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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知识论者追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确定性知识。
他们努力获取作为认识出发点的自明公理，并通过逻辑论证来为知识的确定性辩护。
现代的科学哲学家想知道科学知识是否有那么一部分是确定无疑的，不会在任何条件下被修正，以及
它是如何达到这样的确定性的。
然而，这样的努力似乎已不可能(相对主义的泛滥)。
科学知识不但没有我们所要达到的确定性，仿佛又走向它的反面——“不确定性”，这一切是如何发
生的，它意味着什么?本书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知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对与知识的理论有关
的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进行梳理和阐释，以揭示科学思维方式发展的特点：从纯粹逻辑理性理想逐步
走向复杂的经验与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的辩证统一的实践理性的现实。
本书的基本观点如下：(1)古希腊哲学家在本质论的证明主义道路上建构并确立了获取理想的确定性知
识的认识模式：从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并寻求演绎逻辑的论证而获取确定性知识。
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包括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哥拉底、柏拉图，直到亚里士多德
，都为这一认识模式作出了贡献。
正是古希腊哲学思想所确立的科学思维方式，为后来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凸现埋下了种子。
(2)以牛顿力学为典范的、建立在经验和归纳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知识是或然性的，而不具有演绎逻辑的
绝对必然的确定性。
虽然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试图为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辩护，但建立在经验和归纳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知识，
只能是实证的或然性而不是逻辑证明的必然的确定性。
若将演绎逻辑贯彻到底，必然导致对知识的怀疑和不可知。
当时的科学家，最多只是放弃证明主义的绝对真理论而主张证明主义的易谬论(如牛顿)，但并没有放
弃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证明要求和努力。
(3)现代科学对微观世界中主客体不可分和数学基础研究中对数学理论不完备性的揭示，凸现了知识的
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方面，也从根本上揭示了传统的、追求绝对确定性知识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局
限性。
科学知识有其主观创造和不可证明的方面。
(4)科学哲学中从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论到奎因的整体论、再到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的推进，揭示了科
学知识中主观、相对和非逻辑的方面。
但科学知识中的这方面，并不是科学的全部，正像确定性不是科学知识的全部一样，不同的学派只是
看到了科学中的某个方面，以偏概全。
这都是西方思维传统中的、接受某一真实前提为出发点并惯之以演绎推理这种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
在思想家的思维中，只有一个支点到另一个支点的逻辑推理运动。
因而，在他们看来，从一个真实的支点出发，逻辑地推演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应该承认和接受的，不
管这个结论在何等程度上是片面的合理性。
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就是从局部的非理性逻辑地推演出科学的全面的非理性。
可以说，在一切以逻辑理性为准绳的思维方式下，从追求知识的绝对的确定性到承认知识的绝对相对
主义和虚无主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5)不论是作为科学认识前提的公理、假设，还是在一定前提下的逻辑推理，都有其预设的不可证明的
信念性。
这样的信念的合理性是相对的，并随着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就是一定的世界观信念之下的逻辑理性的理论展开；人类也在对世界的理论认
识中扩展着对世界的新信念。
在信念转化为知识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思想家的非机械的、甚至是非逻辑的智力创造，逻辑的
一致性只是一种理想的指向和要求。
虽然逻辑的一致性是必要的，但它不可能最终完全达到。
知识论所追求的绝对确定性的知识并没有最终达到，因而要提出一种彻底制服怀疑主义主张的论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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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上一定要采取一种怀疑论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的态度。
确信和怀疑构成我们对所获得的知识的两种极端态度。
虽然怀疑主义给我们提供了更深更广的思想空间，但它的假设性要求(除非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有绝
对的把握，除非我们绝无犯错误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对任何事物有知识)也是不现实的
。
因为，即使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随时都会犯错误，但我们的认识毕竟在这样
的易谬论中真的前进了。
知识论的历史说明，没有那种不容置疑的绝对确定性知识，知识的可能性也不是非有这种毋庸置疑的
绝对确定性不可。
如果我们把认识看作我们对客体世界的反映，那么，客体世界经过主体上升为理论知识的过程，是主
体在理想目标指导下，建构合理性的过程，其间有着虚假的、非理性的、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因素。
我们看到，科学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在揭示原有知识的片面性和相对性中发生的，不论是客观世
界还是主观思维，都充满着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的东西。
过去，认识总是在思维中舍弃对象世界和自身的不确定性的因素，通过思维中的确定性来建构对象世
界的确定性从而达到对对象世界的确定性认识。
今天，原有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已不能满足我们深化认识的需要，我们不得不面对对
象世界和主观思维中的、不可人为排除的“不确定性”，它构成我们知识论甚至是我们新的认识方式
和思维方式的核心。
绝对确定性知识的不可能与知识“不确定性”的凸现，不是知识论的“死亡”，而是知识论的“新生
”。
未来的知识论，既不是单纯的为知识确定性作规范性的辩护，也不是“怎么都行”的主观任意描述，
而是在认识的实践中，在二者之间达成共识的理解和交流，以此达到对人类认识的领悟和深化。
在这样的知识论中，我们真正触及到对象世界和我们思维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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