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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科学思想史领域的经典名著，考察了近代科学兴起的过程和
原因。
它既是一部科学史著作，也是一部哲学史著作。
本书对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霍布斯、吉尔伯特、波义耳和牛顿等16、l
7世纪“哲学家一科学家”的方法和成就做了精彩分析，解释了近代世界观的成功和局限性。
其明确的哲学动机是，为什么近代思想的主流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认识论问题会成为近代哲学的中心
问题。
本书主张，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预设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从历史上考察这
种形而上学基础对人类思想的控制是如何产生的，从而为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关于人与自然的新哲学
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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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德温·阿瑟·伯特（Edwin Arthur Burtt，1892
-1989)，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
其主要著作有：《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A Historicaland
Critical Es.say，1924），《科学时代的宗教》（Religion抽an Age of
Science，1930），《正确思考的原则和问题》（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RightThinking，1931），《英国哲学家：从培根到密尔》（The English Philo.sophers， from
Bacon to Mill，1939)，《宗教哲学的类型》（Types of
ReligiousPhilosophy，l939），《慈悲佛陀的教诲》（TheTeachings of the
Compassionate Buddha， 1955)，《人寻求神：宗教史和宗教比较研究》（Man Seeksthe
Divine：AStudy in the Hi.story and Compari.son
ofReligions，1957），《寻求哲学理解》（In Search of Philosophic
Understanding，1965），《人的旅程》（The Human Journey，198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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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那么，对于笛卡儿来说，这种数学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着一组自然现象，科学家应当如何着手呢？
在早期的《指导心灵的规则》（Rules）中，笛卡儿的回答是区分实际过程中的两个步骤：直观和演绎
。
“我所说的直观是指⋯⋯明晰而专注的心灵的构想，这种构想迅速且分明，使我们不致对所认识的事
物产生任何怀疑”。
③他引用了一些基本命题来说明这一点，比如我们存在，我们思想，三角形仅由三条线围成，等等。
他所谓的演绎是指从某些已由直观确知的事实所作的一连串必然推理，其结论的确定性是由直观及其
在思想中的必然联接来保证的。
④然而，随着《指导心灵的规则》的进行，他意识到仅用这种命题方法来产生一门数学物理学是不够
的。
于是，他引入了简单性质的概念，作为直观在这些不言自明的命题之外的发现。
⑤所谓简单性质，笛卡儿指的是像广延、形状、运动这样的物体的基本特性，可以认为现象是由其单
元的定量组合而产生的。
他注意到，形状、大小和不可入性似乎必然与广延有关，因此，广延和运动似乎是事物最终的、不可
还原的性质。
当他从这一点走下去时，他已经接近于一些最为深远的发现，然而，由于他无法阻止自己思想的散乱
，也无法实现他那些极有意义的提议，那些发现终究无益于他自己后来的成就和一般的科学成就。
物体是处于各种运动之中的广延物。
我们想从数学上处理它们。
我们直观到这些简单性质，从而可以据此作出数学演绎。
那么，尤其是考虑到这些简单性质必须使广延和运动在数学上可以还原，我们能更精确地表述这个过
程吗？
笛卡儿试图这样做，但在一些关键点上，他的思想迷了路，结果，笛卡儿的物理学不得不被伽利略一
牛顿传统的物理学所取代。
他问道，广延的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描述现象的数学差异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他给出了三种这样的特征--量纲、统一性和形状。
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分析是如何提出来的，①但其思想的一个一致的解决方案似乎是：统一性使单纯的
算术或几何能在事物中获得立足之地，形状涉及事物各个部分的秩序，而量纲则是为了使任何事实都
能作数学还原而必须补充的特征。
“所谓量纲，我大致是指据以对一个物体进行度量的方式和方面。
于是，不仅长、宽、深是量纲，而且重量也是量纲，根据重量可以对物体的重性进行估计。
因此，速度是运动的一个量纲，类似的例子还有无数个。
”对重量、速度等等这些与长、宽、深类似的数学量纲（只不过它们是运动的量纲而不是广延的量纲
）的这种构想隐藏着在笛卡儿或后来科学家的工作中完全没有实现的巨大可能性。
倘若笛卡儿成功地贯彻了自己的思想，我们今天也许会把质量和力看成数学量纲而不是物理概念，当
前数学与物理科学之间的区分也就不会作出。
人们可能会理所当。
然地认为，一切精确科学都是数学的，整个科学仅仅是一门可以不时添加新概念的更大的数学，利用
这些新概念，我们能够对更多的现象性质作数学还原。
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许会使所有人都相信他在《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Philosophy）第二卷结尾处的
那种学说，②即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通过数学原理以及对它们的可靠证明来解释。
他在后来著作中的某些地方似乎仍然认为重量是运动的一个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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