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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量详实的资料，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对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家进行了总体描述；把科学
家放在社会大环境下，分析了科学家的基本特征。
本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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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个假说可能为真可能为假，必须接受后续的验证。
科学家通过发表论文或者撰写著作的形式公开自己的假说，去接受科学共同体的验证。
非科学思维者也可以得出某一假说，但他们往往到此为止，不经过或者不愿意经过后续的检验假说和
修正假说的过程，直接把假说当成理论进行传播。
     检验假说与科学假说的特征    科学假设是依据尽可能多的实验材料和经验事实以及尽可能牢固的科
学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是经验证据和科学思维的产物。
如果说形成假说往往是归纳与综合方法的结果，那么检验假说则是演绎与分析方法的开端，因此科学
哲学家把从检验假说到形成理论的步骤称之为假说一演绎法。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假说演绎法的科学方法论总结为“可证伪性”、“可检验性”    等基本概念。
    科学假说的基本特征：①假说的自洽性。
假说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符合逻辑的，不存在矛盾命题。
②假说的兼容性。
它与得到确证的科学原理是兼容的。
③假说的解释性。
它能够解释符合原来科学理论的经验证据和自己获得新的经验证据。
④假说的预见性。
通过科学思维能够推论出的经验证据超过它直接说明的经验证据的范围，因此包含着尚未检验的经验
证据。
⑤假说的可检验性。
它是可以被经验证据证实或者被经验证据证伪的。
⑥假说的简单性。
简单性原则是一个美学原则，它要求展可能少地包含彼此独立的假说或者公理。
⑦假说的试探性。
官只是尝试性地解答问题，是可修正的、改变的，并非惟一的，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预测性和可
检验性。
    考察一个科学假说是否成立，就是要看它是否具备上述基本特征。
例如，只有包含了自然过程、自然事件、自然规律等绎验证据的假说才是可检验的，而包含非自然知
识的假说则不能被检验；凡是声称是绝对正确的假说也不是科学假说。
    检验科学假说的过程实际上是重新收集和认识经验证据的讨程：  一是科学家通过不断地观测和实验
丰富了新的经验证据；二是假说预测的经验证据需要接受检验；三是原来的经验证据可能与新的假说
预测的经验证据产生矛盾而重新检验。
    修正假说与科学争论    如果科学假说被检验为不能成立，它必须被修正或者抛弃。
在这个时候，人文因素又起着重要的作用。
科学家因为花去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力才形成了科学假说，因此不可能简单地抛弃他们自认为
正确的东西。
由于怀疑态度的存在，科学家也不会轻易接受一个他人认为正确的假说。
科学家对假说的辩护与反驳成为科学进步的动力。
为了保护科学假说的核心部分，科学家通常会逐步建立一些辅助性的保护带。
在辩护与反驳过程中，组成科学假说的核心及其保护带被不断地修正、不断地检验。
    检验假说与修正科学假说的过程就产生了科学争论。
科学争论表现为科学界在经验证据(实验发现、观察报告、数据分析、统计结果等)的有效性、科学方
法的选择、假说的预见性、结论的应用等诸多方面的分歧和论争。
一个严肃的科学争论必须限定在科学研究探索的范围内进行，拒绝来自科学外部因素的影响；它也必
须是理性的，以经验证据为基础进行理性推理，拒绝个人情感、个人信仰等非理性的因素。
    只有在经过科学共同体多次检验的科学假说才能成为可靠知识的一部分一科学事实。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科学事实是高度证实的科学假说，是可以重复检验的，从而形成了人类知识中的组成部分。
因为很多的科学事实，例如生物组织的进化、生命中核酸的存在、大陆的漂移等，与人的普遍意识、
过去的哲学观念以及宗教相违背，因此很多人否认它们。
通常我们把否认科学事实的行为称为非理性的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是来自科学家还是其他人。
    形成理论与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    科学理论是多个科学事实的整合建构。
科学哲学家库恩概括了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精确性，从理论导出的结论与观察实验
的结果相符；一致性，不仅内部自我一致而且与现有的一些公认理论相一致；广泛性，理论的结论远
远超出了最初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简单性，理论应当简单，给现象以秩序；有效性，理论应当
产生大量新的研究成果。
①    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是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
科学理论的解释功能是指人们能够利用科学理论推断出的结论来验证已经存在的经验证据。
它不仅包括因果解释(一个确定性事物在给定初始条件后，过去与将来都是可以决定的)，也包括概率
解释(由于某些事物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导致现象符合统计规律)；不仅包括结构解释(事物的性质表现
为其构成的基本成分的性质的综合)，也包括功能解释(事物的系统功能表现为各种因素下的功能的综
合)；不仅包括渐进解释(事物的各种①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
所史阶段存在逻辑关系)，也包括突变解释(事物的内部性质因外部条件突变而发生突变)。
科学理论的预见功能是指人们能够从科学理论逻辑地推断出未知的经验证据，这些证据已经存在但不
为人知，或者暂时不存在但必将发生。
    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进化论、基因工程学、宇宙大爆炸等科学理论就是目前人类拥有的最可
靠的、最严格的知识体系，能够对宇宙、自然、生命的起源、发展、构成和未来给出最有力的解释或
者预见。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都是科学假说，科学理论也只是相对真理。
由于科学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更新的经验证据有的还没有纳入到现存的理论之中，有的与现存的理
论相矛盾，因此产生了新的科学问题，科学研究活动进入到下一个循环过程。
3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    从以上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推论出关于科学精神的丰富内涵。
    ①非科学与科学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但科学假说与科学理论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
需要把“科学与非科学”和“科学假说与科学理论”区分开来。
