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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欧内斯特·内格尔1901年11月16日生于捷克的诺夫梅斯托，10岁时随父母迁居美国、，1919年加入美
国籍，1923年在纽约市立学院获理学士学位，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1931年在该校
获哲学博士学位。
内格尔曾短期执教于纽约市立学院，从1931年起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间只有1966年任职于洛
克菲勒大学哲学系），1946年起升为教授，1955-1966年任约翰·杜威讲座教授，1966-1970年任校级教
授，1970年退休。
1985年9月20日内格尔在纽约逝世，享年84岁。
内格尔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誉。
他曾于1954年主持普林斯顿大学的瓦尼克桑讲座，1960年主持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豪伊森讲
座，1963年主持美国哲学协会的卡勒斯讲座。
他曾于1964、1965、1967、1970、1971、1972和1979年分别获得纽约巴德学院、布兰迪斯大学、拉特格
斯大学、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和加拿大古尔菲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
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哥伦比亚大学于1954年授予他布尔特银质奖章。
内格尔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此外，他还是美国文理学院、美国哲学协会和
美国科学发展促进会的会员。
他于1946-1947年担任美国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会主席、1947-1949年担任美国符号逻辑协会主席
，1954年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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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内斯特·内尔是国享有盛誉的哲学大师，《科学的结构》一书是内格尔思想的中表现，被誉为科学
哲的十大经典之一。
本书围绕着科学说明一核心展开，对科学说明的本质、究逻辑以及知识的结构进行了全面论述，内容
波及物理科学、生物科学、数学用至社会科学。
它的中译本的出版将有助于我科学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选收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
通过有选择的译介，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哲学
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以利于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深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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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欧内斯特·内格尔 译者：徐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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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判断之间出现冲突，这是科学发展的刺激因素之一。
通过引入对事实的系统说明，通过确定事件的前因后果，通过揭示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科学就是扎
根在这些冲突的根源之上。
实际上，许多具有非凡能力的伟大心灵已追溯出各门科学的基本原理的逻辑推理；为数众多的研究者
已用作为那些批判性的观察和实验结果而得到的其他命题对这些推理进行了多次检验。
即使如此小心翼翼，也没有什么颠扑不破的东西保证在这些学科中已排除了严重的不一致性。
相反，互不相容的假定有时充当同一科学的不同分支的研究基础。
比如在物理学的某些部分，原子一度被认为是具完全弹性的物体，然而在物理科学的其他分支中，并
没有赋予原子以完全的弹性。
但这种不相容性有时只是表面上的，造成不相容性印象的原因，是没有注意到正在使用不同的假定来
解决类型极不相同的问题。
此外，甚至当这种不相容性货真价实时，它们也往往只是暂时的，由于采纳不相容的假定，不过是因
为还没有得到一个逻辑上连贯的理论，使之可以运用于原先需要引入那些假定才能做的复杂工作。
不管怎样，在那些追求统一的说明体系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的科学中，显然不会产生这种如此经常地
作为常识信念之标志的明目张胆的不一致性。
4.如已指出的那样，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各门分支中提出的结论的相对短暂的生命相比，许多日常信念
已存在数个世纪。
这种情形的一个局部缘由值得注意。
考虑常识信念的一些实例，如水在天气足够冷时凝固；让我们问一下在那个断言中，“水”和“充分
地”这两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水”这个词当被那些不了解现代科学的人使用时，一般来说没有明确的意义，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
事实。
它往往被用作多种多样的液体的名称，即使这些液体有重要的物理、化学差异，但有时又拒绝把它作
为其他液体的名称，尽管这一类液体在其本质的物化特征上的差别要比前一类液体的物化特征的差别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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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的结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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