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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科学解释学的视 角看，世界观是描述、解释 、说 明和预测世界所有现象包括 自然和社会 的有组织的 

方式，它具有根本性、似真性、公理性、隐喻性 、独立性 、整体性和稳定性等特征。人 类在认识世 界过程 中形成 了四 

种不同的世界观，即神秘诗意世界观、有机论世界观、机械论世界观和语境论世界观 ，这些世界观表 面上看是对立 

的，而实质上是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并且具有内在一致性 的，彼此可 以整合为新的世 界观 ，其 中互补性是描述不 同 

世界观之间整合的最佳概念框架，并且它的对科学认知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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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观的内涵、结构及其特征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包括 自然界 、社会和人 的 

思维的总的根本看法，它是哲学层 面的元理论图式 

和信念，自上而下地指导着人们 的一切行为。从科 

学解释学的视角看 ，世界观可以被定 义为描述 、解 

释、说明和预测所有现象包括 自然和社会的有组织 

的方式。反映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上，世界观具体 

表现为天文学 的宇宙模式 ，譬如 中国古代 的“盖天 

说”、“浑天说”、“宣夜说”，古希腊的“中心火焰说”、 

中世纪的“地心说”，近代哥白尼的“日心说”，现代爱 

因斯坦的“有限无限宇宙学说”、“大爆炸宇宙学说”、 

“稳恒态宇宙学说”、“等级宇宙学说”、“对称宇宙学 

说”等。反映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世界观具体 

表现为各种整体 的自然观，譬如古代朴素的有机 自 

然观、中世纪神学 自然观、近代机械的 自然观、现代 

辨证的自然观等。 

世界观是具有结构的。欧文顿(w．F．Overton) 

提出了世界观的三元结构 ：硬核假定、实证研究启示 

法和理论家族]-ll(P191—226)。硬核假定类似于拉卡 

托斯的研究纲领的“硬核”，它是世界观的核心部分。 

机械论世界观的硬核假定是 ：实在世界是一个具有 

一 致性 、稳定性 、固定性 、线性变化的世界 。实证主 

义、经验主义的实在论是其典型代表，它不仅把无生 

命的物质世界看作机器 ，而且把人类也看作复杂的 

机器。有机论世界观的硬核假定是：实在世界是一 

个包括组织、活动、目的和辩证发展的有机世界。它 

把整个世界看作是像植物一样生长着的事物。人类 

是这种世界观的最典型代表 ，关 于人的有机论世界 

观认为，人类是一个活动着的有机体，它具有先天的 

心理和生理功能组织，积极地建构它周围的实在世 

界。语境论世界观的硬核假定是 ：实在世界是一个 

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网络。存在是按照在其语境 

中实体的关联定义的，即存在被定义为语境中实体 

的关联，真理是依赖于历史语境的。一句话 ，任何事 

件都是在社会的、历史的环境即语境中发生的。 

实证研究启示法是基于基本假定的研究纲领的 

经验规则。它们决定哪种方法论是最适合、最有用 

的。机械论启示法包括基本成分分析 、前提——结 

果分析、偶然性变化分析 、严格 的连续性、单 向因果 

性和线性因果性分析等。牛顿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 

是成功运用机械论实证启示法的例子。有机论启示 

法包括整体分析、功能——结构分析 、必然性变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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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相互因果性和组织化复杂性分析。皮亚杰的发 

