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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科学的哲学》之所以命名为“生物科学的哲学”，是为了强调它的科学哲学性质。
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尽管密切相联系但又有所区别，自然哲学所反思的是自然界的客观性质，而科学
哲学则是直接面对科学理论的，并以此为中介折射自然的性质。
《生物科学的哲学》对生物学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及其与之相关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本质主义与反
本质主义等关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作者的基本立场是，不仅反对严格决定论，而且也反对完全偶然论，主张非完全决定论，即认为生物
界是由因果与机遇联合支配的，即使机遇也是有规则的。
同时，作者指出了进化生物学在定律、科学说明和预言等方面的特异性，从而揭示了传统的科学哲学
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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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桂起权，男，1940年生于浙江宁波。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科技哲学和逻辑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当代数学哲学与逻辑哲学入门》（1991年）、《科学思想的源流》（1994年）、《机
遇与冒险的逻辑》（1995年）、《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2002年）；译作有：《机器人与人类心
智》（1993年）、《科学哲学》（1995年）。
另有论文约50篇。
　　　　傅静，女，34岁，河南南阳人。
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政治管理学院哲学教研室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伦理学和生物学哲学。
1998年以来，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篇，出版学术专著《科技伦理学》1部，承担和参加国家、省（部）
级科研课题4项。
　　　　任晓明，男，1953年生于四川泸州。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金岳霖学术奖获得者。
主要从事科技哲学和逻辑学研究。
主要著作和译著有：《当代归纳逻辑探赜》（1993年）、《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1993年）、
《机遇与冒险的逻辑》（1995年）、《进化认识论与进化逻辑》（1998年）。
另有论文约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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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一、D．赫尔：西方生物学哲学的奠基者二、互补性策略——整合生物学研究纲领最好的启
发式程序第一章 生物学哲学中的纲领方法论第一节 孟德尔研究纲领的硬核第二节 纲领方法论的通用
原理并未失效第三节 基因：从思辨工具到物质实在一、工具主义与实在论之争二、萨顿的对应性假设
三、摩尔根：从纲领的怀疑者到辩护士第四节 摩尔根学派：科学共同体第二章 达尔文革命第一节 达
尔文纲领的产生、发展及其反常一、进化思想的源流二、达尔文纲领的产生和发展三、达尔文范式的
革命性质四、达尔文与拉马克：两种不同的传统、范式或纲领五、达尔文纲领面临的反常问题六、启
发法：用互补性策略整合进化论中的互斥纲领第二节 达尔文主义中的几个主要哲学问题一、自然选择
与“同语反复”二、进化论的统计学性质及其来源三、进化生物学中偶然性与必然性以及决定论与非
决定论问题第三章 还原论与生物学中的理论还原第一节 还原论及其哲学基础第二节 生物学中的反还
原论思潮一、活力论者对机械还原论的批驳二、分支论者反驳还原论的观点以确立生物学的自主性第
三节 赫尔关于还原论的观点第四节 赫尔对生物学中经典遗传学向分子遗传学的还原的修正、批评和
发展一、对内格尔的理论还原及其相关思想的考察二、谢夫纳的还原模型三、赫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
理论还原模型的剖析和批判四、简短的评价第四章 生物学定律第一节 有无生物学定律第二节 赫尔为
生物学定律所提供的辩护第三节 生物学定律的特点一、生物学中的定律：定性形式多于定量二、生物
学中的定律：具有历史性的特点三、生物学定律的过程性特点四、生物学中的定律是相互关联的网状
定律第四节 生物学定律和预言第五章 目的论问题第一节 目的论思想的渊源和复兴一、亚氏的内在目
的论与“程序目的性”二、神学目的论的反面启示三、机械论对活力论的批判四、强调负反馈的新目
的论第二节 赫尔对目的论思想的控制论解释一、目的论系统的两种物理模型及内稳态流二、用控制论
看自然选择三、目的论系统的四大特征：功能、结构、历史、程序第三节 目的论说明与陈述和覆盖律
模型的互补共存第四节 超循环论对自然选择的新解释第六章 物种的本体论地位及物种概念中的本质
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第一节 物种概念的历史与现状一、模式物种（TypologicaI）概念二、唯名论
（Nominalism）的物种概念三、生物学物种概念四、进化论的物种概念第二节 赫尔的“物种作为个体
”的命题一、“物种作为个体”命题的内容及意义二、“物种作为个体”命题存在的问题三、对“物
种作为个体”的修正第三节 生物学的物种概念的适用度和物种概念中的多元主义第七章 关于人工生
命的哲学思考第一节 从人工生命视角看生命的本质第二节 创建人工生命形式的尝试第三节 人工生命
与人工智能第四节 与生物学相关的人工生命第五节 对人工生命的哲学反思结束语——要在科学哲学
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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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基因：从思辨工具到物质实在　　一、工具主义与实在论之争　　在孟德尔时代，“遗传
因子”当初只是纯粹思辨的猜想，或是一种决定杂种性状及性状间关系的抽象符号，它并不直接包含
物质实在性。
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被三位遗传学家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之后，到1906年遗传学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1908年遗传因子也被正式定名为“基因”。
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中来了：基因究竟是否具有物理实在性？
如果孟德尔学说只是一种工具主义假设，那么基因只是一个符号、方便的解释手段而已。
如果说这一学说具有物理上的真实性，那么基因就像原子一样实在，具有可检验性。
这就是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工具主义之争，在生物学哲学中的表现。
由于细胞学研究的进展，终于找到了孟德尔学说的物质基础。
　　20世纪初，一些生物学家已认识到染色体行为与遗传因子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平行关系”
）。
尤其是萨顿的研究，为遗传学与细胞学的结合进而创立染色体遗传学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接着摩尔根于1908年开始了一系列的果蝇实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促进了基因理论与染色
体理论的完美结合，同时也为他自己确立了染色体遗传学奠基者的历史地位。
　　二、萨顿的对应性假设　　1903年美国遗传学家萨顿（ W.s.Sutton，1877-1916）在《遗传中的染
色体》一文中，提出了遗传因子与染色体一一对应的假说，清楚地说明了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具体定位
于染色体上的概念。
他的根据是染色体和遗传因子在细胞中存在平行现象：遗传因子在体细胞中成双，而在配子中成单，
配子结合成合子时又恢复成双。
另一方面，细胞在有丝分裂、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的行为也是这样。
从科学哲学观点看，萨顿假说是维护孟德尔纲领的“粒子遗传”硬核的一个重要的辅助假说，属于孟
德尔纲领的理论保护带的范畴。
对萨顿假说而言，却存在一个明显的反常情况，这就是：遗传因子数目显然要比染色体的条数多得多
。
因此，即使遗传因子与染色体之间确实存在对应关系（即核心思想不变），“一对一”的辅助说法却
是过分简单化了，不同的因子并非总是坐落在不同染色体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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