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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本基督教护教性书籍 (里程： 《游 

子吟——永恒在召唤》)，被认为是 “能帮助无神论 

背景的知识分子冲破先人为主的世界观的束缚”， 

“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参考书”，该书很注意利用现 

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用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讨 

论了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得出结论说：基督 

教信仰与科学是 “和谐一致的，它不仅符合科学而 

且大大地超越科学。” 《圣经》中充满了 “科学预 

见”．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科学家在 

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等等，不一而足。这就 

使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来探讨一下科学与基督教信 

仰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一

、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不同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界限在哪里?科学是对客 

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是从物质世界的各种实在形 

式和运动形式出发的 ，因而是可以接收实践检验 

的，也只有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改善和发 

展；基督教信仰宣扬的则是超 自然、超物质的力 

量．因而是不可接受实践检验的．所以该书中说 ， 

“心灵和诚实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 “灵界存有的 

智慧远远高于人类的智慧”． “相对于灵界．人类 

既无量度标准可用．其智慧又远所不及，科学只有 

望洋兴叹”。 (202页 

科学的精神是理性的批判精神．倡导独立思考， 

倡导质疑和探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基督教信仰宣扬的则是顺从、虔诚的 

心理， “信则灵”、 “诚则灵”，这样就不会I不疑超物 

质的力量、怀疑神的存在。如该书中说： “有人坚持 

说，要弄清楚了才信，看见了才信。殊不知，在信仰 

问题上．逻辑恰恰相反：信了才能明白，信了才能看 

见!” (205页)这 自然使我们想起了安瑟伦早就表白 

的： “不是理解而后信仰．而是信仰而后理解。”只 

要你坚信有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全知全能的上 

帝，那么上帝就一定是无所不能的。这样，你就可以 

轻而易举地来 “论证”你的论断是正确的。 

科学的精神所以是理性的，还因为领会科学的 

精神 ．不仅需要懂得一定的科学知识，还需要了解 

科学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即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 

否则你就弄不清哪些看法是科学的，哪些则是虚假 

的。科学知识不是上帝赐予的，也不是哪个人头脑 

中随意编造出来的。科学知识是以通过实践获得的 

科学事实作为认识的基础，运用科学抽象和科学思 

维的方法．上升得到的理性认识成果。但是，基督 

教信仰却否定科学的方法。该书中说 ： “然而，如 

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 

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 

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200页) “如果没有 

神的启示．我们是无力认识宇宙的。” (169页) 

二、科学与基督教信仰能够相安无事吗?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在本质上不同是一回事，它 

们彼此之间是否发生实际冲突则是又一回事。二者 

既密切相关而又有区别。事实是，它们在历史上确 

实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存在过势不两立的斗争； 

然而也有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时候。那么，科学 

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这种种状态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爱因斯坦是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是富有哲理气息 

的杰出思想家．是有高度责任感的社会活动家，因此 

他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看法成为全社会尤其是宗教学 

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析吧。 

为了阐明自己的见解．他先讨论了关于 “科学”与 

“宗教”的概念。他说： “要我们对什么是科学得出 

一 致的理解．实际上并不困难。科学就是一种历史悠 

久的努力．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这个世界感知的现 

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起来。说得大胆一点，它是这样 
一 种企图：要通过构思过程，后验 (Posterior)地来 

重建存在。但我要是问自己，宗教是什么，我可就不 

能那么容易回答了。即使我找到了一个可能在这个特 

殊时刻使我满意的答案，可是我仍然相信，我决不可 

能在任何睛况下都会使所有对这个问题作过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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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哪怕在很小程度上表示同意。” (《爱因斯坦文集》第 

三卷，第181页。)他提出：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来 

说，不妨把它定义为 “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 

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科学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 

生行动的手段。至于宗教，则相反，它所涉及的是目 

标和价值，并且一般地也涉及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感隋 

基础．只要这些不是为人类的不可改变的遗传下来的 

本性所预先决定了的。宗教关系到人对整个自然界的 

态度．关系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理想的建立，也关 

系到人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 ，那些为我们的行为和为判断所必需 

的并且起决定作用的信念 ，不是单靠沿着 “坚实 

的科学道路”就能够找到的。因为科学方法所能 

告诉我们的，不过是各种事实是怎样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而想要获得这种客观知识的志向， 

