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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哲学》是国内科学哲学的基础性读物。
它涉及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科学哲学的目的与方法，以及中国科学哲
学的特殊问题，试图系统地在哲学层面上对科学进行反思与概括。
《科学哲学》力求反映中西方科学思想的独创性和思维的深邃性，并在把握科学哲学发展脉络的基础
上传介现代科学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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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椿（1944-），江西于都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图
书馆馆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主要代表作有《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
题与道德抉择》、《科学技术哲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
《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交叉学科》、《从辩护到审度——马克思科学观与
当代科学论》、《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与演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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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科学哲学的兴起与转向
　第一节 实证科学与思辨哲学
　　一、科学与哲学的分与合
　　二、实证科学与可检验性
　　三、哲学的思辨方法
　第二节 从反形而上学到认识的建构论
　　一、作为哲学运动的实证主义
　　二、新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困境
　　三、认识是不断建构的产物
　第三节 对后实证主义的回应
　　一、后实证主义的新潮
　　二、后现代主义倾向
　　三、困难而必要的再定位
第一章 科学的逻辑结构
　第一节 科学事实与归纳
　　一、两个迫切的认识论问题
　　二、客观事实和科学事实
　　三、归纳问题及其意义
　　四、科学归纳法和概率统计方法
　第二节 科学假说与理论结构
　　一、作为理论方案的假说
　　二、科学理论的功能
　　三、科学知识的演绎模型
　　四、归纳模型的意义
　第三节 理性准则
　　一、理性信念
　　二、可检验性原则
　　三、对应原理
　　四、简单性原则
第二章 科学实验与时空构架
　第一节 实验方法的意义和作用
　　一、实验方法的认识论意义
　　二、观察和实验
　　三、科学实验的一般作用
　第二节 科学实验的结构和特点
　　一、仪器和测量问题
　　二、科学实验的主客体结构
　　三、实验在行为和功能方面的特点
　第三节 科学的时空构架
　　一、时空的测量方法及其经验基础
　　二、数学空间与物理空间
　　三、世界时空构型的可选择性
第三章 科学的意义和基础
　第一节 科学文本的语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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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科学陈述的分析与澄清
　　二、观察语言的分析
　　三、理论语言的分析
　第二节 因果性、决定论与概率统计性
　　一、因果性意义的分析
　　二、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
　　三、确定性规律与统计规律
　　四、超越决定论的彼岸
　第三节 经验规律与理论规律
　　一、可观察性与两类规律
　　二、理论规律的预言能力
　　三、如何从理论规律导出经验规律
第四章 科学发现的逻辑
　第一节 辩护与发现
　　一、证明的逻辑与对发现的关注
　　二、科学中的创造性
　　三、从言传到意会
　第二节 发现的模式
　　一、类比推论
　　二、合情推理及其原则
　　三、合情推理的手段和模式
　第三节 直觉思维
　　一、直觉和灵感
　　二、自觉地激发灵感
　　三、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第五章 元科学的重构
　第一节 从确证到历史主义的确认
　　一、实证论的确证观
　　二、确认观及相应的真理观
　　三、理论发展模式研究的突破
　第二节 对科学的社会学探讨
　　一、科学发现的社会承认过程
　　二、科学共同体与学派的社会功能
　　三、发表与马太效应
　　四、同行评议的两重性
　第三节 科学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一、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
　　二、程式化的努力
　　三、“怎么都行”
第六章 对中国科学与哲学的反思
　第一节 从现代文化的眼光看中国传统思想
　　一、李约瑟的独特诠释
　　二、中国古代的自然观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启发
　第二节 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科学思维的比较
　　一、中国独特的有机论思维传统
　　二、西方科学传统的方法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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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通过互补而更新
　第三节 当代中国科学哲学的重构
　　一、开放的窗口
　　二、全方位的吸收与剪裁
　　三、中国特色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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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尽管在思辨的某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甚至使现代科学思维都感到惊讶，但
从总体上看，它却是一个窒息科学的封闭体系。
自然哲学对于它所容纳不下的那些知识，乃是一种没有伸缩余地的、独断独行的体系。
它没有办法加工科学提供的经验材料，没有办法使经验向概念运动，因此抑制了经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
正因如此，出现了以反对形而上学为旗帜的实证主义运动。
首先披挂上阵的是孔德。
孔德把人类认识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科学阶段。
神学阶段是人类的童年时代，此时，人用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把事物看作是超自然物
的表现，由拜物教经过多神教到一神教。
形而上学阶段是人类的少年时代，此时，具有人格的神被抽象的力量或实体取而代之。
这种力量或实体是各种事物所固有的，是在事物中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必然的原因，人类一旦认识这种
原因，就可以推知其结果。
神学和形而上学都相信，取得绝对的知识和解释事物内在本质是可能的。
孔德反其道而行之，断言这都是未成熟的人类的幻想，并打出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帜，鼓吹用实证科学
代替形而上学。
孔德认为，发现事物内在本质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应代之以努力发现存在于现象之间的一致关系。
问题的提法不是“为什么”，而是“怎么样”。
他说，自然科学的显著进步令人想到，科学方法是一切领域要遵循的方法。
而科学唯一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或存在于事实中间的恒常关系，这只能靠观察和经验才能做到。
这样取得的知识是实证的知识，只有为实证科学所证实的知识才能成功地运用到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
。
凡是没有把握这种知识的地方，当务之急就是要模仿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来取得这种知识。
孔德认为，虽然实证科学不像形而上学那样自认为可以回答“为什么”，却比形而上学更能适应实践
的目的。
牛顿创立了实证科学，从此，人类虽不能认识热、光和电本身，却能认识它们所以发生的条件以及为
这种条件所共有的一般现象，它们就是制约这种条件的普遍规律。
19世纪中叶，经验论的观点在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1843）中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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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哲学》是哲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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