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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对科学思想的促动

——关于徐光启倡议演绎推理的分析

尚智丛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49)

摘 要：明末中西会通，由神学而至科学，演绎推理的引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功归于徐光启。

深入历史的研究发现，徐光启先为神学中清晰切实的层层阐述所震动，了解了演绎推理的认识作用，而后则

钻研西学，翻译《几何原本》，确定演绎推理中文名词与规则，明确演绎推理方法，并以之研究科学、论述“以耶

补儒”的积极作用。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天主教神学的传播促动了徐光启的科学研究，从而将一种重

要的认识方法传入中国，为当时及后来的学者所广泛学习，并用以发展知识，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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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学者广泛学习演绎推理并将之用自然科学研究，起于明末徐光启(字子先，号玄

扈，上海人，1562—1633)与利玛窦(Mat呦趾ci，字西泰，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1552—1610)合译《几何原
本》(1607年)。在翻译过程中，他们确定了演绎推理各概念的中文名词与方法规则，“开辟了与历来传统大

不相同的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那么，徐光启何以倡议演绎推理?他是如何了解到演绎推理在认识以至

科学认识中的重要意义的呢?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探究起来并非简单，因为，明末西方思想向中国的传播

并非单纯的科学传播，而科学思想的传播却起于天主教神学传播。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明末天主教神学思想如何促动了科学思想的在华传播。

一、徐光启认识演绎推理的过程

徐光启与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定演绎推理各概念之中文名词与方法规则，有开天之功。然而，其了解

演绎推理却早于译著《几何原本》。徐光启青年为学既注重说情说理，又注重对“实理”(也就是明白切实的命

题)的阐述。徐光启自少年人馆求学至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大部分青壮年时间都用于求学了。

他一方面钻研理学，寻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另一方面，又对当时流行的空洞玄学颇感困惑与厌恶，希

望能够找到切实明白地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理的学问。这也是促使他后来转向程朱理学，并倡导实

学的重要原因。徐光启一生明确反对空洞八股。他于1619(万历四十七年)家书中教导儿孙如何做时文时

自嘲：“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他甚至谏言皇帝：“若今之时文，直是无用”。【23实际上，第一次使徐光启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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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上有所震撼的是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在韶州(今广东韶关)与传教士郭巨静(Iazare cattaneo，字仰风，

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1560—1640)的谈学。

郭巨静稍晚于利玛窦来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到韶州，协助利玛窦传教。1595年，利玛窦北上，郭

巨静留守韶州教会。次年，徐光启授馆为生，陪赵凤宇赴浔州上任知府，途径此地，与郭巨静谈论修身之学。

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等传教士入华以后，与中国士人接触，谈论学识，其中主要内容是涉及修身的伦理

道德之学及神学。郭巨静中文著述有《灵性诣主》、《悔罪要旨》、《迎接战斗：论来世》以及学习中文所用的《音

韵字典》。b3前述三部著述从神学角度讨论人的品行修养。中国士人历来关心修身之学，徐光启为郭巨静所

谈吸引并感动，认为其所言“明白真切”、“耸动人心”。这是徐光启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直接接触，并亲耳聆

听天主教学说。他由此开始关注、学习天主教学说，并逐渐信仰天主教，最终于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在南

京受洗人教，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认为天主教所言之理“明白真切”，以之可以摒除当时流行的空洞

玄虚之论，从而“救正佛道，补益儒学”。天主教学说的“明白真切”实来于运用演绎推理的论证和阐述。当时

天主教采用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哲学体系，通篇采用三段论的论证形式。徐光启深为这一新颖的人生哲理的

阐述形式所震动。这是徐光启第一次接触到演绎推理。此时他只是感受到这一逻辑形式在说理上的巨大功

效，对其中的规则还知之甚少。

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留京入翰林院，始与传教士广泛接触，开始钻研数学与科学问题。在与利玛窦

谈学的过程中，徐光启了解到更多的天主教神哲学与自然哲学知识。利玛窦本意直接传播天主教义，但磋商

的结果是两人达成一致意见：最重要的是建立良好的认识方法。因此，二人商定首译《几何原本》。徐光启评

价《几何原本》时说：“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

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人具上资而意

理疏莽，即上资无用；人具中材而心思缜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几何之学，缜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

