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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对整体的科学与技术及其各门分支学科所涉及的哲学
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哲学学科，是当前非常活跃的一个学科研究领域，它的演变与发展显著地体现
了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
《科学技术哲学概论》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现状出发来着手编写，这是一项学术性的探索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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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索伯的生物学哲学思想　　埃利奥特·索伯也是一位有名的生物学哲学家。
他主要的生物学哲学著作包括：《自然选择的本质》（1984）、《重建过去：简单性、进化和推理》
（1988）、《生物学哲学》（1993）、《从生物学的观点看》（1994）、《利他：非自私行为的进化
和心理学》（1999）。
与迈尔和鲁斯等人鲜明的派别性不同，索伯比较中立，比较喜欢探讨一些具体的生物学哲学问题。
比如，利他主义行为的进化问题是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反复争论的问题，索伯就是从思考
这个问题进入生物学哲学领域的。
利他主义行为的进化问题与自然选择的单元问题密切联系。
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的对象是个体。
从这个前提人们很容易推论出利他主义行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利他行为就是牺牲个人的利益帮助他人
的行为，这必然使其他生物个体在自然选择中更有竞争力，因此在自然选择中，利他主义行为就不可
能保留下来。
但利他行为在生物世界广泛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达尔文在其后来的著作中认为，除了个体是选择的单元外，群体也可以成为选择
的单元。
如果群体是选择的单元，自然选择就会保留利他主义行为。
群体选择论后来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威廉姆斯（G.Williams）等人提出了基因选择论，认为基因才
是真正的选择单元。
这种观点在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中得到了形象地说明，因而得到广泛的传播。
索伯在《自然选择的本质》一书中对三种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三种实体都可能成为自然选择的单元
。
在《利他》一书中，他对他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多元主义的进化理论，并把他的一些
观点扩大到对人类的利他行为的分析上。
除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进行哲学分析外，他在《生物学哲学》一书中也对其他生物学哲学问题发
表了他自己的看法。
　　5.生命科学哲学的未来趋势　　每个学科的学术研究都有它自己经典的研究话题，生命科学哲学
也不例外。
从以上几个主要的生命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生命科学哲学中的大部分争论都是围绕生命科学
与物理科学的关系展开的。
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的关系问题被罗森伯格看作是生命科学哲学中的核心问题。
因此，未来生命科学哲学也将主要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不同的生命科学哲学家将在不同的问题上或者捍卫分支论的观点，或者捍卫自主论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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