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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發展出各種理論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周圍世界，這些理論當然都有相

當可觀的數據或事實支持， 

 

    「進化論」既然是一種理論，那麼我們可不可以把「神創論」作為替代理

論也在學校裡教？會有這種觀點，是因為根本上誤解了「理論」這個詞。進化

論不僅僅是一種猜想，它其實是由大量數據和事實支持的概念結構。可是，我

們也不要忘了，在科學上，理論都是暫時性的，並不存在絕對的真理，它只是

已經被認同：「到目前為止有理由相信它。」 

 

    科學家先提出解釋周圍世界裡部分現象的初始理論，研究人員根據該理論

提出假說，然後收集實證數據進行實驗，看結果是否支持該理論。隨著支持該

理論研究的增加，科學界的大多數人就開始承認該理論，被廣泛接受的成熟既

定理論通常稱為「典範」。如果對假說進行檢驗後發現不成立，我們就必須以某

種方式修改該理論，使之與新的證據相符，或者甘脆放棄，重新提出更好的理

論。無論是修改舊理論還是提出新理論，都應該能解釋舊理論所解釋的一切，

同時能兼容已發現的異常證據。這種漸進的、適應性的程序就是科學進步的過

程。通過不斷研究，科學使我們更接近也更真實地了解我們的世界。 

 

    人們原以為地球是平的，因為看起來就是平的。可是有人注意到當船隻駛

離港口時，船底要比船頂先消失，如果地球是平的就不可能如此，因此提出了

「地球是圓的」這個全新的理論。隨後牛頓的萬有引力研究，又推斷出地球應

該不是完美的球體，在頂部和底部扁一些在赤道處膨一些，這一事實得到了實

證檢驗的確認，地球直徑從北極到南極是 7900 哩，在赤道處是 7927 哩，地球

確實是一個略扁的球體。這說明了理論是會變化慢慢得到完善的，從平地球理

論進入圓地球理論是一個重大的進步，而扁地球理論則是進一步的完善，由

此，我們就能更接近地球的本質。 

 

    雖然科學促進了人類文明，為人類的生活做出貢獻，然而，人們常常以為

自己對於世界運行方式的直覺是相當正確的，可以與科學結論相媲美，事實上

卻並非如此，以下的例子就可證明。 

 

請以自己的直覺回答以下問題： 

 



⚫ 當甩動繫在繩子一端的球，若繩子突然斷掉時，球會怎麼飛？延弧線

還是直線？ 

 

⚫ 從飛機上投下物品時，該物體會呈何軌跡落下？ 

 

⚫ 有宗教信仰的人要比無信仰者更無私、更願意幫助別人。 

 

⚫ 異性相吸。 

 

⚫ 快樂的員工生產效率更高。 

 

⚫ 我們的決策和行動不妨可以參考一些小諺語。 

 

    以小諺語為例，幾乎每條諺語都有對應的另一條相矛盾的諺語，要參考哪

個？例如： 

 

        穩紮穩打          vs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vs    人多嘴雜 

        異性相吸          vs    物以類眾 

        出其不意          vs    謀定而後動 

 

    科學是一種累積的過程，在評價科學成果或其他任何相關證據時，不應依

據少數的研究來形成堅定的信念，應該看看資深專家的共識。因為在形成共識

之前，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所以不該將研究初期出現的矛盾現象看作太大的問

題。科學研究過程正如我們看投影片，最初螢幕上影像模糊有多種可能性，然

而隨著圖片變得更清晰，影像內容自然愈來愈明確，研究後期的工作往往會使

結論明朗化。所以科學界已有的共識是不應該被忽視的！ 

 

    人們對一個信念的強度通常可以看作從完全不信到堅定相信的連續體，最

中間就是「不知道」。某個信念處在這個連續體的什麼位置，應該看支持這個信

念證據的有效度和可靠度，科學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找到證據的最佳方式。由

於每項研究不一定得到相同的結論，有時還會找到互相矛盾的證據，但我們要

記住，個別研究可能是有缺陷的或帶有偏見的(如菸草公司提供的經費研究菸

害)，如果要以最明智的方式形成信念，就必須考慮該研究所收集的證據是否具

有說服力。假設研究結論與科學界已有的共識相同時，最明智的信念就是與共

識一致的那一個。如果科學界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共識，那該信念最明智的位

置將是站在連續體的中間，即承認我們「不知道」。當然共識也有可能是錯的，

但它仍然是我們藉以建立信念的最佳依據，我們千萬不要以不符合自己的個人



意見或政治觀點，而無視科學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