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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收文章是根据某些判断标准而选择的。
这些文章写于1960—1980年间，在费耶阿本德哲学论文前两卷之后，因此与其后阶段的著作《告别理
性》和《征服丰富性》并不重复。
有一些代表着费耶阿本德思想的主要里程碑，其中有的尽管已经发表，但未译成英文；另一些却并不
容易通过它们原先的地方或出版社获得。
但这些文章是广为人知的，是对不同时期的观点的有效概括。
所有文章都集中在此，代表着费耶阿本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把它们汇编成册，冠以一致的
题目，其中几篇会在以下做一探究。
科学与神话费耶阿本德感兴趣的主要领域之一就是科学与人类思想活动的其他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名为“无根基的知识”的演讲中，他指出，科学、神话与宗教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这驳斥了一些素朴经验主义者的看法。
他们认为科学始于人类停止思考、开始观察或实验的时候。
费耶阿本德反驳道，一般地，用做解释的理论与经验主义者重视的“可观的”以经验为依据的概括不
同，它们并不仅仅总结观察的证据。
最好的科学理论甚至反对未经分析的经验。
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允许我们去分析和批评观察与实验，去除使人误解的表象，达到科学上的进步。
经验主义者也许会回应，至少科学是更深地扎根于经验中而不是神话中。
但费耶阿本德坚持认为，那些坚定的信仰者总是可以为他们的理论提供经验性的争论，而最好的神话
，正如一些受到高度赞扬的科学理论一样，牢固地基于经验之中，神话并不仅仅是主观的现象。
神话远远不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想像的事物，而是由无数直接、有说服力的经验所维持的一个思想
体系。
而且，通过经验，神话看上去远比那些建立于其上的，当代科学的世界图景的复杂的实验结果更令人
信服。
因此，神话和科学的区别在于后者拥有大量的经验这一观点必然是错误的。
这部分是由于“人类思想惊人的可塑性”。
要为明显难以置信的观点找到经验上的支持是很容易的(比如对女巫和魔鬼的信仰)，但这并不表示神
话的消除和科学理论的转移(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向牛顿运动定律的转移)可以反过来建立在观察的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本身就牢固地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
这成为了费耶阿本德的一个主要议题：理论家通常依据自己的喜好来控制实验，因此，对观察者所提
供的“乐观的依据”的支持，好则值得怀疑，坏则毫无价值。
理论为了在解释观察和实验结果而进行比较的说法，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神话。
在理论选择中，伪装着美学的、社会的以及“荒谬”的因素。
我们可能被迫承认科学和神学的惟一区别就是时机的选择：科学是今天的神话，而神话是多年前的科
学理论。
⋯⋯费耶阿本德尝试的决心本身是值得注意的，让我们回头看看他对一元论的批评。
他寻求的是科学可以被公正评价的参照标准。
如果说这些标准可以从科学本身中提取出来，科学家是惟一有能力评价科学的人，这也就陷入“精英
主义统治”中了，他把这归咎于波兰尼(Polanyi)、库恩、霍尔顿(Holton)和拉卡托斯。
事实上，费耶阿本德几乎区别于所有20世纪别的科学哲学家，其原因在于他认为没有作为科学评价的
纯粹的认知或智力标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寻找科学评价标准，他仍寻找“具有简单、常识性和易于被所有人接受的标准
”。
这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波普尔的认识论意义在于他的价值观)有多大差别，这是一个很好的
问题。
“没有基础的知识”表明在别的事情中，波普尔和费耶阿本德都认为价值是认识论的根基，哲学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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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但是并不仅仅是价值才能说明他们的区别：在这里，波普尔坚持应用逻辑标准，费耶阿本德(以及他追
随的马赫)发现这种标准仅仅是理论上的。
费耶阿本德明确反对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应当按照“科学的”理由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在《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科学方法》一文中，对理性主义最深入的检验之一已经区分开了理性主义
的几个不同的类型，他认为即使如此，理性与其他几种传统也没有本质区别。
在这里，他强烈反对理性主义赞成深度的、自觉的相对主义。
在别的地方，他坚持“并不存在毫不含糊的科学标准”。
但这是理性主义自身的一个矛盾吗?仍然能把费耶阿本德解释为反对“推理”和“理性”的人吗?而假
如没有推理和理性，当我们讨论一个具有深刻理性的概念的时候，是否超出了科学推理的范围?费耶阿
本德的原著很少有明显的语言上的疏忽、印刷错误或是遗漏之处，我所改变的或附加的任何内容都在
角落的括号中。
除此之外，我对费耶阿本德的原著做的惟一改变就是对他提供的附注的补充，写出了他所引用的书或
文章的完整的或一致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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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保罗·费耶阿本德的哲学论文集，收录了他发表于1960～1980年期间的重要哲学论文。