展理论和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是成功运用有机论 

启示法的例子。语境论启示法包括逻辑——历史分 

析、认知——历史分析、历时——共时分析 、社会文 

化历史分析、多因素关联分析和语境分析，其最显著 

的特点在于它的广泛的透视性和生态性。它要求对 

所研究事物进行多维度分析和各种关联事物间的相 

互作用分析。威格斯基(Vygotsky)和布朗福雷布雷 

纳(U．Bronfrenrenner)的认知发展理论是成功运用 

语境论启示法的例子[2](P225—249)。 

理论家族指基于同一世界观的不同理论，这些 

理论构成一个理论集，就像源于一个祖先 的家庭树 
一 样。譬如 ，基于机械论世界观的实证 主义、经验主 

义、还原主义、行为主义和基于有机论的皮亚杰 的发 

展理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 、瑞克拉克的人类学理 

论分别构成了机械论和有机论的理论家族。 

无论是关于宇宙的世界观还是关于人和 自然关 

系的世界观 ，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 

(一)根本性 。世界观是人类一切认识的前提和 

出发点，属于元理论图式 ，我们找不到比它更根本的 

东西。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感觉经验是认识事物的起 

点，但经验不能把握本质 ，本质 的把握靠理性 ，而理 

性归根到底依赖于世界观。可 以说，感觉经验是认 

识的下限，世界观是认识的上限。世界观 自上而下 

地指导人类的认识活动。 

(二)似真性。世界观本身 总是被假定为真 ，不 

管它们以后被证明是多么的不合理，持某种世界观 

的人在当时有坚定的信念，确信它是真的。科学认 

识活动是人的主观能动行为 ，必须建立在信念 的基 

础上 ，正如罗素所说 ：“信念提供知识和谬见；它们是 

真理和谬误的载运者。”[3](p304)世界观改变的艰难 

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公理性。世界观就像几何学 的公理一样 ， 

是不证 自明的或不可证明的。世界观的真既然是依 

靠信念支持的 ，那么它要么不需要证明，要么就是不 

能证明。似真性隐含了公理性。 

(四)隐喻性。世界观是靠隐喻来说明的。隐喻 

指用一事物的特性来描述具有相似关系的另一事物 

的特性 。它的表达形式为“X是 Y”，而不是“X像 

Y”。前一种形式比后一种形式表现出更强的信念。 

譬如，有机世界观的隐喻是植物，机械世界观的隐喻 

是 机器 。 

(五)独立性。世界观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 

独立性，因为任何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都要利用先 

前遗留下来的现成的思想材料 ，新 旧世界观的更替 

存在着一定的历史继承 关系，如近代 的机械论世界 

观脱胎于古代的朴素有机论世界观，但朴素有机论 

世界观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六)整体性。任何世界观都是以整体的方式来 

看待世界的，只是看世界的方法不同而已，古代是直 

观和简单的方法 ，近代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现代是辨 

证的方法和系统 的方法。即使在生产力十分低下， 

人们还不会运用科学的方法精确描述客观世界的古 

代 ，“自然界还被 当作一个整体而从 总的方 面来观 

察’’[4](P3 0)。 

(-Iz)稳定性 。世界观一旦形成和确立 ，便具有 

稳定性 ，可以长期存在并影响人们的思维。譬如 ，机 

械论世界观 自文艺复兴产生 以来 ，在 自然科学中一 

直占据统治地位 ，即使在 2O世纪，仍然在相当的范 

围内起作用。例如，以还原论的形式在分子生物学 

中起作用，以认知主义的形式在人工智能中起作用。 

二、世界观的类型及其表现形式 

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主要有 

四种：神秘诗意世界观、有机论世界观、机械论世界 

观、语境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 

(一)神秘诗意世界观。神秘诗意世界观把整个 

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包括植物、动物 、人类 ，看 

作在更大范围中展现的“故事”的参与者。“故事”或 

事件及其原因被理解为是存在于一个或多个超人类 

的力量中。这些超人类的力量利用一系列方式把必 

要的信息传递给人类 ，而这些信息是通过隐喻 、故 

事、仪式、符号来表达的。通过这些信息寻求意义 ， 

可以告诉人们怎样做出反应或怎样生活，怎样 同环 

境相互作用 。宗教神学是这种世界观的代 表。“故 

事”是这种世界观 的隐喻。神秘诗意世界观的具体 

表现形式主要有：万物有灵论；神秘主义；先验论，包 

括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古代 

神话故事；唯灵论 ；信仰主义；宗教神学；非理性主义。 

(二)有机论世界观。有机论世界观把整个世界 

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包括植物、动物、人类，看作是 

一 个整体。整体 由部分构成 ，它可以被分割开来分 

别进行观察 ，但每一部分之间有密切联系，与整体不 

可分割。整体不是部分 的简单加合，它具有非加合 

性 。整体性是有机论世界观的核心 。有机体与其环 

境密切关联 ，但环境相对而言是被动的。有机体依 

据 自然法则并 由内部潜在规律支配 而逐渐走 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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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也就是说 ，环境是有机体的物质性支撑体 ，有机 