则是人们能有的一种最高尚的志向。那么 ，这种 

“志向”是什么呢?也可以换而言之，人类生命的 

意义是什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 “就意味 

着要有宗教信仰”。爱因斯坦指出：一个人的真正 

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 

从 自我解放出来。一个人为人民最好的服务 ，是 

让他们去做某种提高思想境界的工作，并且由此 

间接地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当然，提高一个人 

的思想境界并且丰富其本性的，不是科学研究的 

成果．而是求理解的热情 ，是创造性的或者是领 

悟性的劳动。所以。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 

身彼此是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 

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 

但它还是从广义的科学学到了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 

达到它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目标。可是科学只能由那 

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 

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 自宗教的领域。同样属于 

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 

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 

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 

这样深挚的信仰。(同上。参阅第182页。) 

基督教信仰主张 “神借着他创造的大自然 (包括 

人类本身)向人们启示他自己，这是在任何时间、地 

点．人人均可领受的启示。” (《游子吟》，第2页) “人可 

以凭借由神赋予的理性去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进而认识神、荣耀神。”(同上。第181页)在这样的场 

合．基督教信仰与科学一般是可以相安无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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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 

既然这样，为什么科学与宗教之间还会 “引起 

残酷的斗争”呢?我们再来看看爱因斯坦的分析 

他指出：宗教领域同科学领域之间的冲突的主要来 

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 (爱因斯坦对鬼 

神、上帝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一点非常清楚、确 

凿，而且他本人对此有过科学的分析。可参阅作者 

发表于 2006年 3月 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的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一文。)比如，当宗教 

团体坚持 《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话都是绝对真理 

的时候，就引起了冲突。这意味着宗教方面对科学 

领域的干涉；教会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学说的斗争 

就是属于这一类。另一方面，科学的代表人物也常 

常根据科学方法试图对价值和目的作出根本性的判 

断，这样，他们就把 自己置于同宗教对立的地位。 

这些冲突全都来源于可悲的错误。 

当人们从历史上来看待这问题时．他们总是倾 

向于认为科学同宗教是势不两立的对立物．其理由 

是非常明显的。凡是彻底深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的 

人．对那种由神来干预事件进程的观念．是片刻也 

不能容忍的——当然要假定他是真正严肃地接受因 

果性假说的。他用不着恐惧的宗教 ，也用不着社会 

的或者道德的宗教。一个有赏有罚的上帝．是他所 

不能想象的，理由很简单 ：一个人的行动总是受外 

部和内部的必然性决定的，因此在上帝眼里，就不 

能要他负什么责任。正像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不能对 

它的行动负责一样。有人因此责备科学损害道德． 

但是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一个人的伦理行动应当 

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以及社会联系和社会需 

要上：而宗教基础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因 

为害怕死后受罚和希望死后得赏，才来约束 自己， 

那实在是太糟糕了。(参阅《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 

282页。)这样，就不难看出，为什么教会总是要同科 

学斗争，试图把科学纳入宗教体系也是一种方式。 

正是宗教传统的这种神秘的内容．或者更确切 

些说，这种象征性的内容 ，可能会同科学发生冲 

突。只要宗教的这套观念包含着它对那些原来属于 

科学领域的论题所作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式陈述 ．这 

种冲突就一定会发生。因此，为了保存真正的宗 

教．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在那些对实现宗教的目的实 

际上并非真正必要的问题上引起冲突。 

爱因斯坦确信：宗教传统的这种神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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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不足取的，而且也是可悲的。因为一种不能 

在光天化 日之下而只能在黑暗中站得住脚的教义． 

由于它对人类进步有着数不清的害处，必然会失去 

它对人类的影响。在为美德而斗争中，宗教代表人 

物们应当有魄力放弃那个人格化的上帝的教义．也 

就是放弃过去曾把那么大的权力交给教士手里的那 

个恐惧和希望的源泉。在他们的劳动中，他们应当 

利用那些能够在人类自己的身上培养出来的善、真 

和美的力量。不错，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然 

而却是一个价值无比的任务。在宗教代表人物们完 

成了上述的净化过程以后。他们必定会高兴地认识 

到：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 

义也更加深远了。(参阅《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85页。) 

四、基督教信仰者对进化论的态度说明了什么? 