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43在他看来，《几何原本》的最大作用在于学习认识方法、提高认识能力。由此，则

可以“无一事不可学”。自1605年起，经过三年的努力，《几何原本》译成刊刻。通过对《几何原本》的学习，那

一时代的许多学者了解并学会了使用演绎推理。

《几何原本》完成之时，徐光启即将演绎推理确定为基本且重要的认识方法。他明确提出：“夫儒者之学，

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物理渺隐，人才玩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5]‘‘因既明，

累推其未明”的认识方法就是《几何原本》所采用的演绎推理。徐光启以之为治儒学的基本方法之一。[63徐光

启的见解得到同时代有识者的赞同。在其工作基础上，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号良庵居士等，浙江杭州

人，1565—1630)与傅泛际(字体斋，naJleois Fu砌do，葡萄牙人，耶稣会传教士，1587—1653)合译专论三段论演

绎推理的著作《名理探》。1683年，当时执掌钦天监的传教士南怀仁(字敦伯，FeIdlland Verbiest，比利时人，耶

稣会传教士，1623—1688)编辑此前中西学者著译的逻辑学与科学著作，并加以补充，形成60卷《穷理学》。

该书以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形式阐述科学知识，其中相当部分内容或单行或辑人《四库全书·子部·西洋新法算

术》等书集，对当时及后世学者形成很大影响。。¨

二、徐光启对演绎推理的认识

在翻译《几何原本》过程中，徐光启与利玛窦成功地创制了与拉丁文对应的术语，如“界说”(即“概念的定

义”)、“求作”(即“公设”)、“公论”(即“公理”)、“题”(即“命题”)。其中的绝大部分含义明确、具体，只有少量

与原拉丁文术语在含义上有少许差别，但这些瑕疵对全书的影响很小。欧几里德几何学是利用概念定义、公

设、公理求证命题的严格的演绎推理体系。徐光启与利玛窦采用的翻译底本是当时欧洲广为流传的克拉维

斯(C．Cl莉us，1573—1612，德国数学家，利玛窦的老师)编著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拉丁文15卷评注本。利用

他们所创制的中文术语，徐光启与利玛窦恰当使用逻辑语词，就将原文中证明与反驳的逻辑结构很清晰地在

译文中表达出来了。这一最富创造性的成就，使得《几何原本》成为中国士人学习演绎推理的最佳教材。[81由

下边卷一第一题的论证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演绎推理的运用。

“于有界直线上求立平边三角形(即‘平面等边三角形’)。法日：甲乙直线上求立平边三角形。先以甲为

心、乙为界，作丙乙丁圜；次以乙为心、甲为界，作丙甲丁圜。两圜相交于丙、于丁。末自甲至丙、丙至乙，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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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即甲乙丙为平边三角形。论日：以甲为心至圜之届，其甲乙线与甲丙、甲丁线等；以乙为心，则乙甲线与

乙丙、乙丁线亦等。何者，凡为圜自心至界各线俱等故(界说十五)。即乙丙等于乙甲，而甲丙亦等于甲乙，即

甲丙亦等于乙丙(公论一)。三边等，如所求。”[93该题中，先以甲乙线段的两端点甲与乙为圆心，分别作圆；两

圆相交于丙、丁两点。连接甲丙、乙丙二线段，则所成三角形甲乙丙即所求。如图1所示。求作之后进行求

证。求证过程中，使用了“故”、“则”、“即”、“亦”等逻辑词语，从而明确表达出，以界说十五“凡为圜自心至界

各线俱等”为前提推论出“乙甲线与乙丙、乙丁线等”。以公论一“设有多度，彼此俱与他等，则彼与此自相等”

