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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世界，人类通过技术及其进步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造着世界和自身。
然而，现代技术不是听凭人使用的简单工具，而是揭示存在、构造现实的人类技术生存方式。
现代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文化、伦理道德、人类心理的危机和挑战
。
　　本书通过对技术价值的分析，提出了整合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生态文化模式及实践整合的基
本原则和方法。
作者认为，现代技术既是解放的力量也是统治的力量，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必须
将现代技术规范在人性化发展方向，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现代化道路。
　　本书可供科技哲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教师和学生阅读，也适合对科学文化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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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科学确证的定性阐释　　理论（科学假说）与经验之间的联系问题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
题。
周绕这一问题主要有两个不同研究维度——理论对经验的解释以及经验对理论的确证。
特别地，“确证概念在经验科学方法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在科学哲学史上，对经验和理论之间确证关系的阐释通常叫做科学确证理论。
粗略地说，确证理论旨在阐明，某所与证据是否支持某所与假说。
一个确证理论还可以阐明某所与证据支持所与假说到何种程度。
如果一个确证理论阐释了所与证据对所与假说的支持程度，那么就叫它量化确证理论；如果它并不阐
释确证程度，就称它为定性确证理论。
　　对确证关系的定性阐释主要有三种，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定性确证理论——假说-演绎模型
（Hypothetico-Deductivism）、亨佩尔的事例确证理论（Instance Confirmation Theory）和格莱莫尔的拔
靴带理论（Bootstrap Con-firmation Theory）。
本章主要阐述假说-演绎模型和事例确证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面临的理论困境。
拔靴带理论则另辟专章进行论述。
　　第一节　科学确证的假说-演绎模型　　假说-演绎模型是科学哲学中最早、最负盛名的方法论模
型之一。
它有其产生和逐步发展的历史。
　　一、假说-演绎法的提出　　假说演绎法，简称“H-D法”，最早是作为一种科学发现的方法提出
来。
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演绎的实质就是科学发现的假说演绎法，只不过亚里士多德强调作为前提的原理（
即假说）是由归纳法而得来的。
　　莱布尼茨明确提出，从感觉和经验获得的关于事实的可能真理，不可能是归纳法，而要通过“先
验猜想法”。
他说：“先验猜想法从假说开始⋯⋯表明实际发生的事物将从这些假说得出来。
”　　笛卡儿的假设-演绎思想具有从科学发现向科学确证转折的特质。
他认为对同一个现象必定有多个相竞争的假说，这些假说都具有猜测性质，它们没有一个是确定的，
但有一些是可以有理由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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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辩护的沉思：科学确证与科学接受的方法论辩护》可供科技哲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教
师和学生阅读，也适合对科学文化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历史和文化视阈中的科学技术。
不再是固有真理的发现。
而是人类历史生活的积淀和成长；不仅是人类成果的创造。
更是人类在世的生存状态。
　　“科学文化反思丛书”对科学技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哲学反思和更广泛的文化诠释，内容丰富，
观点新颖，既根基于扎实的理论探索，也不乏大量生动有趣的意象符号，如厨师困境、绿胡须效应、
所罗门王的魔戒、西西弗斯的石头⋯⋯为我们理解和认识科学提供了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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