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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像惊险小说一样刺激、好看的哲学著作　　　　哲学一开始是要寻求真理，理解我们置身其
中的世界。
哲学理论的“道理“从常识（或常情）而来，并对它们加以组织，成为连贯的道理系统，哲学家们在
用自然语言构筑理论体系，相信他们能以此解释所有的现象。
反观哲学，几千年来所有寻求普适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这也许恰恰是因为哲学是如此仰赖常识（常情
）的缘故，哲学体系是在常情与自然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
科学家就有所不同了，他们先是把日常经验归约为“实验”，并用精确严密的定义塑造一门新的逻辑
——数学语言，这门语言超出了纷繁多样的生活世界，也正因如此，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普适的理
论体系才真正成为可能。
　　科学也是要寻求真理，但它不满足于我们被动地经验到的世界的真相，它通过仪器和实验，拷问
自然，迫使自然吐露出更深一层的秘密。
要解释这些秘密，古代传下来的智慧和方式就逐渐显出其不足。
常识式的理性不够用了，人们学会求助于数理式的理性。
公元1642年也许是特别富有意味的一年，伽利略于该年去世，牛顿于同年诞生，罗素曾把这个事实推
荐给相信灵魂转世的读者。
伽利略和牛顿可说是一先一后“联手打造”了近代科学。
伽利略是一个巨人，他在广泛的领域引入了近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牛顿也是一个巨人，他赋予近代
科学以完整的形态。
陈嘉映在书中引述韦斯特福尔总结的说，整个西方世界从17世纪起，就开始了“将原来以基督教为中
心的文化变革成为现在这样以科学为中心的文化”。
 从牛顿开始，我们有了一幅科学的世界图景，它“把一个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在其中的质的可感
世界，替换成了一个量的、几何实体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一样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惟
独人失去了位置”（柯瓦雷语）。
　　人类的知识累积始于“常识”，而且也正是常识，为知识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即科学与哲学）提
供了背景框架，然而，一方面，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与常识经验日益疏远，科学理论的解释力也无
须倚赖常识和直观的理解；另一方面，哲学作为组织和重构常识以达成普遍解释的努力又是徒劳无功
的。
因而我们面临的两个世界的分野：一边是疏松零散的常识世界，一边是体系严密的科学世界。
问题在于，这两个世界何以彼此通达？
《哲学　　科学　　常识》提出，这也许正是哲学今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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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本像惊险小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资助，一样好看的哲学著作。
　　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文革插队知青靠字典自学了德语的传奇学者。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博士。
　　海行格尔《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和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的中文译者。
　　《新京报》2007-02-17一周书情　　陈嘉映是位低调的学者，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哲学和科学
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和常识的关系，并集中讨论了常识、科学、哲学三者的关系，这本小书大量借
用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关心的却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
　　《中国书报刊博览》　　这是一本像惊险小说一样刺激、好看的哲学著作。
作者从近代科学的兴起考问人类思想的命运。
他首先从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感应思维的主要脉络开始梳理，转而阐述了以文字的出现为突出标志、
一直延续至今方兴未艾而将艾的人类“理知时代”理性态度的兴起，在这漫长的几千年里，人的思维
的三极角色“哲学”和“常识”和“科学”怎样上演了互相倚侍、转化和争夺的惊心动魄的戏剧。
　　《财经》杂志3月荐书　　这本书的编辑和最早的读者告诉作者，它是“一本像惊险小说一样好
看的哲学著作”。
这评语可能只适用于这本书的一半。
另一半，即书的最后几章，其实很不容易读，它们涉及哲学与科学之间在发生学和目的论上的本质差
异。
　　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作者在这里探讨的主题，由于国内媒体长期宣传的“科学主义”意识形
态的遮蔽而变得不易理解了。
这一困难，其实在作者“自序”里已经有所说明——“我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
⋯⋯远为根本的是，科学把心灵留在了画面之外，⋯⋯那么，我们有两套真理——科学真理和生活的
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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