为大前提，以“乙丙等于乙甲，而甲丙亦等于甲乙”为小前提，推论出“甲丙亦等于乙丙”。

图1求作立平边三角形

对上述议题论证过程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借助严格明确的术

语和逻辑词语，徐光启与利玛窦在《几何原本》中表达了演绎推理。

徐光启对演绎推理最为推崇之处在于由明白切实的前提推演出深

刻的结论。他以利玛窦名义所写《几何原本引》明白地表述了这一

观点：“题论之首先表界说，次论公设、题论所具。次乃具题，题有

本解，有作法，有推论。先之所征，必后之所恃。⋯⋯一先不可后，

一后不可先，累累交承，至终不绝也。初言实理，至易至明，渐次积

累，终竟乃发奥微之义。若暂观后来一二题旨，即其所言，人所难

测，亦所难信。及以前题为据，层层印证，重重开发，则义如列眉，

往往释然而失笑矣。”([5]，p．261)由其所提倡的这一“理推之法”为

其同时代学者广为推崇，以至后来南怀仁编写《穷理学》时即以“～

理推”分卷，如第七卷“轻重之理推”。

在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学术交往中，徐光启习得大量西学知识，会通中西，重建学术。他将西学分为修

身事天之学与格物穷理之学两大类，又以象数之学(数学)为格物穷理之学的分支。修身事天之学，又称“天

学”，实际上就是天主教学说，包括伦理学、神学和政治经济等实用性的社会科学；格物穷理之学，包括逻辑学

与方法论、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关于这三种学问的关系，徐光启曾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

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掰析，亦能使人无疑。

而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其易信，使人绎其文，想见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学，可信不疑。”[1们这三种学问的共

同特征是“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掰析，亦能使人无疑”。其中重要的是“分解掰析”，也就是命题

间的演绎推理，这保证了“一一皆精实典要”、“能使人无疑”。三学之中贯穿着演绎推理这样一条重要的认识

方法，并由此而统一起来。学习西学应从基础做起，因此，徐光启言：“余乃亟传其小者”。

1605年以后，徐光启按照他所提出的“度数旁通十事”发展“格物穷理之学”，且以“《几何原本》，度数之

宗”。([10]，p．75)演绎推理在其发展格物穷理之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拙著《明末清初(1582—

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已做有详尽阐述。那么，他如何认识演绎推理在修身事天之学中的作用呢?

徐光启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那里学到的是中世纪正统天主教理论——托马斯·阿奎纳神哲学。该理论

综合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运用三段论演绎推理构造成严格的唯理主义体系。三段论演绎推理为这套理

论提供了最重要的论证和阐述方法。徐光启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自1695年起，他就学习这一理论，并倡

导以之补充儒学在伦理道德效用方面的欠缺，即所谓“以耶补儒”。正因如此，现代学者多认为徐光启从“儒

效”角度出发，采用拟同之法接受天学。u¨H2’那么，徐光启如何看待天学的伦理道德功能呢?或者，换句话

说，他为何认为天学具备补充儒学伦理道德效用欠缺的作用呢?

对此，徐光启在《辨学章疏》给出了论述：“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中小慈爱为功

夫，以恰善改过为人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一切戒训

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其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

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繇中故也。”[133他认为天学之上帝、神修、天堂地狱、灵魂得救等

观念都是至上的天理，而对这些天理的认识就可以完善伦理道德。其根本在于“盖其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

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繇中故也。”可见，天学所言之恩、之理的“明

白真切”是其有此功效的来源。而此“明白真切”则来于运用演绎推理的论证和阐述。他相信籍此“实理”就

可以“诚正修齐治平”，其结果“则兴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之上矣”([13]，p．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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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自《大学》始就将“诚正修齐治平”建立于“格物致知”之上。朱熹、王守仁对此更有多方阐发。虽然

朱熹最终落实于心外之“天理”，而王守仁落实于心内之“良知”，但二者都强调对道德规范的“明觉精察”是个

人道德和社会伦理建设的根基，是实现理想政治的基础。心学本是徐光启看家功夫，但他认识到王学末流封

域于一己之意阐发“良知”，流于禅佛，脱离现实生活，从而使“良知”、“义理”之论虚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他转向朱学“格物致知”，并会通天学。而天学的“明白真切”，及由此而产生的“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

于繇中”的震撼，使他确信天学可以“补儒辟佛”。

有了对天学伦理道德功效的认识，在《辨学章疏》中，徐光启接着就通过比较，详细论证了“以耶补儒”。

他首先提出儒学政教传统“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臣尝论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

