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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张志林，与我共事近十年，是我最喜欢与之辩论的哲学对手和哲学挚友之一，对于他和他的
学问我是有所了解的。
1977年，张志林上大学读本科，专业是物理化学。
那时正是郭沫若所说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人们为追求知识而不是为追求金钱而跨人大学。
张志林对理论化学的钻研很有心得，毕业时因学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
他对量子化学的研究也很有心得，在1985-1988年读研究生时还专攻过这门学科，以致他的化学导师在
他毕业许多年后还希望他回到量子化学的研究队伍中去。
然而，他却为哲学的魅力所吸引，他读研究生时的主攻方向也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
可以说，从这时开始，他就自愿地踏上了那荆棘丛生的哲学探险之路。
198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他就到中山大学哲学系
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工作，为科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讲授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等课程多年
。
其间还有段时间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
在英国期间，他好与人争辩的本性难移，常跟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哲学家哈瑞（R.Harre）辩论有关科
学实在论的各种问题。
回国后，张志林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科学实在论的研究论文，其中一篇还获得了金岳霖学术奖（西方现
代哲学）优秀论文奖（1995年）。
1995年，他在研究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型反本质主义的理论，改进了维特根斯
坦的哲学构想，与陈少明合著了《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此书的方法论意义现在正逐渐为人们所理解。
张志林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史的基础是很扎实的，在这方面作过不少专业性的研究工作。
尤其突出的是，他对西方哲学，包括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文献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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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凭借语言分析和案例研究的双重方法，立足于重要经典文献和当前研究现状，独创性地提出了因
果关系、因果描述、决定论描述、概率描述、因果律、因果式自然律、因果解释等一系列新的定义，
有根有据地对许多流行观点提出了有趣的反驳。
尤值一提的是，作者重新发现了长期被哲学界遗忘的“休谟因果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了一种独特
的解决方案。
本书是一本充满个性的创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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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林，1957年生于重庆。
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的教学和研究。
已出版著作《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合著）、《技术解释研究》（合著），发表论文约50篇，主
编出版论文集3本、译文集1本、丛书3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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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相当尖锐。
一方面，“说到过去的经验那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所给我们的直接的确定的报告，只限于我们所认识
的那些物象和认识发生时的那个时期。
”但另一方面，以经验为基础的因果推论的知识却“使我们由于一个对象的存在或活动而相信，在这
以后或以前有任何其他的存在或活动”；换言之，“只凭借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超出我们记忆和感
官的证据之外”（我在前面讨论知识分类时已引用过这些话）。
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形，休谟才说：“但是这个经验为什么可以扩展到将来，扩展到我们所见的仅在貌
相上相似的别的物象；则这正是我所欲坚持的一个问题。
”事情有点奇怪。
对问题（PCll），休谟断然宣称：“我们不能给出任何理由”；可是，他接着又说，这是构想因果关
系的“习惯所决定的”。
毫无疑义，“习惯”在此语境下称不上“理由”（reaspn）。
那么，这里所谓“理由”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休谟在讨论类似的问题（PCI3）时，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启示。
休谟提供了两种说明，一种是：“我可以说，即在我们经验到因果的作用以后，我们由那种经验所得
的结论也并不是建立在推论上的，也并不是建立在理解的任何过程上的。
”老实说，这一说明尚欠清晰，因为只有弄清所谓“推论”和“理解”的具体含义才能懂得这说明表
达了什么思想。
不过休谟是个明白人，因为在作出这一说明后，他马上补充说：“这个答复，我们必须努力加以解释
，加以辩护。
”努力解释和辩护的结果导致了休谟的第二种说明：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形下，似乎分明没有解证的
论证；因为自然的途径是可以变的，而且一个物象纵然和我们所经验过的物象似乎一样，也可以生出
相异或相反的结果来；这些事情都是没有什么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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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决定再版拙著《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使我有机会重温书中所述内容，展
望未来学术之路，纠正初版排印错误，改善一些表达方式。
在此，特别对余海、胡明峰、吴冰华等编审人士的辛勤劳作深致谢意！
10余年过去，我的一些学术观点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变化。
但是，就拙著所论“因果观念”和“休谟问题”而言，我至今仍然坚持原来的基本观点：（1）休谟
问题应该包括因果问题和归纳问题，而且因果问题比归纳问题更加基本。
现代学术界在讨论休谟问题时，长期忽视因果问题乃是一个严重的时代错误。
（2）因果问题的关键是：（a）因果律的合理性问题；（b）因果律与因果性的关系问题；（c）因果
观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d）因果观与概率观的关系问题。
（3）因果描述、因果解释和因果预测均以包含因果式自然定律为前提条件，而因果式自然定律又须
奠基于恰当的因果关系概念之上。
（4）恰当的因果关系概念必须以准确刻画作用传递和时空限制为根据。
（5）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难以为上述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分析哲学和先验哲学联手，正如
拙著所示，在此展示了神奇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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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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