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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科学和认识论》收集了拉卡托斯关于数学哲学等方面的一些论文。
他认为反驳在数学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猜想的提出不能保证没有反例出现，数学发展的过程则是一个
以更深刻、更全面、更复杂的猜想代替原有较朴素的猜想的过程。
他认为数学没有必然性的基础，数学公理的真理性难以保证，因而必须把数学看成是“准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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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匈)拉卡托斯 译者：林夏水 薛迪群 范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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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数学哲学
 第一章 无穷回归与数学基础
 引言
 1．制止科学中的无穷回归
 2．通过数学的逻辑一平凡化制止无穷回归
 3．通过平凡的元理论制止无穷回归
 第二章 经验论在最近数学哲学中的复兴
 引言
 1．经验论和归纳法：数学哲学的新时尚吗？

 2．拟经验理论与欧几里得理论
 3．数学是拟经验的
 4．数学的“潜在证伪者”
 5．拟经验理论发展的停滞时期
 第三章 柯西与连续统：非标准分析对数学史和数学哲学的意义
 1．非标准分析对微积分史提出一种根本性的重新评价
 2．柯西与一致收敛性问题
 3．一种新的解决办法
 4．莱布尼茨理论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5．柯西是罗宾孙的先驱者吗？

 6．形而上学的对技术的
 7．数学理论的评价
 第四章 数学证明究竟证明什么？

 第五章 分析—综合的方法
 1．分析—综合：欧几里得启发式方法的一个模式及其批判
 (a)论及分析与综合的开场白
 (b)分析—综合与启发式方法
 (c)笛卡儿回路及其失败
(c1)这种回路既不是经验论的也不是唯理智论的，知识的来源是整个回路
 (c2)回路中的归纳与演绎
 (c3)帕普斯与笛卡儿之间的连续性
 (c4)数学中的笛卡儿回路
 (c5)笛卡儿回路的失败
 2．分析—综合：反驳的失败尝试如何可能是启发式研究纲领的出发点
 (a)拓扑学中的分析—综合并没有证明它企图证明的问题
 (b)物理学中的分析—综合并没有说明它企图说明的东西
 (c)希腊几何学中的帕普斯分析一综合
 (d)[关于分析一综合的错误认识]
第二部分 批判的论文
 第六章 评价科学理论的问题：三种方法
 1．关于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问题的三个主要思想流派
 (a)怀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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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分界主义
 (c)精英论
 2．精英论及有关的哲学观点
 (a)精英论者赞成心理学主义和／或社会学主义
 (b)精英论者赞成权力主义和历史决定论
 (c)精英论者赞成实用主义
 第七章 必然性、克尼阿勒和波普尔
 1．本体论层次
 2．认识论一方法论的层次
 3．逻辑必然性和自然必然性的连续性
 第八章 归纳逻辑问题中的变化
 引言
 1．经典经验论的两个主要问题：归纳证明和归纳方法
 2．新经典经验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弱归纳证明
 (确认度)
 3．弱的和强的元理论命题
 (a)卡尔纳普放弃杰弗里斯一凯恩斯公设有限制的实例确认对确认
 (b)弱的元理论命题：没有理论的确认理论
 (c)弱的和强的元理论的命题之合并
 (d)弱的和强的元理论的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e)卡尔纳普的发现的逻辑
 4．概率、证据支持、合理性信念和赌商
 (a)证据支持度是概率吗？

 (b)“理性信念度”是证据支持度或者它们是合理赌商吗？

 (c)合理赌商是概率吗？

 5．弱的元理论的命题的崩溃
 (a)“语言的正确”和确认理论
 (b)归纳判断的放弃
 6．批判的经验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方法
 (a)“可接受性1”
 (b)“可接受性2”
 (c)“可接受性3”
 7．对预测的理论支持与对理论的(检验)证据支持
 附录 论波普尔的关于确证度的三个注释
 第九章 关于波普尔的编史学
 关于“超证伪主义”的附录
 第十章 反常与“判决性实?”(对格林鲍姆教授的反驳)
 引言
 1．在科学中不曾存在过判决性实验
 2．格林鲍姆的判决性实验的不可能性和没有它们时评价科学成长的可能性
 3．关于实际的劝告
 4．科学的特征不是理性的信念而是命题的理性取代
 第十一章 理解图尔敏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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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评价科学理论的规范问题的三个思想流派
 2．图尔敏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警察队”
 3．图尔敏对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达尔文式的综合
 4．结论
第三部分 科学与教育
 第十二章 给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一封信
 第十三章 科学哲学的教学
 第十四章 科学的社会责任
 参考书目
 拉卡托斯著作目录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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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制止科学中的无穷回归怀疑论者用无穷回归来说明，寻找知识基础是没有希望的。
正像他们的独断论反对派那样，他们是认识论上的证明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你
是怎样知道的呢？
”而且认为，他们必须转而依靠一种屈服：我不知道，因为意义和真理不可能有稳固的基础。
他们得出结论：理性获得知识的努力是无效的；科学和数学都是诡辩和妄想。
所以，制止这些使人恼怒的、孪生的无穷回归，并且为知识提供稳固的基础，已经成了理性主义生死
存亡的一个问题。
三个庞大的理性主义纲领企图达到这个目的。
这三个纲领是：（1）欧几里得纲领；（2）经验论纲领；（3）归纳主义纲领。
这三个纲领都提出用演绎系统把知识组织起来。
演绎系统（不一定是形式的）明确的基本特征是，从该系统的“底部”向“顶部”（即从结论向前提
）的返传递假值的原则：结论的反例至少是前提的一个反例。
如果返传递假值的原则适用的话，那么从前提向结论传递真值的原则也同样适用。
可是，我们并不要求演绎系统应该传递谬误或返传递真理。
（1）如果演绎系统顶部的一些命题（公理）是由完全众所周知的一些词（原始词项）组成的，并且
于真值的顶部存在确实可靠的真值注入，这个真值通过真值传递（证明）的演绎渠道向下流满整个系
统，那么我就把这种演绎系统叫做“欧几里得式理论”。
（如果顶部的真假值为假值，这个系统自然就不可能存在真值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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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科学和认识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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