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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宝箱》 第七章：求因果联系的初步方法 客观世界的各种

事物都不是阪立存在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的关系。一个或一些现象的产生会影响到另一些现象的产

生。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就是前者的结果。二者之间的

联系，就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传统逻辑常用的判明

因果联系的初步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求同法（契合法） 如

果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出现在若干场合，而这些场合中只有一

种情况是共同的，那么这个共同的情况就与所研究的对象有

因果关系。这种判明因果关系的民做求同法。我们用A、B

、C、D和E分别代表一个个具体的场合，并用a、b、c、d、e

分别代表不同的现象，可以得出下面的公式：场合1：有情

况A、B、C、出现现象a 场合2：有情况A、B、D、出现现象a 

场合3：有情况A、C、E、出现现象a 所以，A是a的原因例如

，据说夏威夷群岛中有个考受岛人称“狗叫岛”。在这个岛

上的一些地方，人一走动，脚下就会传来“汪汪”的狗叫声

。原来，这些地方的表层覆盖着厚达18米的珊瑚、贝壳层。

所谓“狗叫”就是从这些物质组成的沙砾里发出来的。如果

抓起一把这种物质在手里揉搓，就会发出“狗叫”声。人们

后来解开了“狗叫岛”的秘密。事实上，这个例子中就用了

上面所说的“求同法”。人走在岛上和用手搓“狗叫岛”地

上的特殊物质是两种现场，虽然场合不同，但发生了相同的

情况，即是特殊物质受到摩擦，结果是都发生了狗叫声。因



此这种特殊物质摩擦是产生“狗叫”的原因。客观事物是复

杂的，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复杂的。在一场合中只有一

个情况相同，而且一个现象只有一个原因的，很少见到。所

以，在判明事物间的因果联系时，要对有关的情况作深入细

致的分析，避免被表面现象的所迷惑。例如：某人一个晚上

看了两个小时的书，又喝了几杯浓茶，结果整夜没睡好觉；

第二天晚上，他又看了两个小时的书，抽了许多烟，结果又

失眠了；第三天晚上，他又读了两个小时的书，喝了大量的

咖啡，结果是再次失眠。按求同法，连着三个晚上的失眠的

原因似乎应该是“看了两个小时的书”。这个结论显然是不

对的。事实上，兴奋性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原因。这个例子有

点极端，但是对我们正确地使用“求同法”却是很有意义的

。 二、求异法（差异法） 如果所研究现象出现的场合与它不

出现的场合之间保有一点不同，即在一种场合有某个情况出

现，在另一种场合它不出现，那么，这个情况与所研究的现

象就有因果联系。这种判明因果联系的方法叫求异法。求异

法的公式可以表示为：场合1：有情况A、B、C，出现现象a 

场合2：有情况B、C，不出现现象a 所以，A是a的原因例如：

秋末冬初街道两旁的响杨开始落叶。可是高压水银灯下面的

却迟迟不落，即使是同一棵树也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呢？人们很快就会想到这与高压水银灯照射有关。这个思维

过程就使用了求异法。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只有一个不同情

况的场合是不多的，但在科学实验中却可以做到。因此，求

异法在科研中常常被采用，而且可以取得可靠的结论。（北

京安通学校提供） 三、同异并用法 如果在出现所研究现象的

几个场合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情况，而在所研究现象不



出现的几个场合中，都没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与所

研究现象之间就有因果联系。这种判明因果联系的方法叫做

同异并用法。基公式可以表示为：下面场合：有情况A、B

、C、出现现象a 有情况A、D、E、出现现象a 反面场合：有

情况F、G，不出现现象a 有情况H、K，不出现现象a 所以，A

是a的原因例如，差不多同样成绩考入一所学校的学生，经过

一年学习以后，出现了成绩的差异。经调查，成绩好的，都

是学习努力的；成绩差下去的，都是学习不够努力的。经过

比较，我们可以推断，学习刻苦努力是成绩好的原因。这即

是同异差用法运用。 四、共变法 每当某一现象发生一定程度

的变化时，另一现象也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两个现

象之间有因果联系。其公式可以表示为：有情况A1，就出现

现象a1 有情况A2，就出现现象a2 有情况A3，就出现现象a3 所

以，A是a的原因物理学中物体遇热膨胀的规律，就是应用共

变法得来的。我们对一个物体加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当物体的温度不断升高时，物体的体积就不断膨胀。因

此可以得出结论：物体受热与物体体积膨胀有因果联系。在

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共变法被人们广泛地使用着。许多

仪表如体温表、气压表、水表以及电表等都是根据共变法的

道理制成的。应用共变法时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只有在

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两种现象才能说明因果联系；第二，

两种现象的共变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再有

共变关系。 五、剩余法 如果已知某一复杂现象是另一复杂现

象的原因，同时又知前一现象中的某一部分是后一现象的某

一部分的原因，那么，前一现象的其余部分与后一现象的其

余部分有因果联系。这种判明因果关系的方法叫做剩余法。



其公式可以表示为： A、B、C、D是a、b、c、d的原因 A是a

的原因 B是b的原因 C是c的原因所以，D是d的原因最典型的

例子是居里夫人对镭的发现。她已知纯铀发出的放射线的强

度，并且已知一定量的沥青矿据生气 含的纯铀数量。她观察

到一定量的沥青矿石所发出的放射线要比它所含的纯铀所发

出的放射线强许多倍。由此，她推出在沥青矿石中一定还含

有另的放射性极强的元素。剩余法一般被用来判明事物复杂

的因果联系，而且必须在判明了考察对象生产的全部原因中

的一部分原因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因此，要在运用其他几种

的基础上使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