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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上科学研究的方法
（一）经验层次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经验层次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获取科学事实

的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整理、概括科学事实以得出

经验规律的归纳和统计方法，类比方法等。科学观

察要借助一定的观察仪器去考察、描述和确认客观

现象，其主要特点在于强调在自然发生的条件下

（即人不实施干预、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观察。科学

观察方法的第一个特点是观测仪器的复杂化，第二

个特点是观察结果要经过多种科学理论和技术原

理的综合分析、推导、整理才能给出并得以确认，因

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大大强化。经验层次科学研

究，是通过各种事物现象的单纯性排列与分类，进

行各种事物现象的积累，通过对这些事实进行综

合、釉色和概括，形成经验概念。经验层次的研究，

可以发现事物间的某种较为普遍的联系，但不探究

这些普遍联系的原因，属于理论研究的低层结构，

与人们的观察实验有较直接的联系。

（二）理论层次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理论层次的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科学抽象

的分析方法、理想化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指

导原则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分析与综合方法等，还

包括构思假说的各种创造方法，推导理论的公理方

法等。理论层次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主要是理想

化和公理化方法的全面发展，新的逻辑方法的提

出，以及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的综合等等。理

想化方法和公理化方法在相对论物理学，量子物理

学、量子化学的建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获得发

展。理想模型在各种理论中被广泛用来揭示客观

对象完全理想化后可能出现的情况。理论层次科

学研究，是指通过分析性、批判性思维，将教育现象

中隐含的本质性的因素外化和明确地表达出来，揭

示出经验定律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使处在较低

概括层次的各种经验概念形成为理论原理。从现

象深入到本质，从而获得对事物的比较全面的了

解。这是理论的实质性的概括和抽象，属于理论研

究中的高层次。

二 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科学研究方法在科
学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纵观科学发展史，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科学研

究方法在不同时期所占据的地位以及两者的结合

程度，影响着科学发展的状况。两个层次的科学研

究方法只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结构，二者经常交叉和

变动保持动态的一致。

古希腊时期，希腊人的成就反映了他们的文明

中数学研究的巨大成就。为了把握自然的内在规

律，就需要一种高度抽象而又逻辑严密的工具。希

腊人认为，这就是数学。从泰勒斯开创演绎几何

学，到毕达哥拉斯证明勾股定理，从智者学派提出

三大难题，到欧几里德集大成的著作《几何原本》，

从阿波罗尼研究圆锥曲线，到阿基米德研究面积体

积，从埃拉托色尼的“埃氏筛法”，到刁番都的“刁氏

方程”，无一不登峰造极地开拓着数学这一领域的

广度和深度。数学和逻辑的高度发达最充分的体

现了希腊科学哲学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高度精

致复杂的工具，推理严格致密，演绎丝丝入扣而不

容反驳。在希腊人心中，这才能反映本原。但是，

希腊人在经验科学方面的成就只是局限于运用数

学方法的那些学科，他们希望通过理性来认识自然

界，认识人自身和人类社会。而在更加广阔的天地

中，科学的发展由于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研究方法

结合的局限而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导致了萨莫斯的

阿里斯塔尔赫的太阳中心体系让同代人无法相信

其真实性。

近代科学发展中，经验层次研究方法的胜利体

现在科学实验方法的提出。近代科学的发展直接

从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分析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
喻朝阳，刘建华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本文通过对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两种科学研究方法各自特点的分析，以及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作用，最终

将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与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两种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果联系起来，从而达到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只有共同作

用才能探索未知领域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经验层次；理论层次；科学研究方法；逻辑真理；事实真理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4-0062-0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2卷第4期

2010年12月

Vol.22，NO.4

Dec.，2010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0.04.017



来自经验研究的复兴。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

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哥白尼

重新发现了太阳中心说，并于1543年对此作了解

释。伽利略对望远镜的改进，并观察到了大量的事

实，从而使其真正接受了太阳中心说。伽利略的学

生托里折利通过1644年6月11日宣布气压计的诞

生，证明空气有一种压力。1654年奥托·格里克的

马德堡半球试验，演示了强大的大气压的存在。自

17世纪以后，物理学和数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

且通过对技术进步的促进，确立了其伟大的支配地

位。科学进步所产生的观点，在本质上还是希腊人

的观点，从事科学工作也是去顾全解释现象。但

是，在近代科学诞生的初期，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遵

循这样一个模式：“生产——技术——科学”，也就

是说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产生

科学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所以走了不少的弯

路和错路。

“在解释现象的过程中，当时的哲学家所讨论

的主要还是解释和说明方面，而现象本身则几乎无

人提及，主要原因是还需要有一种新的工具论，来

促进科学的进步。培根采用让信仰和理性各司其

职，互不干扰的观点，强调新的归纳法。这种方法

就是在调查时，把具有同一既定属性，或不具有该

属性，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该属性的事物，逐一列

举出来。认为通过这种方法，人们能够发现该属性

所独具的特性。培根错误地认为通过对归纳的机

械运用，人们就可以揭示出新的惊人的自然秘密，

而低估了演绎论证在科学探索中的巨大作用”[2]。

后来，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得到了发展，经验层

次和理论层次研究方法的结合为科学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瓦特没有走凭经验办事的弯路，