《游子吟》一书中专辟有一章讨论 “创造论与 

进化论”的，提出进化论只是一种尚未被证实的假 

说 ，挑出了不少 “毛病”，罗列了各种理由，结论 

为：还是 “创造论”高明，应当相信 《圣经》的说 

法， “生物是神各从其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虽 

然微小的进化，如从野生到驯养所引起的变化，育 

种学家培育的动、植物新品种等，可能发生，但难 

以超过 ‘种’或 ‘属’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导致进 

化的发生”。 (第254页) 

基督教信仰既然与科学是 “和谐”的，那么为什 

么对进化论却如此另眼看待呢?那是因为进化论对 

《圣经》的权威提出了质疑，触动了基督教信仰的根 

基，造成了后者的 “致命伤”，这是万难容忍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综合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 

通过大量的观察与实验，尽可能令人信服地论证了 

物种起源的科学假说。至今它已具有古生物学、比 

较解剖学、胚胎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等各方面的 

证据，这就对 《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提出了空前 

严重的挑战。不管新的科学发现还会如何难为进化 

论，不管进化论在一些内容上还需要作什么样的充 

实和改变，它已经是能够对生物进化、人类起源等 

问题给出较好解答的科学理论了。随着遗传学的发 

展。现在又可能从遗传学的角度进行重要的补充和 

阐发。使生物进化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基督教信仰者认为， 《圣经》是永恒和绝对可 

靠的 “真理”，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接受和服从，因 

为 “神的存在无需证明。也是人有限的理智无法证 

明的” (同上，第2页)；而进化论的研究却是谨慎的、 

试探性的，它并不自诩为完美无缺，承认还有不少 

困难，而这正是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区别之一。 

基督教信仰者对进化论的态度说明了爱因斯坦 

所说的 “宗教净化过程”还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它 

将是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即使在高弹 “和谐” 

论调的时候，基督教的护教卫士也决不会放弃对进 

化论等击中其信仰要害的科学理论发难。 

五、基督教信仰利用和歪曲现代科学成果 

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影响的日益强大． 

因此基督教信仰对科学更加 “友善”，对现代科学的 

成果更加关心，更加强调：神的存在 “一方面写在 

《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 

不同，却绝对不能彼此发生冲突。” “我们需要做的 

是，坚信 《圣经》，坚信科学与 《圣经》决不会彼此 

相悖”。(《游子吟》，第255页)于是，基督教护教卫士 

也学习、研究现代科学，企图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 

果来为 《圣经》辩护。为什么说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相符合”呢?因为 《圣经》中充满了 “科学预见”， 

神创造了宇宙规律，科学家只是发现了而已，科学 

再发展，也脱离不开神的 “掌心”； “神不仅是宇宙 

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维护者”， “人即使可以认识 

宇宙，却绝无力维持宇宙。所以，无论科学怎样发 

展，人类永远需要神。” (同上，第170页)就这样，基 

督教信仰 “大大地超越科学”了。 

基督教信仰还抓住一切机会，歪曲地利用现代 

科学成果。在说到如何理解光的波粒二象性时，竟 

然能联系到： “我们读 《圣经》时，也同样面对很 

多难解的地方，比如，道成肉身的耶稣，既有人性 

又有神性，既是人又是神。我们是否也可像科学家 

接受光的两重性一样，谦卑下来，凭信心接受耶稣 

的神、人两重性呢?” (同上，第164页)这也算得上 

宣讲 《圣经》的一点儿 “发展”吧。 

不是还有人在宣扬 “唯能论”时说过： “如果 

基督教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当然应期望在物理 

学领域的动态能和活动之类的迹象中发现圣灵的证 

据。正如现代物理学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能量是整 

个物质世界的本质基础，对基督教徒来说，这显然 

是能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圣灵在物理学领域里的表 

现。” (转引自IG巴伯《科学与宗教》，第362页)能量被当 

成 “圣灵”的表现，灵魂就有了藏身之所，神、鬼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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