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在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实在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9691

10位ISBN编号：7010079692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镇寰

页数：3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在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

前言

　　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实在论诞生以来，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的争论，就一直作为
一条主线贯串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之中。
　　作为当代实在论的主要形式之一，科学实在论是由w．塞拉斯、R．波伊德、H．普特南、D．夏
佩尔、J．列普林等人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K．R．波普尔的证伪主义、T．S．库恩的范式论、P．K
．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等的批判与反思而逐渐形成的。
其基本要义包括：科学理论之中的核心术语是有指称的；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实体，是独立于人的思想
或理论的信仰而客观地存在着的；实在论解释的科学理论是能够确证的；科学理论的成功预言，表明
科学理论的（近似）真理性；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在其理论中给出关于世界是怎样的本义上为真的描述
，对科学理论的接受涉及其为真的信念。
　　然而，科学实在论刚一出炉，便受到以L．劳丹、B．C．范·弗拉森、兰姆赛、施太格缪勒、法
因等人为代表的反科学实在论的诘难。
他们所反对的不是世界本身究竟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而是科学所揭示的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科学理
论能否反映实在的问题。
其矛头直指科学实在论的核心思想：科学为人们揭示的世界图景是真实的，并且所假定的实在是真实
地存在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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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在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古希腊哲学关于现象和实在的二分入手，从“实在世界是科学认
识的先在前提，人是科学认识的逻辑前提”这一既非主观主义也非客观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提出了
实在的三个层次的设想，认为通过对理论实在所居于其中的科学理论真理性的确认，就能说明理论实
在所揭示的本体实在如其所是的真相；分析了真理符合论的理论难题，提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
路；对西方哲学为科学理论真理性辩护的三个策略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作为真理标准的“
实践”一词的意义作了澄清；讨论了当代科学实在论所面临的困境，进而厘定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
论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争论；最后“进步评价法”为科学实在论进行辩护，从而说明科学理论的本质
在于对反映实在世界如其所是之本相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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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科学语境中实在与真理的关系　　实在的本质在于其形而上学的超验性，它对我们是躲
藏的。
按照真理符合论，真理就是对这种独立于我们思想、经验、信念和语言的实在世界如其所是之本相的
揭示。
对这个目标是否可能实现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了哲学认识论上的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出于实在的超验性以及对真理本性的理解，真理符合论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有的人为了消除这个困难而转向对真理这个概念本身进行研究，提出不同于符合论的融贯论和实用论
的真理观；也有人力图在坚持真理符合论的前提下解决这个困难，提出各种策略和方案，科学实在论
就是其中的一种。
　　第一节　实在的层次及其转化　　“实在”一词起源于哲学对世界进行解释的要求。
实在的本质在于其形而上学的超验性。
几千年以来，不同哲学派别在一些重大问题方面的争论，由于各自对实在的理解不同，归根到底是属
于形而上学的信念争论，原因就在于实在的这种超验性。
在科学作为一种优越的人类认识形式的地位被确立之后，科学被普遍公认为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解
释和预言的最好方式，从而人们寄希望于通过科学的探究去发现世界的真理。
然而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人们发现科学的运思方式与哲学的运思方式别无二致，为了解释显现于我
们经验之中的现象，现代科学继承了古老哲学中现象与实在二分的思维模式，就是必须以我们所不确
定和未知的“实在”去解释我们已知的现象。
这样，在科学中如何确定这种“实在”的真确性便成为科学哲学的一大研究课题。
　　一、科学中现象与实在的二分　　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哲学上引起最大困难的一个区别就
是“现象”与“实在”的区别，即“事物好像是什么与它究竟是么的区别”，如果实在并不就是所表
现出来的那种样子，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知道究竟有没有任何的实在呢？
　　出于解释的需要，哲学中引入“实在”的概念，其形而上学的超验本性导致哲学门派林立。
持有不同实在观念的哲学派别之间相互攻击，都坚信只有自己正确，最终发现哲学史上持续了几千年
的争论只是出于信念与信念之间的不同。
要确定究竟哪种信念正确，看来哲学是无能为力了。
科学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之后，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便将在哲学中寻找
不到的试图揭示世界本来面目的希望放到科学上，期待科学呈现给我们一个关于实在世界的真理。
但是，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科学家往往都假定在现象之后存在着某种实在，并尝试用不可见的事物
来解释可见的事物。
正是这种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可观察的、如此这般显现的事物与能够对这些事物做出解释的“深层图景
”之间进行区分，使得我们不得不也像哲学那样引入“实在”这一概念。
　　“实在”一词具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
第一是通常所说的“存在”，与它相对立的是“不存在”。
它可以从主观方面来讲，指人所断定或推定的存在，或者是人所认为的“客观存在”，它构成人们对
“实在”一词把握的现实层面，这是从人的视角来看的“存在”；也可以从客观方面来讲，指独立于
人的思想、意识和经验的客观存在，它构成人们对“实在”一词把握的超验层面，这是从“上帝的眼
