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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向经典，与大师一起思考陈波每当我走人大书店时，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新出版物，面对堆得像小
山一样的装帧考究的新书，我常常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和压迫感。
作为一名作者，我的书可能默默无闻地躺在某个角落里，也许没有多少读者光顾它，也许没有多少读
者购买它，即使购买了，也许没有多少读者认真地阅读它。
作为一名作者，虽然写过那么几本书，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倒是有理由生出某种惶惑、谦
卑和敬畏的心情。
作为一名读者，“其生也有涯”，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出版物，其“读”也无涯，即使一辈子全用来读
书，也读不了多少书。
怎么办？
我想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话：“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问题是取哪一“瓢”？
我以为，最保险的办法是：面向经典，面向大师，与大师一起去感受和思考。
这就是构想此套丛书的思想背景。
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与该社李艳辉女士一起策划、主持了这套“哲学元典选读丛书”，以
作为先前出版的“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的补充。
因为如“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总序所言，当时就想在引进一本西方哲学教材时，同时引进一本与
之配套的“读本”（readings）。
例如，若引进一本《知识论》，就同时引进一本《知识论读本》，前者着重阐发该分支的基本理论，
后者则选编从古至今在知识论方面有影响的论著，由此引导学生去阅读原著，阅读经典，并与哲学大
师一起去思考。
由于在联系版权等方面遇到困难，我们决定，干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编选“读本”系列，并加人中国
哲学的本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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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哲学元典选读丛书”之一。
本书汇集科学哲学精粹，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提供关于科学技术反思的各种模式。
全书主要包括欧陆传统科学哲学及技术哲学、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等内容。
本书充分展示了科学哲学的学术主流，也为各种边缘另类的学术提供了表演舞台；是科学哲学专业学
生的必备食粮，也是普通读者享受思考乐趣的可口营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哲学读本>>

作者简介

蒋劲松，1965年生，生物学学士，科学哲学博士，副教授。
现任教于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与宗教、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丰要讲授课程：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两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等。
出版著作有《从自然之镜到信念之网:罗蒂哲学述评》、《人灭逍遥：从科学出发》等，译著有《科学
及其编造》等。
刘兵，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现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协一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研
究中心副丰任，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
出版专著8部，个人文集7部，科学吏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5部，译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其他
文章300余篇；主编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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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逻辑上可能证实和逻辑上不可能证实之间的分界线是绝对清楚明确的，意义和无意义之间没有什么逐
步的过渡。
因为，你要么为证实给出了语法规则，要么没有。
第三种情况是没有的。
经验可能性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但是意义和可证实性却完全不依靠自然规律。
我能够描述或下定义的每件事情都是逻辑上可能的：定义决不是与自然规律联系着的。
“水往高处流”这个命题是有意义的，然而恰巧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命题所描述的事情在物理上是不
可能的。
如果我为一个命题的证实所规定的条件同自然规律不相容（例如，我可以规定一些只有在光速大于它
的实际速度，或者能量守恒定律不灵等等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的条件），那也不会使这个命题失去它
的意义。
反对我们的看法的人叮能会在上面的解释里发现一个危险的背乎常理之处，甚至发现一个矛盾，因为
一方面我们如此强烈地坚持所谓“经验意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极其着重地断言，意义和可证实性
并不依赖任何经验条件，而是纯粹逻辑上的可能性所决定的。
我们的反对者会指责说，如果意义是个经验问题，那它又怎么会是一个定义和逻辑的问题呢？
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和困难。
“经验”一词是含糊的。
首先，它可能是指任何所谓“直接的感觉材料”这是“经验”一词的比较现代的用法。
其次，我们可以将这个词用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譬如我们说“一个有经验的旅行家”，这就意味着这
个人不仅看到过许多事情，而且知道如何利用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就经验的第二种意义（顺便提一下，这也就是Hume和Kant的哲学里“经验”一词所具有的意义）来说
，必须宣布可证实性是独立于经验的。
证实的可能性不依赖任何“经验真理”，不依赖某一自然规律或任何其他真的一般命题，而是仅仅为
我们的定义所决定，为我们的语言中确定的规则所决定，或者说，为那些我们在任何时候均可随意规
定的规则所决定。
我们已经说明过，这些规则最终统统指向实指定义，通过这些实指定义，可证实性就同第一种意义的
经验联系起来了。
没有一个表达规则要以世界上的任何规律或规则性为前提（这种规律是Hume和Kant所说的“经验”的
条件），但的确要以那些可以加上名称的感觉材料和情况为前提。
语言的规则就是应用语言的规则；所以，必须有某种可以把语言应用上去的东西。
可表达性和可证实性是一回事。
逻辑和经验之问不存在任何对抗。
逻辑学家不仅能够同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而且，他如果想要理解他自己所做的事的话，他也必须是
一个经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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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哲学读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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