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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是在反叛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一方面维护了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容纳了科学认识的社会性与建构性，从而使科学认识
的社会化与符号化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把逻辑和理性从它们先前高不可攀的高度降低到历史和社会
的网络当中，把作为一个维度和一种影响的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从科学的对立面融入理性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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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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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以上的基本观点构成了爱因斯坦科学实在论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评价的标准。
在这个基础上，爱因斯坦承认量子力学是继经典力学后对量子现象做出的“一种最理想的阐述”；但
问题在于，量子力学“没有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出有用的出发点”。
因此，爱因斯坦批评量子力学不完备的目的，是为了启发人们为物理科学的发展建立一个更牢固的基
础和出发点——这构成了爱因斯坦科学实在论思想的战略目标。
 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爱因斯坦组织了“EPR论证”。
所以，1954年11月10日，阿伦·库珀曼（Aron Kupperman）在给他的信中指出，在他关于整体统计规
律的论述背后，包含着隐变量观念时，爱因斯坦丝毫不否认这一点。
但他在回信时深刻地指出：“我想，仅仅通过对现行量子理论增加点什么东西，而不改变整个结构的
基本概念，要想摆脱现行量子理论的统计特征是不可能的。
”这深刻地表明，一方面，爱因斯坦立足于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在“EPR论证”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
隐变量的观念；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整个量子力学概念框架的改变，仅仅通过增加隐
变量假设就想改变量子理论的统计特征是不可能的。
所以，立足科学实在论，启迪人们的思想，突破“狭隘”的量子论框架的束缚，构造一个更完备的理
论，成为“EPR论证”的直接目的。
而且，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一点也正是有人认为爱因斯坦“从来没有赞同隐变量理论”，但却是隐变
量理论产生的“刺激者”的原因。
 玻姆对隐变量理论的探索及其鲜明的科学实在论观点 “EPR论证”的发表引起了物理学界的巨大反响
，它引申了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的论争，促使了物理学理论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隐变量理论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们，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然而，对隐变量理论做出最有成效和意义的是大卫·玻姆（David Bo—hm），因为正像厄哈德·斯凯
勃（Erhard Scheibe）所说的那样：玻姆“第一次为量子力学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隐变量的经典理论。
它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式，促使了更快的进步并导致了经典的，特别是决定论类型的隐参量理论的
各种假设的变化”。
 在玻姆看来，哥本哈根解释和冯·纽曼关于隐变量理论的“不可能性证明”是建立在构成量子理论的
经验事实和用于表述这一理论的数学形式的基础上的，并且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现行量
子理论的解释特征都是绝对的和最终的，因此，这一假设事实上否认了任何隐变量的存在和亚量子层
次的存在。
所以，它们事实上都恰恰本质地建立在超经验的和超哲学的假设之上。
基于这种思考，玻姆试图从既非狭隘经验的，又非片面形式主义的立场，从测量理论的基础上对隐变
量理论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和分析，从而使隐变量理论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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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语境论的世界观:当代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重构》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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