在这些论文中，费耶阿本德对科学哲学领域里的经典问题提供了他观点独特、令人激动的论述，其中
包括理论多元主义问题、理论与观察的关系问题、科学与神话的区别问题、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
，以及科学方法的本性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
费耶阿本德以一贯鲜明的个性和犀利的笔触对科学、理性、方法等进行了尖锐驳斥，对自由社会中的
专家、精英主义进行了无情挖苦。
他所奉行的“怎么都行”的科学无政府主义态度贯穿于他的每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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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费耶阿本德，贝克莱大学哲学教授，苏黎世联邦科技学院科学哲学教授，逝于1994年。
他反对方法和理性，提倡科学自然主义，被称为“科学无政府主义”代表，是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哲学
家之一。
主要著作有《反对方法》、《告别理性》、《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哲学论文集》（三卷）、《消
磨时光——费耶阿本德自传》（即出）、《征服丰富性》（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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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1  理论实体存在的问题2  无根基的知识3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一种认识论上对宽容
的要求4  关于知识和行为的多元论纲要5  自由社会中的专家6  科学哲学：有着辉煌历史的学科7  关于
方法论原则的有限作用8  如何捍卫社会免受科学的侵犯9  让我们多拍些电影10  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
科学方法11  民主、精英主义和科学方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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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些哲学家在随后的方法中努力去克服困难，他们把较长时期内某种感觉的持续性看做是一种完全充
足的标准，以此作为“有张桌子”这一命题的真理。
他们的证据在于，有了“桌子”这一语词，我们只是想指明一种客体，这一客体导致了某种形式的视
觉和触觉及其持续性。
由于这就是我们通过“桌子”这一语词体会到的所有含义，如果列举的实验获得实现，那么桌子的存
在就完全确定了。
因此，根据实际的粒子类对具有不可怀疑性和绝对性的有形客体做出断言，这也是可能的，这就是我
将用的论据，其主要目的是揭示(说明)感觉信息命题的极大确定性的逻辑源。
首先，我将对这个论据做适当的修正。
这暗示了我们所指的是具有某种影响的客体，而不是由“桌子”这一语词所提及的其他客体(顺便提一
下，人们应该注意到，基于所调查的事情的本质，这个论据与旧的论据具有语言上的平行性。
得承认，说话的语言方式的转变有某种心理优势：人们更乐于准备去改变一种说话方式，而不是去承
认不同于所假设的一种事情的本质。
然而，瞧一瞧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进展，就会觉得很难判定是否语言运用理论比本质理论更具灵活性)
。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和了解一直到现在我们称为“桌子”的事物也是万有引力之源，那么，我们
几乎不能改变我们的设想。
在测试有关桌子的断言中，我们没有丝毫理由不该利用万有引力的存在。
当然，这个例子有点不实际，因为我们几乎不能涉及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为了证明桌子的存在
，万有引力的测量将是一种比用肉眼和直接观察更为方便的方法。
但就巨星体、类星体或者双星体的黑色伴星而言，这种情形正好相反。
这里，万有引力的测量甚至可能是惟一可应用的方法。
一旦我们成功地通过我们的感官对物质影响给出随机的生理上的解释，或者至少当我们有一种想法认
为我们的感觉印象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感官通过介于其间的媒介所观察到的客体的随机影响，那么就不
能再仅凭一点点借口而武断地依据感觉印象来对“桌子”一词的定义进行限制。
我们就会知道这些感觉印象只是桌子对其周围物产生的一部分影响，而且我们知道这些影响只有通过
大部分人各自对其熟悉而被区分开。
此外，这样的定义会违反原则，不应该用特别的说明对争论中的现象进行解释。
这是因为其结果是：用(“因为桌子在此”)这一命题(该陈述逻辑上等同于讨论中的事态的描述)来回
答如下问题：我们感到一种抵抗以及我们有桌子样的视觉印象，那又会怎么样?但是让我们设想哲学家
自由地提出无感觉的定义，并因此让咱们允许哲学家给“桌子”下定义，以便某种感觉确定到桌子的
存在!然后，我们仍然得说关于桌子命题的不容置疑将追溯到这样一个定义，该定义声称实验程序在某
一阶段完成，该定义还宣称从现在起“桌子”的存在是肯定的。
这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决定与习俗在所讨论的确定性中起重要作用。
过后我们会发现，关于感觉信息命题被指称的不容置疑与绝对正确与其说是根据拥有感觉信息的本性
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它影响到决定的结果。