于善，禁人于恶，致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马迁所云：颜回之天，盗趾

之寿，使人疑于善恶之无报，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

([13]，p．432)其次，他认为百千年来佛道两家“其言似是而非”、其旨“幽邈而无当”、其法“乖谬而无理”，使人

无所适从、无所依据。他说：“于是假释氏之说以辅之，其言善恶之报在于身后，则外行中情，颜回盗趾，似乎

皆得其报。谓宜使人为善去恶，不旋踵矣。奈何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

也。说禅宗者衍老庄之旨，幽邈而无当；行瑜迦者杂符谶之法，乖谬而无理。且欲抗佛而加于上主之上，则既

与古帝王圣贤之旨悖矣，使人何所适葱、何所依据乎?”([13]，p．432)再次，他指出西洋各国奉行天学，“其法

实能使人为善”。通过上述比较，他得出结论：“必欲使人尽为善，则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

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13]，p．432)

从徐光启的论述，可以看到：其一，出于对天学的现世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的肯定和赞赏，徐光启真心皈依

天主教。在这一点上，他发扬了明代东林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其二，他以儒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说来

理解天学，使之适合于他本人设想的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建设。这其中，他充分发挥了天学以演绎推理阐发道

德观念的积极作用。

三、结 论

由上述两节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两点认识：其一，利玛窦等传教士将修身事天之学与格物穷理之学结合

起来向徐光启等中国土人传授，这是符合耶稣会所遵从的神哲学经典的，在神哲学中二者就是一体。同样，

徐光启也认为，二者以及格物穷理之学之下的数学是统一的，统一的重要因素是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阐述

和发展知识的基础。其二，徐光启首先接触的是神学，为其中演绎推理所产生的清晰切实的层层阐述所震

动。这促使他钻研西学，翻译《几何原本》，发展格物穷理之学，并以演绎推理的积极作用论述“以耶补儒”的

意义。简而言之，徐光启由神学而了解演绎推理的认识作用，通过科学研究而明确演绎推理的方法，之后，又

以演绎推理而坚定其天主教信仰。

就此一事件而言，天主教神学的传播促动了徐光启的科学研究，从而将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传人中国，

为当时及后来的学者所广泛学习，并用以发展知识。思想的传播与交融是复杂的，正如中世纪孕育了近代思

想一样，明末中西思想的会通促生了许许多多新思想。演绎推理在中国的扎根与发展，推动了中国科学与学

术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席泽宗、吴德铎：徐光启研究论文集[c]．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p．3．

[2]王重民：徐光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p．16．

[3]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pp．61—62．

[4]徐光启：几何原本杂义[A]．王重民编著．徐光启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pp．76—78．

[5]利玛窦、徐光启：译几何言本引[A]．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C]．北京：中华书局．1989．p．259．

(6] 尚智丛：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pp．101—105．

[7] 尚智丛：南怀仁《穷理学》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结构[J]．清史研究．2003第3期．pp．73—84．

[8]Engelfriet，P吼er M．，EEd以抚c7西m，豫e G锄es括矿tk，融乃讲堪妇幻n矿蜀删j Ebne，出讥1607&如忍船i嘲砌Lp幻1723[M]，

[下转第17页]

21
 万方数据



文化传统的一种后果。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大力进行工程文化的建设。工程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工程，是物质工程中的精神工程，

是建造活动的灵魂。没有优质的工程文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优质工程。这也表明，工程决不仅仅是工程本身

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建构问题，一个国家工程的状况和整个国家的社会与文化状况紧密相关。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工程的人文社会研究需要重视对当前中国工程建设中的文化问题研究。我们是一

个工程大国，可以说中国目前已具备了较强的工程和建造能力，以至于可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并且几乎

同时拥有世界最大的工程和最多的工程量。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能称为技术大国，因为我国的发明专利远不

及日本甚至韩国[12】，我们在制造许多工程活动所使用的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基本依赖于从国外进口；另一

方面我们也不能成为工程强国，因为工程中技术含量不高，工程的质量也普遍地令人担忧，工程事故频频发

生。从根源上可以说是缺乏一种健康的工程文化。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呼唤和着力建设一种可以引导我们走

