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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牛顿的一生中，不但有引起全世界注视的科学贡

献，而他文化价值观也让世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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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牛顿（1624-1727）是近代首屈一指的英国物理学

家，他创立了反映宏观低速运动的牛顿力学。然而任何自然科学

家在其从事的科学研究过程中，都要受到一定文化思想的支配，

牛顿也一样，他的双重文化价值观也值得我们关注。

一、牛顿的科学贡献

牛顿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力学上提出三大运动定律和万

有引力定律；在光学上作出了白光是由七色光组成的判决实验，发

现并解释“牛顿环”的干涉现象，创制了反射望远镜并提出光的微

粒说；在数学上发现了微积分运算方法和无限级数理论，等等。他

的最重要的科学著作是：１６８７年初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１７０４年初版的《光学》。尤其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一书，几百年来颇受推崇。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研究

基础上，牛顿对行星及地面上的物体运动作了整体的考察，他用数

学方法，使物理学成为能够表述因果性的一个完整体系。这就是我

们今天所说的经典力学体系。正是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

中，牛顿提出了力学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对宏观物体的运

动给出了精确的描述，总结了他自己的物理学发现和哲学观点。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自然科学的奠基性巨著。值得指

出的是，牛顿的力学为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及其之后的机器生产

准备了科学理论。马克思曾经认为，在十八世纪臻于完善的力学

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迄至今日，人们关于自然过程的

物理认识都可以看作是牛顿思想的一种系统的发展。　

二、牛顿的双重文化价值观

牛顿文化活动的两种结果——科学学说与宗教学说，其后世

的文化地位是非常不同的。牛顿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近代力学

的集大成者名垂于世，科学使他获得了崇高地位。的宗教学说仍

然众口不一，微词不绝于耳。纯粹的科学论者视牛顿的宗教思想

为累赘、束缚，甚至看作神经不正常的产物；正统的神学家则认

为牛顿的宗教思想是一种伤害宗教利益，反对上帝的异端。　　

通过牛顿对科学价值问题的回答来探究牛顿的文化价值观。牛

顿对“科学的价值是什么”的问题给出了两种回答。首先是科学性

的回答，牛顿说：“自然哲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界的结构和作用，

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归纳为一些普遍的法则和一般的定律。”不过，科

学的目标又不限于具体的事物。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

序言中这样宣称：“从运动现象去研究自然界的力，再从这些力去

验证其它现象；书中第一、第二卷的一般命题就致力于这个目标。

在第三卷中我们阐明了世界体系，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我

希望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推理，从机械的原理推演出其余一切自然现

象。”所以，按照牛顿的理解，科学的价值是认识整个自然。罗素

在回顾近代科学发展时重复了牛顿的这一看法，他说：“理论科学

是企图了解世界的科学”。牛顿对科学价值的回答是近代的标准式

回答，这一回答的内容和表述形式都使人感到并不遥远。

但是，牛顿的第二种回答令人听起来就有几分陌生。他在

1693年曾直言不讳地说：“写作《原理》的目的，是向思索着的

人们灌输上帝存在的信仰。”牛顿在《光学》一书中指出：“自然

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从现象出发，而不臆造假说，从结果推到原

因，一直推出最初的第一因，这第一因肯定不是机械的。⋯⋯从

现象中不是可以看出有一位神吗？他无实体，却生活着，有智慧

而无所不在。这里，牛顿明白无误地肯定，科学具有认识第一因，

坚定上帝信仰的价值。

从微观世界看，上帝对物质质点的创造与质点运动的规律是

互补的。牛顿说：“上帝在开头把物质造成固实、有质、坚硬、不

可贯穿、而可活动的质点，它们的大小、形状以及其它性质与其

对空间的比例，都最适合于上帝创造它们时所要达到的目

的。⋯⋯这些质点不但有一种惯性以及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的被动

的运动定律，它们并且为一些主动的原理所推动，”这些原理“是

自然界里决定物体形式的普遍定律。”

从宏观世界看，行星与太阳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也由上帝

的第一推动和引力规律的结合予以解释。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

学原理》第一版中说：“上帝将各行星安置在离太阳的不同距离

上。”至于它们的动因，牛顿解释说：“如果把地球（不连月球）放

在不论何处，只要其中心处于轨道上，并且先让它停留在那里不

受任何重力或推力的作用，然后立即施一个指向太阳的重力，和

一个大小适当并使之沿轨道切线方向运动的横向推动；那么，按

我的见解，这个引力和推动的组合将使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

动。”但是，“没有神力之助，我不知道自然界中还有什么力量竟

能促成这种横向运动。”

牛顿一方面竭力使自己的科学方法和解释与经院哲学区别开

来，认为后者对于科学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另一方面，牛

顿又将自己的实证科学与宗教信仰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不是通过

神学提供的启示方法和目的论、唯灵论等解释，而是通过实证分

析和数学力学的解释达到的。认识、接近和信仰上帝，在自然现

象的范围内，必须通过实证科学，这是牛顿的结论。正是在这一

点上，牛顿使自己的学说与传统神学挥手告别，从而奠定了自己

在近代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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