我们的讨论将与这些决定的实际性(practicality)有关，而且那就是感觉信息“存在”问题的所有线索(顺
便提到，人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已经意识到上面给“桌子”引入的定义是很不实际的，它给某种感觉的
表象带来特别的解释，而且这普遍适用于各种定义)。
但是，让咱们再回到桌子这一例子上。
我们已经声明，对于保证一系列操作后的结果的确定性，这个例子是个很不实际的决定。
然而，人们能够反对这点，理由是我们确信日常生活中“桌子就在我前面”这一命题的真实性，甚至
不需要明确的定义。
对此，一些哲学家解释道，我们无意识地信任某种定义，因为毕竟我们无意识地在某种很好地定义的
意义上使用了“桌子”一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根基的知识：知识、科学与相>>

我认为这一解释完全不现实，它假定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各种可能的、可设想的和不可设想的实验的
反应做出长期的决定。
头一次经历幻觉、完全的幻觉、有条理的幻想等等之类的设想的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承认这种设想
是幻想。
在语言应用的固有的内在的定义基础上，与其说他是镇静自若地解释他刚刚观察了一张不普通的桌子
，倒不如说他只是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回想时，哪怕他已经面临完全幻觉而且明白在发生什么，还会理所当然地坚持“桌子在此”这一命题
。
更重要的是，仅仅通过这个决定，这个命题才是确定的(根据在定义中起作用的证据)，事先并不能确
定(当然除了纯粹心理学意义上之外)，这是因为后者会预先假定有人已经知道最终哪项决定将被接受
。
我们将另外举例说明这一争论。
据说，普通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使用“桌子”一词，结果他就据此对桌子的本性做出某些有明确性的
假设。
他不是以一种明确的定义的形式使这些显得很明白。
相反，这些设想非常含蓄地包含在他的语言中，而且它们具有确定性。
那么，桌子的本质是什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说桌子是我们和别人能够看见和触摸到的东西，因此如果
我们看见并触摸到像桌子样的东西，并且其他人经历了同样的感觉，那么，就毫不怀疑这是一张桌子
。
这一强烈信念的逻辑理由是什么呢?是否表明存在逻辑上不容置疑的命题?为了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咱
们假定摄影师给桌子拍照片，而且，在底片上别无他物，只有空房以及二、三个人好像坐在桌子前面
。
咱们也可以假定无人知道摄影的本质。
那么我们不会因为完全不相关而丢弃这张底片吧?这一态度是基于什么立场呢?我相信这一态度只是因
为不知道(无知是福)。
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例子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如此相信自己，以至我们相信判定与调查研究是不需要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迫使我
们做此决定的情景。
这样，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命题的逻辑确定性问题仍旧完全敞开着，因为我们仍旧一点也不能理解
。
我们相信自己，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如此确信地主张的命题的绝对真实性甚至真理的背后根本就无物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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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费耶阿本德哲学论文集的第三卷，第一卷《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科学方法》，第二卷《经验主
义诸问题》均在198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内容上看，第三卷所谈论的话题在《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告别理性》等著作中
都有所讨论，从时间上说，本卷新收文章大致在20世纪60－80年代。
在本书中，费耶阿本德所关注的主题是：一、划界问题；二、相对主义；三、专家与社会的关系；四
、为科学哲学辩护；五、艺术与科学。
这些问题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论辩的过程引人人胜。
对于以上问题，本书编者普赖斯顿在序言中都有清晰的交待。
近年来，我们已基本上完成了费耶阿本德主要著作的翻译，它们是：1.《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科学方
法》（哲学论文集第一卷）；2.《经验主义诸问题》（哲学论文集第二卷）；3.《知识、科学与相对主
义》（哲学论文集第三卷，即出）；4.《告别理性>>（已出）；5.《关于知识的三个时代》；6.《征服
丰富性》；7.《消磨时光——费耶阿本德自传》，估计近几年可以陆续出版。
浙江大学哲学系科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小涵等参与了本书的初译，蒋旭明和金彩霞对初稿进行了
修改和补译。
译稿中不当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最后衷心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汪意云女士对本书的精心编辑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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