为了对旧式的蒸汽机进行改造，潜心研究力学、数

学、化学，将系统的实验和热效能的计算结合，使人

类从此真正意义的拥有了自己创造的动力，成为工

业革命的标志。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采取的形

式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数学方程式，并通过对于月球

的观察与计算验证是否相符，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

门。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

律。这四大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

成就，运用这些定律，牛顿把星星、地球和自然界所

有的力量都放到他的天平上了。牛顿体系的本质

在于，地球和其他天体都按照相同的规律运动，并

且可以量化计算，可以将太阳系的任何部分拿出

来，根据规律进行计算，从而精确地预知行星的位

置和运动方式。牛顿通过自己伟大的著作，宣告了

科学时代的真正来临，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诞

生后，人类社会得到飞速地发展。

近代科学方法是以观察到的材料作为科学研

究的出发点，但是，它们不就是科学研究的全部。

它们要得到理论推导的补充，而这种推导已经远远

超出了对于已经观察到的事物的表述。19世纪中

叶以前，近代科学明显地对经验论有利。然而现代

科学并不支持经验论，由于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长期

囿于经验论的传统，他们往往试图从经验论立场解

释新的科学发现。随着现代科学中理性论再度被

重视，导致它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复兴。这样，结

构、整体、范式等，便代替逻辑原子、感觉资料、观察

语句而成为最流行的哲学概念。

由此可见，只有将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研究方

法紧密结合起来，用以提供研究自然、社会问题的

正确有效的思想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科学的

飞速发展。

三 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在科学发展方面的
共同作用

事实真理属于经验的范畴，事实真理获得经验

证实的经验命题或事实命题，是通过经验命题或事

实命题来表述的，如果经验命题被实践中给以证

实，它就表述为事实真理。这类真理不具有必然

性，只具有或然性。事实真理借助经验方法确定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真理，只是对一个事实为什么如此

充足理由的陈述，是偶然的，其反面是可能的。从

知识反映的内容看，事实真理追求的是通过知识命

题来反映客观现实事物，揭示现实世界的特点和规

律。它更多的是从经验层次来看待知识命题的真

与假。因此，事实真理严格来说，就是从经验层次

的研究方法获得的成果。

逻辑真理是运用逻辑规则和具体的逻辑推导

形式，在一些为真的前提命题的论据下，推导出的

新的命题。它们是从不同的方面描述逻辑真理的

特点。从知识反映的形式看，逻辑真理是对反映客

观世界的事物特点和规律的命题结构和推导有效

性的判断，一个或一组命题如果从逻辑的角度分析

存在着矛盾，那么无论它是否与经验世界符合，都

不可能成为真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

下，逻辑学所关注的逻辑有效推导，对各类科学研

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作用。在真实的前提

下，按照一定的规律、规则，正确地运用思维形式、

结构，在有限步骤之内进行逻辑推导，得到的结论，

不能片面的说是蕴涵和包含在前提之中的，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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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知识。因此，逻辑真理严格来说，就是从理论

层次的研究方法获得的成果。

近代科学中，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水乳交融交

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中。

如1864年，麦克斯韦对前人的电磁理论综合整理

后，提出两个新的命题“感应电场和位移电流”，利

用数理逻辑进行推导得到了电与磁的基本规律

——麦克斯韦方程组。并根据电与磁的基本规律，

大胆提出一全新的命题。“变化的电场周围能产生

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周围能产生变化的电场”

即电磁波的存在。1888年，赫兹利用振荡器在实验

上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

对电磁波认识人类方法的局限性即停顿在经

验层次：电磁波就是以波动形式传播的电磁场，将

真空中的电磁波的波动方程与机械波的波动方程

相比较。就会发现电磁波的波速等于光速，于是断

定光是特定波长范围的电磁波。按机械波的传播

条件必须存在弹性介质，因此电磁波在真空中也有

对应的介质存在，于是“以太”命题产生了。“以太”

是传播光波在内的电磁波的弹性介质，它充满整个

宇宙空间，“以太”中的带电粒子振动会引起“以太”

变形这种变形以弹性波的形式传播，并认为在相对

静止的惯性系中，麦克斯韦方组程是成立的，因此

导出的电磁波方程成立，那么，在相对“以太”运动

的惯性系中，电磁波沿各个方向传播并不相等，这

也说明了“以太”的优越性。于是人们纷纷设计一

些实验来找寻“以太”，其中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最

具代表性，其结论为地球相对“以太”无运动。爱因

斯坦综合分析了“以太”命题与事实真理的矛盾后，

提出两个新的命题：“所有物理定律在一切惯性系

中都有相同的形式，所有惯性系中测量的真空中光

速沿各方向都等于光速”以后大量的实验都证明了

这两个基本命题。

由此可见，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都不能独立发

现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只有共同作用才能探索未知

领域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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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ogical and Practical Truth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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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wo scientific researching methods of experience and theory
level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discusses their corporate action 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and
eventually combines logical and practical truth with the results of two scientific methods of experience and theory
level. Thus a new theory that unknown knowledge can be discovered only through the corporate action of logical and
practical truth i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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