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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界定 
魏屹东 

(山西大学哲学系，山西太原030001) 

近年来在关于科学与伪科学的讨论中，科学指 

的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楚。且常常将非科学与伪科学 

混同。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造成 了’混乱， 

囡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对于科学。人们的理解不外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科学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 

人们对它的理解主要有四： 

1．实证知识论 

从认识的结果看，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实证知 

识。美国大百科全书(1977年版)对科学的定义为 

“系统化的实证知识，或看作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 

所系统化的这样一种知识”。德国百科全书的解释 

为“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的总和，⋯⋯或是在 

总体上的描述、有计划的发展及研究”。我国《辞海> 

和(自然辩证法词典>中解释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 

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或正确反映 自然、社会和思维 

本质与规律的系统知识，是实践经验的结晶。” 

2．知识进化论 

从认识的过程看．科学是一种人类知识不断积 

累与深化而获得规律的过程。日本世界大百科词典 

称“科学是认识的一种形态，是指人们在漫长的人类 

社会生活中所获得和积累起来的。现在还在继续积 

累的认识成果，即知识总体的总和和连续不断的认 

识活动本身”。原苏联大百科全书解释为“科学是在 

社会实践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和不断发展的关于 自 

然、社会和思维及其规律的不断深人认识的过程。 

3．反映论 

从认识过程和结果看，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事物 

及其规律的认识或反映。英国新百科全书认为“科 

学是按在自然界的秩序对事物进行分类和对它们意 

义的认识。”法国百科全书的解释是“科学是通过揭 

示现象之中规律所取得的全部知识以及作为这些知 

识之基础的认识论。” 

4．文化现象论 

从文化大背景去看，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这 

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心智(理性)现象、语言现象、精神 

现象、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是 

一 种非常复杂的人类特有的现象。 

以上四种观点远没有夯尽对科学本质的认识， 

仅是对科学这一整体现象(或活动)的不同侧面的解 

释和说明。看来科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东西，随着 

人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自己的内 

涵。 

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思 

维科学为非自然科学。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主要 

有五点： 

(1)知识体系论 这是 19世纪以来的传统看 

法。认为科学是根据一定理论原则整理出来的知识 

的总和．这种知识不是零散的，而是由其内在逻辑特 

征和本质联系被揭示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完整的知识 

体系，本质特征是系统性和实证性。这与广 的科 

学的实证知识论一致。 

(2)探索活动论 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探索活动， 

是一个认识和创造过程。知识并不是科学，而是科 

学的产物。科学不在于已认识的真理，而在于探索 

真理。 

(3)工具论 科学是一种有理论、有思路和方法 

的探索自然奥秘的工具。它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认 

识和描述，更是应付或适应外部世界的工具。 

(4)约定论 科学不是由经验决定的，而是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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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共同体共同约定的东西，它不能被经验证据确 

证或反驳。这主要是彭加勒的观点。 

(5)信念论 这主要是库恩的观点，他认为科学 

是科学共同体按照其成员公认的信念所进行的研究 

活动，是根据范式解决实际难题的创造性活动。信 

念论与约定论极为相似，如出一辙。 

显而易见，知识体系论从静态对自然科学进行 

描述，不足以反映自然科学的本质。探索恬动论从 

动态对自然科学进行考察．关注的仅是其认识过程， 

而忽视其作为知识的一面。工具论将自然科学当作 

应付环境的工具，仅注意到其功利的一面，是典型的 

实用主义。约定论强调科学共同体的作用，突出了 

其主观性、非理性和杜会性的一面，而忽视 了_自然科 

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信念论关注人的精神方面， 

将自然科学归结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与宗 

教的信仰方式没有多少区别。因而不可取。 

概言之，科学是人类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外部世 

界的一种探索性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实践括动． 

它有其共同体、结构和建制，具有实验性、探索性、理 

性和逻辑性等特征．并通过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 

形成完整的、不断发展的由定理、定律和理论等构成 

的实证知识体系。 

非科学是指广义的科学之外的所有知识体系或 

观念，包括形而上学、宗教、神学、灵学、占星术和迷 

信等。它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科学的特征。需要指 

出的是．非自然科学不是非科学．因为非 自然科学与 

自然科学虽然在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方法及目的 

上有明显区别．但共同点是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即研 

究对象均是客观实在的不同运动形式．如机械的、物 

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思维的和杜会的运动形式，正 

因为运动形式的不同，才分为不同的科学形态。而 

非科学则不具有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这一本 

质特征．其研究对象要么是虚构的，要么是臆造的． 

要么是凭空想象的．这一点必须澄清．混同二者会造 

成思想上的混乱。 

非科学按其完备程度及其与科学密切的程度可 

分为系统性非科学和非系统性非科学。前者如形而 

上学和宗教具有较完备或系统的知识体系．也具有 

科学的部分特征如理性和逻辑性，与科学既相互联 

系又相互作用，既对立又统一，既有促进科学的一 

面，又有阻碍科学的一面。后者如神学、灵学、占星 

术和迷信等几乎设有任何科学的特征．其体系一般 

也不完善，远离科学而靠近愚昧，与科学完全对立． 

因而有必要做区分，但需澄清的是，非科学还不是伪 

科学．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成伪科学，当且仅当它 

冒充科学时。 

伪科学是指明知自己不是科学却偏偏谎称自己 

是科学，或伪装或冒充科学的非科学或反科学。它 

是伪科学行为的产物。伪科学行为指一部分人(有 、 

意或无意更多是有意)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赖和尊 

崇而又缺乏对科学知识的了_解．打着科学的旗号制 

造、宣传和推销、贩卖非科学或反科学的东西．以此 

来欺世盗名，赚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不道德甚至 

是违法行为，严重的会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混乱，在 

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伪科学是在科学取得 

巨大成功，并广泛为人们所接受时才出现的。如同名 

牌产品成名之后才有人假冒一样。 

伪科学根据其来源不同可分为传统伪科学和新 

生伪科学。传统伪科学指冒充科学的非系统性非科 

学．即由非科学转化而来的神学、灵学和迷信等，这 

种伪科学一般比科学的历史还久远，有深厚的历史 

根源和广泛影响．一般会得到系统性非科学如宗教 

的支持，也有一套知识体系(尽管不完善不系统)，在 

早期往往与科学相混淆。它利用人们对原有知识体 

系和科学的双重信赖而进行活动．使缺乏科学知识 

的人上当。新生伪科学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某 

种名利的诱引．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假科学或 

反科学，如科学算命、伪气功、永动机、水变油和 N 

射线等。它又可分为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伪科学和科 

学共同体之内的伪科学。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伪科学 

更具危险性，更难以识别．人们更易上当受骗。这种 

伪科学说到底已是明知故犯的反科学．我们必须坚 

决反对。至于与传统科学理论相抵触或相矛盾的新 

提出而又未加证实的假说，是科学内部的学术之争． 

不能不加区分而一概斥为伪科学，至多只能算作科 

学异端，这一点也需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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