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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可以说是我几十年来从事科学哲学教学与研究成果的某种整合和集成。
大约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1958年末至1959年初）开始，我这个“工科佬”（我读了8年工科）被组织
上强制地当做“一颗螺丝钉”安放到了哲学教师的岗位上。
对于要我离开原来所学并且所喜爱的专业，转到一个我完全陌生并且在内心里不太认可的岗位上，我
内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因而造成了我多年来心灵上莫名的痛苦和创伤。
但是，以我们当年所接受并且从内心里所认可的教育，我还是在内心里长时期地开展了痛苦的自我思
想斗争，严厉地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强令自己服从党的需要，“做党的驯服工具”。
要求自己：“党把我放到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党要我干一行，就爱一行”。
这种“自觉”开展的痛苦的思想斗争，虽然收效甚微，没有让我快乐起来，但毕竟还是强使我自己“
安下心来”，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安排。
当时，我在大学读书时，工科大学里尚未开设哲学课。
所以，我是先有了哲学教师的头衔，然后才开始学习哲学，而且完全是靠自学的。
因为，除了1959年我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第六中级党校（即后来的湖北省委党校）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进
修以外，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哲学方面的正规的学校训练。
而且那3个月里我被灌输的东西，原则上都是我后来所不认可的。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要想从事哲学的教育和研究，会要遭受多么大的艰辛和困难，也就可想而知。
由于我没有接受过传统的哲学教育，所以，如果我在本书中所写的东西违背了“传统”，那就请传统
的哲学家们予以谅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

内容概要

科学哲学的著作，应当具有大众性。
它的读者对象决不应该只局限于科学哲学的专业小圈子里，它更应该与科学界以及未来的科学界的后
备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行交流。
让他们一起来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以便从中相互学习，相得益彰。
为此，在写作此书时，我努力做到行文流畅，把本来十分抽象的科学哲学道理说得明白畅晓。
为了把抽象的科学哲学道理说得明白畅晓，我努力做到如下三条：第一，沦证清晰而严密。
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清晰而严密的论证才能做到明白而畅晓，而那些概念模糊或论证缺乏清晰性的文
字是不可能给读者以明白畅晓的感觉的。
为此，书中有时(在必要时)不得不使用某些逻辑公式，但我想，这些不会对读者造成真正的困难。
第二，史论结合，尽量使所述内容生动而具体。
在我看来，如果脱离科学的现实与历史，抽象地讨论科学哲学的理论原理，那势必造成内容干涩，难
免让人望而生畏，且不易理解。
我在研究与讨论科学哲学的理论过程中，特别注重于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紧密结合，从科学与科学史
的实际中提出问题，从科学与科学史的丰富材料的分析中抽象出科学哲学的理论模型，或对前人所提
出的科学哲学理论原理做出修正或补充，在写作时，又注意用科学史的详细案例分析来说明科学哲学
的理论。
第三，所述的科学哲学理论或原理必须符合科学的实际。
因为在我看来，只有符合科学实际的科学哲学理论，才有可能会是明白畅晓的，这对于理工科出身的
读者来说尤其是如此。
特别地说来，这也是从事学术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从这一点出发，所以，我不太认同某些逻辑实证主义者和近些年来很时兴的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的观
念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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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没有对“客观性”一词作形而上学的解释，而是把“客观性”定义为：主体间
的可相互检验性。
他说：“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
”要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它的必备的条件是它所描述的事件具有可重复性。
所以，他强调科学中可接受的实验结果必须是可重复的。
波普尔强调可重复性是“客观性”的必要条件。
②他说：科学上有意义的物理效应可以定义为“任何人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实验都可能有规则
地重复的效应”③。
反过来，他也强调：“主观经验或确信感绝不能证明科学陈述⋯⋯它在科学中不可能起什么作用。
”④他进一步说：“我完全可以深信一个陈述的真理性，确信我的知觉提供了证据，（对于它）具有
一种极强烈的经验，任何怀疑对我来说都是荒谬的。
但是，这是否能为科学提供丝毫理由来接受我的陈述呢？
能否因为波普尔完全确信它的真理性就证明任何陈述呢？
回答是‘不’！
任何其他的回答都是和科学的客观性不相容的。
”⑤对于“客观性是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后来，波普尔又把客观性的定义修改为“主体间可一致性
”。
第四，强调“观察浸透着理论”。
波普尔说：“我们的观察经验决不能不受检验，它们浸透着理论。
”他的这个观点后来被汉森在《发现的模式》（1958）一书中所发挥。
由于波普尔强调观察浸透着理论，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既然观察浸透着理论，因而观察是可错的。
然而波普尔又要求科学中用以检验理论的可接受的“基础陈述”必须具有客观性，因此对于任何作为
基础陈述的观察陈述必须进行检验。
但是，这种进一步的检验又是依赖于理论的。
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无穷的倒退。
波普尔曾经举过一些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笔者在1986年出版的《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一书中曾举过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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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哲学》是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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