体依赖环境生存。在有机体的生长过程 中，有机体 

内部相互作用 以及整体动力是其生长的内因，环境 

是外因。生物学是其成功的标志。植物是这种世界 

观的隐喻。有机论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古 

代 自然观，包括中国的“天人合一说”、“阴阳说”、“五 

行说”；古希腊的“水原说”、“火原说”、“气原说”、“种 

子说”、“数原说”、“理念说”等；进化论 ；自组织理论， 

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 、超循环论和混沌理论。 

(三)机械论世界观。机械论世界观把整个世界 

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包括植物 、动物、人类 ，看作一 

架机器。它以纯粹机械的方式把离散 的各部分组织 

起来而产生行为。反过来 ，一旦 事物的所有部分 以 

及它们的行 为方式和它们的相互作用被确切地知 

道，事物的行为就是完全可以描述 的、清晰的、可预 

测的。而任何以机械方式构想的基本变化 ，如发展、 

生长 、死亡 等都能归结 于事物 内部或外部 的原 因。 

牛顿力学是其成功的杰作 。机器是这种世界观的隐 

喻。机械论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 ：原子论 ； 

机械决定论 ；还原主义；结构主义 ；行为主义 ；认知计 

算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四)语境论世界观。语境论世界观把整个世界 

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包括植物 、动物、人类 ，看作是 

在多层次环境 中不断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着的系统。 

这种多层次环境被设想为不断变化和积极影响它 自 

己以及它的环境 的整体。也就是说 ，任何事物 的变 

化发展都与其环境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语境论世 

界观拓展了人们理解事物 的范围，它把 当前事物看 

作是过去事物的结果和未来事物 的原因，即从 因果 

链看实在世界[5](P21—25)。生态学和系统学是其代 

表。历史事件是这种世界观的隐喻。语境论世界观 

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 有：历史主义 ；综合式唯物主 

义；语境主义 ；生态主义。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形成这 四种世界观呢?我 

们知道 ，人们面对同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在认识的 

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看待世界 的方式即世界 

观。这是人类的天性和社会性使然。 

在人类早期，人们对各种 自然现象 由于不 了解 

它们发生的真正原因，在强大的 自然力面前显得无 

能为力，往往把世界看作是 由某种神秘外在力量如 

上帝、神灵等支配的世界，自然而然会对它们产生一 

种敬畏感和神秘感 ，从而形成一种神秘世界观 ，原始 

宗教和图腾崇拜是这种世界观的典型表现形式。随 

着人类的认识能力 、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逐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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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将艺术性融入神秘世界观中，形成神秘诗意世界 

观。现代宗教、现代迷信和艺术认知模式是这种世 

界观的现代代表。 

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是以整体 

的、有机的方式看世界 ，例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 

说”、“阴 阳说”、“五行说”；古希腊 唯物论 的“水原 

说”、“火原说”、“气原说”、“种子说”、“原子说”等 ，以 

及唯心论的“数原说”、“理念说”等 ，它们把 自然界 

当作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并力图“在某种具有固定形 

体的东 西中 ，在某种特定 的东西 中去寻找这个统 

一 ”[6](P525)。而且在古代人看来，“整个 自然界，从 

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 

物到人 ，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 

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4](P16)，从而形 

成了有机论世界观。达尔文进化论的提 出，强化并 

完善了这种世界观。 

在近代，随着人们在生产 中越来越多地应用各 

种机械技术 ，为早期 的机械世界观提供 了大量 的感 

性材料。文艺复兴 以后 ，工场手工业特别是钟表业 

的发展和伽利略机械力学 的创立 ，更促进 了机械技 

术的发展 ，并激发学者们借鉴机械分析思想理解 自 

然。哈维用机械力学解释心脏的工作原理，把心脏 

比作水泵 ；笛卡尔把宇宙看作巨大的机械系统 ，把动 

物和人看作 自动机器 ；牛顿应用机械思想把天上和 

地上的力学统一起来 ，对经典力学作 了全面的概括 

和综合。牛顿的成功 ，强化了机械论的思想，科学家 

纷纷把牛顿力学引入各 自的领域解释 自然现象。道 

尔顿把质点和力的概念应用于化学，用原子论说明 

气体的性质 ；库仑把平方反比关系引入静 电学 ，揭示 

出静电力的内在关系；安培仿照万有引力定律给出 

平行导线 间的作用力公式 ，等等。整个 18世纪和 

19世纪 ，大多数科学家都按这种模式研究 自然。甚 

至 2O世纪不少科学家仍热衷于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譬如卢瑟福用太 阳系模型类 比原子模型 ；认知科学 