光”来看的存在。
　　第二是指包含有“真”或“真实”之性质的事物，与其相对的是“虚”或“不真实”的事物。
“实在”（reality）一词就是从形容词“real”（真实的）演变而来的。
哲学中用于与现象相对而出现的“实在”，突出的特点就在于体现其“实”或“真实”，它是对构成
我们从人的视角来看的现象背后真实原因的追问，是出于我们理解或解释现象的要求，也同时是相对
于现象所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现象是否真实的一种质疑。
正是对现象所怀有的种种怀疑，才促使哲学家们去考察事物或事实的实在性问题，因此而构成“实在
”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最为根本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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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实在”总是要指称某种作为现象“根基”的存在，或者说作为现象这种存在的解释性理
由，它构成现象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这种对感性具体现实的超越，构成“实在”的本质特征。
　　关于躲藏在现象背后之事物可不可知的问题，哲学上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可以说直到今天，这
个问题还没有在理论上获得很好的解决，致使争论仍在继续。
追溯其原因，总的来说不外乎是由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局限，即我们无法直接看到
或观察到躲藏在现象背后的事物。
我们所经验的只是现象世界，而如果要整合我们所经验到的杂多现象，就不得不追问其背后的原因，
发现现象背后的实在，使现象得到说明，让人能够理解现象。
人们往往只接受和相信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在人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任何事物领域，往往伴随着迷
信的成分。
而要获得能说明现象的实在，人们只能从现象人手，因为实在不是显现的，可以直接去把握的，相反
它是躲藏的，只能靠理性思维去把握。
　　关于对实在的把握，最早的哲学家是通过直观的方式，直接提出某个能解释世界杂多现象的本体
。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最终的实在。
今天已经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这个形而上学命题，但是隐藏在他这种说法背后的重要意义对我们今天仍
然有效。
世界好像是什么与它实际是什么之间的区别，如同一个驱之不散的幽灵，仍然困扰着我们今天的哲学
家。
　　与泰勒斯关于现象世界与实在世界的策略相比，现代科学理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它只是把泰勒斯关于水作为本质实在的说法替换成一个由元素和亚原子粒子所组成的复杂实在世界，
其目的也是为了解释现象世界，为我们提供一个世界为什么如此显现的图景。
　　泰勒斯之后，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万物是由人们无法经验的“基本原料”构成的，现象世
界是这种原料的显现，而这原料本身是人们无法达到的。
正是因为如此，阿那克西曼德成为最早的不可知论哲学家。
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万物由气组成，气凝结后成水，水凝结后成土。
赫拉克利特由万物流变的视角观察世界，从而得出万物源自变动无常的火，说一切存在物都是一团永
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
另一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了一个与我们今天的科学十分相似的世界图景，认为实在
世界是由无数微小的、不可再分和毁灭的粒子组成，世界上一切不同的元素和各式各样的物体，都是
由这种被他称作原子的微粒构成。
无论世界上的各种元素和物体如何改变，如何创生和毁灭，构成它们的原子都是永恒不变的。
　　在今天看来，不管这些古代哲人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显得多么朴素和幼稚，但他们却提出了一个
现代科学理论仍在坚持的思维模式，即为了解释为什么各种事物会具有如此这般的样子而引入现象背
后的实在这一概念，从而对世界显现的样子与世界实际的样子做出区分，只不过把泰勒斯的水、阿那
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或者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替换成了关于各种理论实体的复杂科学理论。
“一旦我们做出了这种基本区分，一个完整的新世界，一个位于现象背后（或之上、之下）的‘真实
的世界’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也就是说，只要做出这种区分，关于世界的“实在图景”就通过科学理论而向我们展现出来。
但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古希腊的现象与实在关系是以一解释多的关系，属于本体论；而实在论
的现象与实在关系是实在的表象与真实存在之间的关系，属于认识论范畴。
　　科学为了解释现象而引入“实在”概念的做法，一方面使科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另一方面却
带来了新的问题。
由于实在是向我们躲藏的，因此我们无法直接经验和认识它。
这便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科学中所引入的实在是否真实呢？
将直杆的一半浸入水中，直杆看起来是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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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直杆向我们表现出来的样子和它本身真正情况不同。
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其间的不同，是因为我们知道直杆本身是直的而不是弯的。
“当我们从实际出发来说明真与假时，这里的‘实际’也就是指我们实际上知的真与假；而对于真与
假的实际的知又表现在对‘真’与‘假’这两个词的实际运用之中。
”即知道事物实在的真相，便可用它作为与它在其他情形下所表现出来的样子相比较的原始参照。
但是，就科学所研究的对象而言，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我们并不是在先知道了事物本相或实在的情况下，以此为原始参照去考察或比较我们在各个不同情形
或角度所看到的现象，而是先看到或只能看到现象，以此去研究现象背后的实在。
然而，就是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人们仍存在着分歧。
物理学家玻尔（Bohr）认为，基础物理学并不能够揭示现象背后的实在，我们只能认识自然向我们显
示出来的现象，却不能认识它的本相。
而持实在论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则认为，科学是一种致力于揭示自然真实本相的事业，科学向人们
所展示的是躲藏在现象背后的实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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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爱真理，我追求它，可是我找不到它，请给我指出它在哪里，我要紧紧地跟随它，它为什么要
躲躲闪闪地不让一个崇敬它的急切的心看见它呢？
　　——[法]让·雅克·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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