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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重版书，最初是在1965年作为“内部读物”出版的。读者不难从这个年份以及这
种发行方式窥见此中的涵义。但这并没有妨碍它在某种范围内，至少在就我所知的“自然辩证法”这
个专业范围内，仍然得到相当的流传。这倒也不能全然归之于“内部”之类的标签所激起的好奇心。
应当说，在当时看来，这本书确有一定的学术上的特点。书的名称是《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这有点拗口，未能突出全书主旨。如果译者有意修改，我愿意提出这样的建议：《世界图景：科学中
的自然界》。书的主旨确是绘制这么一幅宏伟的图画，却又是从科学的实际发展中而不是凭空进行这
样的描摹。这是一个规模宏伟的却也很自然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更不要说一位科学家
，都在进行这样的描摹。正如爱因斯坦在下面这段话里所表达的：人们总想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画出
一幅简单而又易于理解的世界图景，并试图以他这个宇宙代替并征服经验世界。这就是画家、诗人、
思辨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各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的事。各人都把宇宙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枢
，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内所找不到的宁静和安定。（《探索的动机》）照这种说法，这
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生活的需要，更不要说是科学活动、艺术活动以至于各种精神生活的需要了。如果
说人们总是要在一种世界观的作用下进行活动，那么各种世界观也会有意无意地、不同程度地具体化
为各种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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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内容概要

《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的目的的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依据20世纪以后
直到50年代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重大成谅，勾画出一个正在辩证地发展着的自然界。仅就作者的这一
目的而言，这部书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构建其自然观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引用材料之丰富，论述领域
之宽广，是当时其他同类书籍不能比拟的。因此，这部门一出版就受到苏联哲学界的欢迎和重视，当
年就将此书译成俄文，由莫斯科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苏联乌克兰科学院院士、以研究物理学哲
学问题著称的奥梅里扬诺夫斯基为俄译本写了近两万字的长篇序言。这本著作中对原著的引用，以对
材料提供必要的论证为目的，也为了推动读者去读补充参考书。为使这些原著易于看到，尽可能使用
容易找到的著作和版本。同时，遇有通俗性原著和专门著作时，优先使用前者。

Page 3



《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作者简介

作者：(奥地利)瓦尔特尔·霍利切尔 译者：孙小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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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序言作者的话第一部分  自然科学  自然哲学  自然辩证法  第一章 现代自然观的起源和史前阶
段    第一节  人与自然    第二节  认识自然的途径    第三节  自然观与社会    第四节  认识自然与玄思    第
五节  初期自然哲学的道路和谬误    第六节  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第七节  机械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
义    第八节  德国和法国的自然哲学从康德到拉马克的进步    第九节  在把握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方面从
自然哲学的猜测到以实验为根据的理论认识  第二章 转折点：与以往的自然观进行斗争的唯物主义自
然辩证法    第十节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    第十一节  帝国主义时代开始时的自然科学
和自然观    第十二节  反对“物理学”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    第十三节  自然辩证法克服旧的自然观第
二部分  运动着的物质  第三章 物质的统一性、不可创造性和不灭性    第一节  问题的现状    第二节  “
物质的消灭”    第三节  “无中生有”    第四节  能量的逸散和“能量的创造”  第四章 空间与时间的无
限性    第五节  宽间——时间——物质    第六节  空间与时间关系的辩证法    第七节  相对论的滥  第五章 
有规律的无限运动    第八节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    第九节  量子物理学中的运动    第十节  “物理学
的”唯心主义变种  第三部分  宇宙的发展问题    第一节  论发展过程的辩证法    第二节  吸引和排斥是宇
宙中的基本矛盾    第三节  弥漫物质，恒星和恒星系统    第四节  天体演化学的一些结果    第五节  “原
始浑纯”，“原始物质”和“原始爆炸”    第六节  宇宙的“偶然性”和天体演化学的规律性第四部分
 生物的发展问题  第六章 生命的起源  第七章 对生命的唯心主义解释和唯物主义解释  第八章 生命的发
展  第九章 进化学说的其他争论问题第五部分  人类的形成问题  第十章 人类起源的学说（人类发生学
）  第十一章  意识发展的问题  第十二章  关于人的争论附录：俄译本序人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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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章节摘录

插图：感官首先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感官的发展是生物的应激性能的完善化。动物关于自然的观念虽
说不完善，但毕竟是现实界的图景，并由现实界所制约。如果说，在生命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在
感官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自然的观念不符合自然界的特性、现象和过程，那么动物就不可能以适当的方
式反应来自周围环境的刺激，就不可能生存。动物通过感官建立的图景，对于它们的行为是十分有用
的。关于感觉和情感，情形也是如此，感觉和情感使这种图景“色彩鲜明”，跟它不可分割地交织在
一起。假使有害的现象不能像通常那样引起厌恶和恐惧的感觉，而是引起愉快与高兴的感觉，那么在
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生物早就灭亡了，因为，它们不是躲避危险，而是走向危险。感性观念的内容和客
观本质，是周围环境的模塑品，对于生物是重要的。认为每一动物都有“它自己的周围环境”，是不
对的。动物感知的东西——即现实世界，不能跟主观反映形式混为一谈。这种形式决定于该机体的感
官机构的特殊构造。感知外界作用的感性情感阶段，既是动物所固有的，也是人所固有的。但是在人
那里，这个知觉阶段要多样化得多。在劳动过程中、在实验的基础上，由于工业和社会联系，人们开
始具有任何动物所完全没有的感性知觉。由于辅助性的技术设备，譬如说，现在通过望远镜，已可看
到先前任何生物都没看见过的星体；在电子显微镜显象板上出现了在此以前隐藏着的东西；人制造出
来的许多东西散发出先前不知道的气味；利用电发出从前谁也未曾听见过的声响；从未看见过的精致
而柔软的织物抚摩着我们的皮肤。这样，人由于实行新的劳动过程，便在自然中感知以前从来没有感
知过的东西；他借助于自己创造的物质现象的新世界，使自己的感觉世界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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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世纪文库,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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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精彩短评

1、内容很广，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书，所以并不是很前沿
2、内容精彩，包装精美，值得收藏
3、才刚看了第一章，主要是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我有种自己体验了一遍进化历程的感觉
，虽然有些内容有些难懂但是能了解个大概的轮廓。非常的值得一看。
4、本书印刷不太精美。装潢需要改进啊。
5、很值得好好看看，挺不错的书
6、老苏联那一套唯物辩证理论，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过时，但这本书要放在它出版的年代来看才能
看出它的价值，能够全面描绘那个年代的自然界研究成果并结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已经是相当强大的
教科书了，量子物理、前沿化学、基因组建、人类起源都应有尽有，逐步把科学和哲学联系起来的开
篇部分是这本书的关键。
7、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百科全书式自然发展史，从科学看自然的视角很有意思可惜很多数据和引申成
果都有些落伍了，更何况作者是个坚定的达尔文拥趸，尤其不喜欢作者对量子力学的态度...一个非常
有趣的观点：此时此刻进化也在发生吗？
8、挺枯燥的。虽然作者很厉害地总结了当时的科学研究成果，并试图有选择地将其融入自然辩证法
体系，但毕竟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书了，内容与现在脱节比较厉害。可还是有许多专业知识我完全看不
懂。半个世纪前苏联就研制出自动翻译机了，书里还给出了几张流程图。作者懂的知识实在是很多很
广，那个年代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呢？
9、有时代局限，不太喜欢他的观点
10、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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