作为科学逻辑格义的格物致知也是指向程朱

理学的格物致知学说#而非阳明心学& 类似地#中

国逻辑史学家温公颐在*中国近古逻辑史+的研

究中对朱熹格物致知的逻辑意义进行了充分肯

定#而对于王阳明的心学则认为是反逻辑的#对其

略而不谈'

& 故综上所述#作为科学逻辑格义的

格物致知乃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已十分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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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中的科学逻辑

探析#仍有学者提出了疑问& 胡适便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他认为朱熹和王阳明都存在把'物(解释

为'事(的缺陷#这导致'他们对自然客体的研究

提不出科学的方法#也把自己局限于伦理与政治

哲学的问题之中(

!

& 这种以格物致知旨在格

'事(而非'物(从而否定格物致知科学逻辑意蕴

的观点#用胡适所遵从的杜威实验主义即可解其

惑& 杜威在*实验逻辑论文集+里说!'一个事物#

拉丁文说!.:8H/#就是一个事件%一件工作%一个

.主张/&(

"也就是说实验主义并没有区分'物(

与'事(#'只要方法正确#不管是用在人间的.事/

或用在自然界的.物/#都是科学&(故不能以朱熹

格物致知的主要功用在于'事(就否定其对于科

学的意义& 牟宗三也认为#虽然儒家学术之用心

不在科学#但也无理由反对科学#

& 所以#程朱理

学格物致知意蕴的中国传统科学逻辑思想应当被

阐释#为中国古代科学思维形式正名&

三4格物致知中的科学逻辑思想

!一"善于观察

古典归纳主义者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而程朱

理学的'格物( '即物(则都意蕴了观察事物的要

求&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翻译'格物(时使用

的动词''/U8H9'EA98(

$

#也直接体现他对格物致知

包含观察要素的认识& 朱熹在科学观察方面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他通过观察发现高山石中有螺蚌

壳#而成为了辨认化石的第一人& 自然科学史学

家斯蒂芬-c-梅森认为朱熹辨认化石乃'中国

科学最优秀的成就#是敏锐观察和精湛思辨的结

合(

%

& 此外#朱熹还对风%云%雨%露%霜%雷%虹%

雹%潮汐%佛光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广泛观察& 这与

其格物致知的'即凡天下之物( '逐物格将去(等

要求是一致的& 所以#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首先

蕴含着科学逻辑的观察要素#为中国古代科学发

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自下面做上去$的归纳方法

近代科学快速发展得益于培根等人对归纳实

验逻辑重视& 朱熹的格物致知也蕴含了丰富的归

纳逻辑思想& 朱熹认为'大凡为学有两样#一者

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来(& 朱熹

将其中的'自下面做上去(解释为'便是就事上旋

寻格道理凑合将去#得到上面极处亦只一理(

&

&

亦即'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

'

&

这与其'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66格物#是零

细说,致知#是全体说(

(等格物致知观念同出一

辙#均体现了由'个别(到'一般(思维进程的归纳

逻辑& 朱熹还在格物中进一步将归纳逻辑分为

'穷尽(和'不穷尽(两种& 穷尽的格物乃'穷尽得

到十分(

)的格物#'如十事已穷得八%九#则其一%

二虽未穷得#将来凑会都是都自见得(

*+,则为不穷

尽的格物& 这种依据是否完全考察归纳对象的划

分方式#与传统逻辑的'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

纳(相通#有利于科学理论的发现&

归纳为朱熹的观察由个别上升到理论提供了

方法& 所以#朱熹在观察的基础上会做出'雪花

所以必六出者('霜只是露结成#雪只是雨结成(

'虹非能止雨也(等有关科学的全称判断*+-

& 培根

为近代科学实验提供了方法#朱熹亦利用实验来

从事科学发现& 他曾命弟子林择之用竹尺测量不

同地区的日影#其家中也有浑仪#'颇考水运制

度(& 同时#面对前人的科学归纳朱熹也始终保

持审慎的态度#他会以自己观察检验已有的科学

结论& 朱熹依据自身对山川的实地考察#纠正了

当时最为著名的地理科学著作*禹共+中的多处

问题& 归纳乃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逻辑方法#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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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学格物致知蕴含的归纳方法促进了中国古代

科学的进步&

!三"以推类提出科学假说

科学假说'就是关于事物现象的因果性或规

律性的假定性解释& 它是用来回答由事实提出的

问题#并且可以经由事实进一步检验的(

!