科学精神拒绝的是不具备经验证据基础的、超自然的非科学，而不是带有探索性质的科学假说，因此
对待非科学应当严格，对待科学假说应该宽容。
  ②科学理论的形成要经历不同的过程，不同的过程对科学家的思维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必须把“发
现的非理性思维”与“辩护的非理性思维”区别开来(有的哲学家简单地把科学活动分为“发现”与“
证明或辩护”两部分)。
科学精神不拒绝个别科学家某个阶段思维的突发奇想，如鼓励科学家依靠好奇心、直觉等提出原创性
问题。
科学精神拒绝的是科学家在假说检验与评价过程的非理性。
    ③科学理论需要的经验证据必须是有效的，因此既要保证通过自身观测和实验的经验证据是真实可
靠的，也要保证采用的权威证据的来源是真实可靠的。
科学精神要求科学家在收集证据时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进行，不仅不能伪造、任意修改经验证据，也要
防止因疏忽造成的经验证据失真。
    ④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开放的，它为其他科学观念的挑战提供了无数进入的缺口
。
任何一个科学家或者可以从问题开始，或者从数据人手，对已经形成的假说或者理论提出质疑。
    ⑤评价一个观点、假说、理论的基本方法是同行评议，即在某一领域内掌握了大量数据、事实和基
本知识的科学家，他们具有一定的辨别真伪的能力。
每一个新的观点通过立项报告、研究报告、会议研讨、学术论文等多种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形式展现
给同行。
但这并不表明原来不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新进入者完全没有提出新理论或者评判旧理论的权利，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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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他是否掌握科学数据，依据科学方法进行推理和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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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科学家：科学的人格化    这是一本专门谈科学家的书。
    什么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既好回答，又不容易讲得很清楚。
    请看一组历史镜头。
    一个赤身露体的男子从澡堂里跑出来，满街高喊：“我发现了!我发现了!”街上的人都以为他是个疯
子。
可是，他是力学家阿基米德。
他在倾泻发现王冠秘密的狂喜。
    一位先生躺在野外，一动不动，两眼发直，死盯着地面，从清晨一直躺到傍晚。
附近农民都说他中了邪。
可是，他是昆虫学家法布尔，他正在观察地上的昆虫。
    一个老头子在院子里，蹲着身子，摇摇摆摆地学鸭子走路，并叫个不停，后面跟着一群小鸭子。
栅栏外围观的人都说这个人是神经病。
可是，他是动物学家劳仑茨，他正在研究小鸭子在怎样认识自己的妈妈。
    这就是科学家。
    生物学家赫胥黎晚年，小孙女来看望他。
天真的孩子用迷惑的眼光看着老爷爷，说：“你是最古怪的老头!”    这个小女孩说出了许多人对科学
家的印象：怪。
在美国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40％的人认为科学家是一群怪物。
    那么，究竟科学家是怎样的人?这本书对此作出了全面的回答。
科学家的“怪”，主要是他们对科学研究高度专心的缘故，这同科学研究的活动方式有关。
    目前，介绍科学家的书籍主要是科学家传记、科学家事迹汇编。
这本书把科学家看做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放在科学活动、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叙述他们的普遍
特征。
从多种角度，应用多种方法对自牛顿以来的近现代科学家作出全面、系统的论述，在国内为首创。
    科学家是人格化了的科学，或者说是科学的人格化。
    科学家群体是科学发展的历史产物。
科学具有多种功能，科学家也具有多方面的品格，在社会上具有多重职责。
他们是科学成果的创新者、新生产力的开拓者、人类文明的建设者、科学人才的培育者和科学知识的
传播者。
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方法的应用者、科学思想的建构者、科学精神的体现者。
在科学家那里，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融为一体。
科学家是民族和时代的精华。
他们探索的是宇宙的秘密，他们创造的是人类的未来。
    我们不仅要掌握科学家创造的知识，还应当了解科学家的为人。
    科学家的智慧像蓝天一样的宽，像大海一样的深。
他们的视野大至150～200万年，小到lO厘米。
他们的想像可以把宇宙和基本粒子联系起来，可又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
他们是创新的模范、求实的榜样。
他们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他们的崇高品德，为世人所共仰。
他们的头脑里思考的是真，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善，他们从里到外都焕发着一种特殊的美。
科学家，集真、善、美于一身，他们的人格魅力，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科学家的真知和美德．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学习科学家有助于我们求知，更有助于我们做人。
只有社会真正了解了科学和科学家，科学事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科学家是人，而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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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既是科学英雄，又是普通的人。
他们有缺点，也会有错误。
迷信科学，是对科学的背叛；迷信科学家，是对科学家的亵渎。
正因为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才会觉得我们不仅可以学习他们，而且可以超过他们。
    你想了解科学家吗?请你好好读这本书吧。
你将从中悟出科学的精髓，人生的真谛。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林德宏    科学哲学家        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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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家群体透视》介绍了科学家们是使用不同的方法、从事不同领域
研究、具有不同性格的一群人。
科学的重点和前沿领域不断地变化，科学家的需求与供给也随之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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