的范式是计算表征主义。在哲学上 ，霍布斯、洛克和 

法国“百科全书派”把科学中的机械论 自然观上升为 

机械唯物论哲学 ，霍布斯认为一切事物都受机械运 

动原理支配，人和自然没有本质区别，提出机械决定 

论的因果律 ；洛克认 为自然事物 的所有性质都 由物 

质微粒的量的机械组合决定 ，微粒靠万有引力而结 

合 ；法国百科全书派认为宇宙是一条机械 的无穷 因 

果链条 ，提出“人是机器”的命题 。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突破 了机械 沦世 

界观的制约，走向了整体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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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拉把这种世界观称之为广义系统论意义上的系 

统论世界观E7](P55)。在他看来 ，现代物理学(主要指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思想超越了笛卡尔和牛顿 的 

机械论世界观，它把宇宙看作是不可分割的、动态的 

整体 ，其各个部分在本质上相互联系，只有作为宇宙 

过程的形式才能被理解 。“宇宙被理解为动态的相 

互联系的事件的网络，网络上没有任何一个组成部 

分的性质是根本的，一个部分的性质总是服从于其 

他部分，它们相互联系的一致性决定着整个网络 的 

结构”[7](P67)。 

可以看出，人类认识世界能力 的提高以及不 同 

学科的产生 ，逐渐形成了不同于神秘诗意世界观 的 

有机论世界观、机械论世界观和语境论世界观。这 

三种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体现出综合——分化——综 

合的发展模式。不过这两种“综合”是不同的，有机 

的综合是未分化的、强调事物内部 自然发育、自我发 

展的综合 ，语境的综合是分化后的、强调事物和其环 

境多层次相互作用的综合。不同世界观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 ，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不断深化的过程。 

三、世界观的内在一致性 

不同世界观之间有无一致性?它们在科学认识 

中是单独起作用还是联合起作用的?下面我们做进 

一 步探讨 。机械论、有机论、语境论属于一般科学模 

式 ，它们基于以下假设 ：(1)任何事件都有一个原因。 

(2)原因是能够被认识 的。(3)人能发现事件的原 

因。(4)对于没有弄清 的原因并不表明人的认识能 

力的局限，而是研究的工具 的局 限和知识 的局限。 

科学家凭借这些基本假定和对这些基本假定 的信 

念 ，保持对关于世界绝对知识 的强烈爱好和兴趣。 

理性因果决定论和完全可知论是以上三种世界观的 

共同特点。科学是基于这三个模式的。 

神秘诗意世界观是科学 以外知识的认识模式， 
一 般是宗教和艺术的认识模式 ，其基本假定是 ：(1) 

任何事件都有一个原因。(2)特殊事件可能不能被 

经验所观察和发现。(3)人的生命力在于发现所遇 

到的事件的意义。非理性因果决定论和部分不可知 

论是其显著特点。 

尽管一般科学模式和神秘诗意世界观之间的差 

异是很大的，但它们之间的共性也是显 而已见 的。 

这四种世界观都承认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原因，是因 

果决定论的。因此，“原因”是它们的共 同基础。追 

求事物的原因是人类的共同天性。至于这个“原因” 

