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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解释是科学的所有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集结点，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
本书在对科学解释的哲学研究中，批判性地引入了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与方法。
它将理解与解释的关系看做是人类科学活动的基本关系，从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
个层次的关系中理解科学解释，解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解释的辩证关系：探讨了科学解释的
可能性条件，回答了科学解释何以可能的问题；阐述了科学文本的概念，拓展了定律解释的标准模式
，引入了形式系统的语义解释，提出了一种立足于量子力学的科学解释模式，并讨论了这种模式在人
文、社会科学中适用的可能性与特殊性。
其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于科学哲学和哲学解释学都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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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志平，男，1965年生，陕西澄城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后（复旦大学
哲学流动站），现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量子力学哲学、科学哲学基本理论、西方
科学哲学、科学解释学。
近年来在《光明日报》、《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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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语义解释的逻辑     三　形式系统语义解释的限度   第三节　理论模型对经验定律的解释     一　形
式释义与理论模型     二　理论模型的本体论地位及对经验定律的解释   第四节　科学解释模式的理想
性和现实性     一　科学解释的理想模式与现实模式     二　完备模式的简化形式       ——理解与解释关
系中的定律解释 第七章　科学解释的认识论结构l   第一节　科学解释的主客体结构     一　科学解释对
传统主客体理论的背离     二　解释主体对客体的构成性条件     三　客体对解释主体的限制性   第二节
　科学解释的意义结构     一　科学解释意义的意义     二　科学解释意义的结构形式   第三节　科学解
释的理性与非理性     一　科学解释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存在的现实性     二　科学解释的理性与非理性
的统一 必须以理性为主导     三　科学解释的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表现形式   第四节　科学解释的进步
结构     一　科学解释的目标与科学解释进步的判定     二　解释学循环：科学解释的进步形式     三　科
学解释的演进：从“对自然的解释”到 “对人的解释” 第八章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解释   第一节　
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本体论上的区分     一　一个新的区分平台     二　自然科学与人文、
社会科学的区分   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中常用的解释类型分析     一　定律解释     二　动机解释     
三　功能解释   第三节　理解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人文、 社会科学解释的基本类型     一　理解
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的基本特征     二　理解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在人文、       社会科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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