向工程强国的工程文化，需要工程师、管理者和工程活动的一切参与者和使用者在工程观念、工程精神、工程

伦理和工程价值观上，革除消极落后的东西，培育积极先进的因素。技术可以引进，但工程文化是买不来的。

如果我们不能在工程文化的建设上有实质性的进步，我们的工程水平和工程能力的提高就只能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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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莱布尼茨自然神学思想的研究结果，本文还表明了对科学与神学关系的一般看法：自然神学某种程度上已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哲学基础；近代科

学家传承了这种自然神学的思维方式，使其成为了近代科学兴起的思想背景和促进因素；自然神学可作为“李约瑟问题”的一个解。

6.期刊论文 吴娜 真理的交融——科学与神学的对话 -理论月刊2008,""(3)
    科学与神学之间普遍相通的地方和可以提供给对方补缺的东西,使它们之间仍然有求同的目标,以及互相交融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科学会告诉神学物理

世界的结构和历史;神学接受后把它们融汇在对上帝的赐予更深刻更全面的信仰中;神学不能指导科学具体应该思考哪些问题,但神学通过回答有关"为什

么"的问题,来弥补科学的缺陷--有关"怎么样"的问题,使人们更容易理解科学事业的成就和特征;这使二者的交融具有了可能性.而它们在人类理性上的统

一和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使交融成为必然.

7.期刊论文 高秉江 自然神学与科学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8(4)
    自然神学与自然神论体现了宗教神学与科学在深层思考上的相通融性,这具体表现在理性统一性、终极实体性、时间与空间的极限等诸多问题上,宗

教与科学有诸多对立,但这些对立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诸多通融性和互补性.宗教神学在诸多问题上启示和推动过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8.期刊论文 刘魁 揭开牛顿的异端神学与科学研究之谜--兼论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4,17(3)
    牛顿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具有卓越见识的神学家.长期以来,牛顿的异端神学信仰是一个被隐埋在其数百万字手稿中不为人所知晓的秘

密.本文依据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牛顿手稿与生平的研究资料,探讨了牛顿异端神学信仰的形成,阐述了其异端神学与其科学信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澄清了

我国学术界有关牛顿科学信念的误区.

9.期刊论文 郭燕杰.李好.Gun Yanjie.Li Hao 试探牛顿神学自然观及其与机械论思想的关系 -科学之友

2009,""(14)
    近代经典物理学奠基人牛顿,是一位有着浓厚神学思想的近代科学家.文章首先介绍了牛顿的神学自然观,从分析其特征出发探讨了近代科学和神学的

关系,得出近代科学史上神学和科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最后以牛顿的相关神学自然观思想为视角,剖析牛顿机械论思想在具体科学思想中的

体现和作用,并以此来探讨神学和科学结合的可能性和途径.

10.学位论文 张骥 达尔文进化论对宗教思想的影响1859—1909 2010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正式宣告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诞生。1909

年，在纪念达尔文诞辰100周年和《物种起源》发表50周年所召开的大会上，诸

多西方学者讲演了有关进化论的课题，根据会上研讨内容整理出版了论文集《达

尔文与现代科学》，其中P.N.Wagett教授在《达尔文对宗教思想的影响》一文中

总结性地讨论了进化论与宗教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截取1859——1909年这一

历史时空中的有限时段，从科学的角度集中论述了《物种起源》发表50年来对宗

教神创论和自然神学设计论的影响，以及宗教思想在此影响之下所发生的变化。

本文在结构框架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的重

构，其中共同由来学说是进化理论的主线，而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则是达尔文理

论的创新。第二部分重点论述达尔文进化论对基督教神学的冲击。进化论对宗教

神创论的冲击至“牛津论战”达到巅峰，科学与宗教神学的冲突集中在“人”的

问题上，从而导致人的科学范式与神学范式之争，争论涉及了人类的由来以及人

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而自然神学设计论也在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中消解了。第