本身是什么则是有分歧的，有的认为是上帝 ，有的认 

为是内在矛盾。一般科学模式是经验和理性结合的 

可知论 ，神秘诗意模式是部分的经验可知论和部分 

的超经验不可知论。一般科学模式对于认识世界虽 

然十分有效，但过分强调和突出理性而忽视非理性 ， 

这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人为生态灾难。神秘诗意模式 

的神秘之处在于过分强调超经验和非理性而贬低了 

理性 ，这导致了人类认识的神秘性，但作为认识世界 

的一种方式仍有其合理性依据。不同点在于它们所 

运用的隐喻不同。机械论世界观的隐喻是机器 ，有 

机论世界观的隐喻是植物，语境论世界观 的隐喻是 

历史事件，而神秘诗意世界观的隐喻是“故事”。因 

此 ，从隐喻来看 ，机械论世界观、有机论世界观、语境 

论世界观是唯物论 、实在论的；神秘诗意世界观是唯 

心论 、反实在论的。 

由于世界观在基本假定——“原因”层面上是统 

一 的，因而它们是可以互补 的，互补的基底就是“原 

因”。互补的综合世界观是辨证的世界观，它把普遍 

联系、永恒发展和多样性统一融于其中。它体现了逻 

辑和历史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决定论和非 

决定论的统一、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统一、实在论和 

反实在论的统一。互补的世界观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神秘诗意 非理性 

机械论—— {因<一 语境论 

＼ ． 小 l ／ 

有机论 理性 

这一结构表明：四种世界观之 间并不是彼此独 

立的，而是互依的、互动的、互补的，它们可以相互作 

用，相互联系，彼此可以整合为新 的世界观。不仅作 

为一般科学模式 的机械论、有机论 、语境论可 以整 

合，而且神秘诗意世界观也能与一般科学模式整合， 

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基础。表面上看起来彼此对立的 

观点，如唯物论与唯心论、唯名论与唯实论、机械论 

与有机论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它们在原因层面上是 
一 致的。譬如 ，唯物论和唯心论虽然在“世界本原是 

什么”问题上有分歧 ，但在“世界存在本原”问题上是 

一 致的，即都承认世界有本原。 

四、世界观的互补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互补性是描述不 同世界观之 

间整合的最佳概念框架 。在这个概念框架 内，一些 

看起来相反和不相容的观点得到 和谐 的统一。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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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机械论模式的经典力学和有机论模式 的量子力 

学之间存在着三方面的二分对立：一是在可观察 的 

宏观领域，物体的运动状态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状态， 

观察没有改变它的性质。但在量子系统 ，情形是大 

不一样的，人们必须借助仪器进行观察 ，这一行 为 

很可能已改变了微观粒子原来 的量子状态；二是在 

宏观系统 ，因果关 系和时间空间协同关系是 同时存 

在的，是决定论的。运动物体的速度和位置不仅可 

同时精确测定，而且它可把动能传递给静止的物体 

而 自己保持相对静止。在量子力学系统 ，情形完全 

不同，因果关系和时间空间关系不再协调，是非决定 

论的。运动的微粒 的速度和位置不能同时精确测 

定 ，测不准原理描述的就是这种现象；三是关于光的 

本质在电磁学被描述为波 ，在量子力学 中被描述为 

微粒子(光子)。波耳认 为，这些表面上矛盾的观点 

和概念实际上是互补的，并不是一个绝对正确而另 

一 个绝对错误的。波粒二象性概念使波动说和粒子 

说得到统一。 

其实，世界观的整合从古至今都在发生着。在 

古希腊时代就存在着两种哲学倾 向：一种是把实在 

世界描述为静态的存在(being)，巴门尼德是这种哲 

学倾 向的代表；另一种是把实在世界描述为动态变 

化的实在(becoming)，赫拉克利特是这种哲学倾向 

的代表，他把世界看作是永恒流动和变化着的实在 ， 

即“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这两种哲学倾 向在亚里 

士多德那里被整合为关于实在的动与静统一的辨证 

本体论。 

在现代也存在两种哲学倾向：一种是洛克与休 

谟的经验主义 ，把实在世界或实体看作是可直接经 

验和感知的、可利用的世界 ；另一种是康德 的理性主 

义知识传统 ，认 为只有现象世界是可直接被个人经 

验的，强调认识 过程 的理性推理和辩证法方法论 。 

与古代哲学倾 向相比，现代哲学从本体论转 向了认 

识论。在认识论层面上，这两种哲学倾 向被整合为 

经验和理性统一的辨证认识论。譬如在康德那里 ， 

经验和理性就是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辨证 

地看待经验 和理性 的关系。即使在许多科学家那 

里 ，他们也 自觉或不 自觉地把经验 和理性结合起来 

认识事物。譬如牛顿 ，在他身上表现出多面性 ，既是 

经验主义者又是理性主义者，既是实在论者又是反 

实在论者 ，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 

科学家一般会受到多种世界观的影响。一种理 

论可能是机械论世界观的产物，也可能是有机论世 

界观或是语境论世界观的产物，拟或是它们交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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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产物。譬如 ，在心理学中，心理学家可能利用有 

