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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费耶阿本德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不可通约的论述是以对理性至上主义的批判而展开的
。
费耶阿本德消解了近代中性经验论，认为理论是不可通约的。
不可通约类型有理论的、语言的和本体论的不可通约，而本体论的不可通约更为根本。
然而，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不可比，赞耶嗣本德认为应该在一种新的经验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比较，这
样也更为客观。
费耶阿本德对不可通约的讨论已经由库恩的范式概念进入了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认为不仅科学理论
是不可通约的，罄个社会的所有传统、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通约的，并不存在谁“优”谁“劣”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可通约>>

作者简介

牛秋业，1967年生，山东淄博人，200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副教授。
在《学术论坛》、《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科普读物《占今中外科技名人》一
部。
研究方向：西方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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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通过考察哥白尼的日心说、氧的发现、电子理论的发展、物理学里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库恩
描绘了科学发展的过程。
科学的发展最初具有“常规科学”的式样，在这个时期，范式是稳定的，一个稳定的范式所起的作用
就像上边已经被描述的模具一样。
常规科学时期出现的各种反常的事件并不能在范式里被解决。
当这些反常越来越多时，危机时期便出现了。
这时一个新的范式便开始发展，但要证明这个新范式是否为真正的进步则是困难的。
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被新范式所吸引；对新范式的不安和抵制旧范式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最终一个具有新的假设、应用和解决问题的新理论取得了胜利。
旧观点的追随者被迫退出，新的范式吸引了最好的同时是天才的科学家。
库恩把这样一种在范式里的变化描述为一场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就像政治革命一样，在科学革命阶段也会出现无政府状态。
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接受的唯一标准，库恩把范式变化看作是一种格式塔转换。
按照格式塔理论，库恩的范式理论具有主观主义的色彩。
如果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所接受的仅仅是评价的标准，那么科学家共同体的存在取决于科学家在一个特
定时间内心理上所认同的东西。
人们认为这种心理的东西使错误的并且超越群体的标准被接受。
此外，把这种转换描述为一种格式塔转换，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种转换是非理性的一一转换并不
是理性推理过程的结果。
库恩著作的这些特点强化了相对主义的合理性。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果“范式”包含了那些被认为是理性的东西，并且有不同的、但并不是高于一
切的决定体系的范式，那么，这似乎确立了普遍的知识的不可通约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不可通约
确立了相对主义的合理性。
上面我们已经探讨了意义不可通约与知识的不可通约的关系，意义的不可通约暗含了知识的不可通约
，库恩在论证前者的同时也认同了后者的存在。
在一个范式里，关键词语的意义源于它们在概念网络中的位置和范式的假定，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意
义。
在一个范式里的一个语词的使用不同于在另一个范式里的使用，因为语词使用的背景改变了。
因此，范式概念的提出为意义的不可通约和知识的不可通约提供了根据。
库恩对范式这个概念是从整体还是局部去理解？
从库恩对范式所做的一些论述来看，范式将被整体上去理解，例如，在一场科学革命之前和之后科学
家是在“不同的世界工作”，科学家所研究的世界似乎是与他之前居住的世界到处是不可通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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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完成的。
1999年我有幸成为夏基松教授的学生，在浙江大学的三年时间是我人生中难忘的岁月。
夏先生虽年逾八十，但仍笔耕不辍，学问不止。
夏先生对学问的这种执着和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夏先生把我带进
了科学哲学的殿堂。
从选题到写作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得到了导师夏基松教授的精心指导，并对论文的提纲和初稿提出了
具体的修改意见，杨大春教授也对论文的提纲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同时师母沈斐凤教授也对论文
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
南京大学的顾肃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的郑祥福教授对论文的初稿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使作者受益受
益匪浅。
浙江大学哲学系的陈健教授在论文的材料方面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参加我博士论文答辩与鉴定的诸位教授，评阅小组的诸位教授是：涂纪亮、倪梁康、黄
华新、顾肃、郑祥福。
答辩委员会的诸位教授是：倪粱康、庞学铨、黄华新、孙周兴、杨大春。
感谢专家评委对我书稿的评审，感谢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感谢光明日报出
版杜的领导和编辑，是你们的资助与大力支持使得本著作能够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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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可通约: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研究》：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搭建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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