三部分以基督教派中的新教为例，论说进化论科学经验方法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

影响。施莱尔马赫和利奇尔等新教神学家利用现代思想，将宗教经验作为宗教新

的来源，致力重建处于困境中的基督教。第四部分除了论述在考察时期内基督教

神学的面临的挑战及机遇之外，也勾画了宗教在进化论的成就中的整体图景，对

基督教的神学历史做了展望，如危机神学、过程神学和人格主义神学，力求多维

度地展现基督教在一战以来所历经的改革创新和现今宗教的发展趋势。同时又回

顾了近代科学史上进化论与宗教的几次论争，包括“猴子审判”和“世纪审判”，

以及对现今的“智能设计论”的理解认识。其争论实质是新的创世论与进化论之

间关于宇宙起源的争辩。

达尔文进化论在诸多方面对当时的基督教教义提出了挑战。达尔文的共同由

来学说冲击了神创论及人类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这预示着对人类自身本性和命

运的重估与评价。达尔文进化论对宗教思想的巨大冲击主要聚焦在了“人”的问

题上，在人类来源和本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人从哪里来?人是自然进化而来的

还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如果人类是经进化而来，那么人类的出现是否就是自然

进化的目的?人类是进化的顶点吗?达尔文的回答是：人类与生物同源，人类不

是上帝有目的的仁慈创造，而是自然秩序及进化过程的一部分。达尔文将人类视

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人类的一切都可以用自然原因来解释，从而结束了基督教

所称的人类与上帝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达尔文继哥白尼之后革命性地将人类从

自然的中心“降”到与动物同等的地位，从而瓦解了基督教人类中心说，同时科

学地解读了人类自身的本性。事实上，达尔文只是撕开了宗教虚伪的面纱并科学

地还原了人类的本来面貌。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对自然神学设计论同样造成

了冲击。自然界生存斗争的残酷性和由此带来的巨大破坏性消解了设计论所主张

的那种自然的和谐，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随机性显示了万物并不是上帝的有目的设

计；生物的“完美”是相对的，只是对特定生活环境的有利适应、是自然过程的

历史产物。达尔文引入了竞争和偶然因素来解读自然的奇妙适应现象。进化论所

假定的自然原因完全将上帝和因特别目的所创造的万物分离开，新的解释模式通

过自然选择的随机过程排斥了设计神学。达尔文则消除了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从

而以动态的自然图景取代了基督教神学设计论的机械静态的自然观。进化论的生

物学观念与宗教思想冲突的同时，其科学思想模式和经验方法也激励了神学领域

相关思想模式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进化论观察和经验方法在神学、基督

教史和圣经评断中的强化作用；在进化论对信仰支撑的批判下，宗教护教学神学家

关于宗教体验的恢复引入；对于创世说和设计论古老形式的修正等。以施莱尔马

赫和利奇尔为代表的新教自由派神学为弥合宗教信仰与现代知识之间的裂缝，力

主以现代思想模式在基督教的神学范围内来重新建构基督教传统和信仰，并抛弃

与人类知识进步相冲突的传统教义。自由派神学寻求把信仰定位在人的共同体验

上，从而将外在僵化的基督教条转变为人们内心的宗教体验。宗教一旦设定了新

的起点，就进发出生命的活力，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自此不再出现，神学家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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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关注焦点出发，建构出风格各异的理论体系。神学发展在科学的批判压力

下绝境逢生，获得生机。“猴子审判”——“世纪审判”——“智能设计论”，进

化论与宗教的辩论仍然在持续。归根到底，二者争论的根源在于对“真理”的理

解。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真理，这也是人类的本性。人类对真

理的探索历经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真理、权威的信仰真理到现今的科学理性真理，

其中始终贯穿着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辩。从牛顿时代到现在，科学与教会教条的分

歧一直都存在。历史已经证明：真理的标准并不在宗教裁判所和教皇那里，科学

以正确合理性为目标，如果科学家发现理论与事实不协调，就会毫不犹豫地否定

它。因而“真理”也引发了人们无数的猜想和疑问。

本文有意在进化论与宗教抗争的基础之上，将此论题扩展到科学与宗教关系

的思考中。科学与宗教是冲突的还是截然的分离?这种冲突带给我们怎样的启

示?对争论双方而言：真理究竟是什么?二者是否是探究真理的不同途径?真理

是否存在?真理的标准又是什么?我将带着这些问题展开认真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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