机论的结构一功能方法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如皮 

亚杰模式 ，也可以利用机械论 的前提一结构分析方 

法和语境分析研究儿童集体学习行为，如运算条件 

模式。康德的星云假说就是把有机论 的世界观和思 

维方式引入机械论世界观的结果。恩格斯曾经高度 

评价这一理论 ，是“从哥白尼以来的天文学取得的最 

大进步”，是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 

第一个缺 口”E83(P96)。由此足见 ，不同世界观的融 

合、渗透和整合 ，会产生理论上质的突破和革命性的 

变革。 

神秘诗意世界观对一般科学模式也有影响。从 

起源上看 ，它比一般科学模式还早 。古代的各种神 

话故事 ，各种宗教无不是这种世界观的产物。在哲 

学上，毕达格拉斯的“数原说”、柏拉图的“理念说”以 

及后来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都受到神秘诗意世界 

观的影响。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就是把亚里士多德的 

有机论 ，拟或还有机械论的哲学观与神秘诗意世界 

观相混合的产物。在科学上，神秘诗意世界观虽然 

不被看作科学认识模式 ，但 在科学中的表现还是有 

的。在运用一般科学模式的世界观时 ，不免会渗透 

一 些非科学的成分。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同神秘的 

“第一推动力”的结合 ，就是机械论世界观与神秘诗 

意世界观的相互作用 ，或是机械论受到神秘诗意世 

界观的影响。与达尔文共 同创立进化论 的华莱士 ， 

由科学转向了神学，也就由有机论世界观走 向了神 

秘诗意世界观。英国化学家克鲁克斯 以发现化学元 

素铊和发明辐射计而 闻名 ，但他却转 向了降神术的 

研究。恩格斯把这种从 自然科学倒向神秘主义的现 

象称为“神灵世界中的 自然科学”E4](P34)。这些科学 

家为什么会倒向神秘 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 的，他 

们一方面停 留在经验的观察 上和 自然主义的立场 

上，藐视辩证法 ，或不懂辩证法；另一方面，他们虽然 

具有理性思维的头脑，但缺乏辨证思维 的头脑。但 

还有一点不容忽略 ，这就是神秘诗意世界观的影响。 

它可以把科学引向神秘 ，也可以把神秘引向科学 ，因 

为人不仅具有理性还具有非理性 ，不仅具有唯物性 

还具有唯心性。非理性和唯心性并不是科学一概都 

拒绝的东西 ，它们对于人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生物学中与机械论对立的有关生命现象的唯心 

主义学说 ，如活力论，或生机论 ，是典型的有机论世 

界观和神秘诗意世界观的混合物，它认为生命物质 

和非生命物质之间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 ，生命现象不 

能归结为物理 、化学现象 ，生物体 内具有一种超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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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学现象的“活力”的神秘力量。活力论在本质 

上是二元论世 界观的。生物学 中关于生命起源 的 

“自然发生说”，表面上看是有机论 的，但本质上是神 

秘诗意的，因为它在生命 的发生问题上是有机论立 

场，而在“原种”问题上则是神秘主义立场 。尽管它 

神秘 ，却导致了巴斯德的“生命说”和李 比希的“化学 

说”的争论以及后来毕希纳的“酶学说”对二者的统 

一

。 从某种意义上讲 ，神秘的“自然发生说”促进 了 

生物学的发展。化学 的前身——炼丹术和炼金术 ， 

可以说是神秘诗意世界观指导下的前科学活动。 

卡普拉在其名著《物理学之道 》中揭示出现代物 

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这两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的 

观念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他在该书的《再版 

前言》中写道：“对于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与东方神 

秘主义世界观之 间存在深刻和谐性的认识，看来只 

是一场更大的文化变迁的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之 

一

。 这场文化变迁将导致一种对于实在的新的观念 

的出现，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 的思想 、看法与价值 

观。”在他看来，“神秘主义思想给当代科学理论提供 

了坚实、恰当的哲学基础，也提供了一种世界观，使 

科学发现能够与精神方面的追求和宗教信仰完美地 

和谐一致”。尽管卡普拉夸大了神秘主义世界观的 

作用 ，但他看到了两种不 同世界观之间的联系。因 

此 ，神秘世界观和一般科学模式并不完全是排斥的，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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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has given out a new definition of world view which is an organized way of describing，explaining，and 

detecting all phenomenon in the world．It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types，features as well as consistency of world view，and 

finally reveals the mutual complement of world views as well as their important role in scientific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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