& 其提

出乃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推动了科学由

已知到未知的过渡#使科学知识更为系统& 格物

致知注重由格物到知识的转变#当然也不会放过

已有科学知识的疑问#积极地思考背后之理并提

出假说& 而且#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还善于使用

中国传统的推类方法提出科学假说& 二程认为

'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

尽#其它可以类推(

"

&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推类方

法#指出'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类而推(

#

& 朱熹

将这种以类而推回答未解知识的方法运用到其科

学探究中#便形成了科学假说& 关于宇宙的演化#

朱熹便以'磨面(推类进行解答#提出了'造化之

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 万物之生#似磨中撒

出#有粗有细#自是不齐( 的假说$

& 关于雨的形

成#朱熹则以蒸笼'四畔方有温汗(推类#提出了

'凡雨者#皆是阴气盛#凝结得密#方湿润下降为

雨(的假说%

& 这种以生活中熟知的事例进行推

类并提出科学假说的做法#对技术相对落后的宋

代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进步&

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蕴含了科学发现不可或

缺的观察基础%归纳方法和科学假说#乃科学逻辑

集中存在的情景& 故而#格物致知会被用作科学

逻辑的格义#起到连接中西文化的作用& 然格物

致知的重心毕竟在于格'事(之政治%伦理内容#

而非发展科学#没有继续发展出类似西方的科学

逻辑体系& 但格物致知已于中国科学史的语境内

展现了科学逻辑对科学发展的重要价值& 明确格

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可以对李约瑟"]&H8C7

D8:8/.8R&/9E&T8:VP88%7AT$难题给出一种独特

的解答&

四4从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看李

约瑟难题

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李约瑟难题#是科学史

学家李约瑟专研中国科学史的过程中产生的疑

惑& #>1"年#李约瑟将其明确表达为下述两个问

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

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0('为什么在公元 # 世纪

到公元 #* 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

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

效得多0(

&该问题乃中国科学史研究中不可回避

之启发性问题& 包括李约瑟在内的国内外学者已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路径对该难题进行了尝试解

答& 科学逻辑作为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其

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则是从思维层次上分析了该

问题#体现了逻辑对科学的价值& 同时#这也回答

了中国逻辑研究者提出的中国逻辑对中国古代科

学有何帮助的疑惑'

&

!一"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推动中国古

代科学进步

蕴藏着丰富科学逻辑思想的程朱理学格物致

知诞生并成熟于宋代& 关于宋代科学成就#李约

瑟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中发现#'当人们研究

中古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

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

(

#'宋代确实是

中国本土上的科学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

)

& 故

宋代科学发展可谓李约瑟难题中第二个问题的典

型代表#即公元 # 世纪到公元 #* 世纪期间#中国

科学领先西方的典型事例& 对于宋代科学的发

展#李约瑟认为'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

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

的史无前例的繁盛(

*+,

& 也就是说#在李约瑟本人

对其疑难中第二个问题的典型事例解答是归因于

'理学本质上是科学的(& 而格物致知作为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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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郑天祥#等!'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

核心的概念#其中的科学逻辑思想之明晰#则从思

维形式上支持了理学的科学性#是对李约瑟的观

点进一步明晰& 元亡宋后也十分重视程朱理学并

将其列入科举考试范围& 元代医学四大家之一的

刘完素在其著作*伤寒直格+中指出#'习医要用

直格(& 元代的朱震亨亦在其医学著作*格物余

论+中言#'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 两位医

学研究者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自觉运用#也更

加肯定了格物致知中科学逻辑意蕴及其对科学发

展的推动作用& 因此#中国古代科学于宋代高速

发展与格物致知科学逻辑意蕴是分不开的&

!二"格物致知科学逻辑意蕴和中国近代科

学的同步式微

随着儒家哲学的发展#至明代程朱理学逐渐

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冲击& 王阳明观察竹子的格物

失败促使其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批判#提出了

'格物在致知(的新'格物致知(观& 与理学的'致

知在格物(不同#王阳明将'致良知(提到了'格物

致知(首要位置& 这直接导致了阳明心学的格物

致知对科学发现的忽视#转而重视对人心的探究&

故丁肇中认为王阳明格竹是'在探讨内心的自

己(#而非具有实验精神的行为!

& 因此#在阳明

心学的诞生之初#其格物致知便没有了科学发现

的诉求#昭示着科学逻辑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式微&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科学在宋代登峰后也从王阳

明时期即李约瑟所言之 #* 世纪分界点开始走向

了没落& 这一现象直至近代严复等人借格物致知

之名将西方科学逻辑引入我国后才有所改观& 而

欧洲却在该时间内发展出了近代科学& 故李约瑟

会发出第一个疑问& 因此#与蕴含丰富科学逻辑

思想的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相反#忽视科学探索的

阳明心学格物致知的出现#则伴随着中国古代科

学发展的没落&

李约瑟难题是对中国古代科学由领先到落后

的反思#格物致知科学逻辑意蕴从程朱理学到阳

明心学的变迁#为其提供了思维层次的解题思路&

这不仅凸显先了科学逻辑对科学发展的重要价

值#也展示了中国古代逻辑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贡

献& 所以#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探析#既阐释

了中国传统科学逻辑思想#也证明了发展科学逻

辑之必要性#为新时代的科学事业增加文化自信

的同时#更提供了借鉴经验& 新时代科学事业的

建设应在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科学逻辑思想的前

提下#继续发展科学逻辑以推进科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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