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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怎样认识、理解和分析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是我们把握当代科学哲学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推进
它在可能发展趋势上获得进步的重大课题，有必要将其澄清。
如何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出了一部书《Minnesota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书中有
作者明确地讲：“科学哲学不是当代学术界的领导领域，甚至不是一个在成长的领域。
在整体的文化范围内，科学哲学现时甚至不是最宽广地反映科学的令人尊敬的领域。
其他科学研究的分支，诸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史及科学文化的研究等，成了作为人类实践的科学
研究中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更为广泛地被人们阅读和论争的对象。
那么，也许这导源于那种不景气的前景，即某些科学哲学家正在向外探求新的论题、方法、工具和技
巧，并且探求那些在哲学中关爱科学的历史人物。
”①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科学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视角上地位的衰落。
而且关键的是，科学哲学家们无论是研究历史人物，还是探求现实的科学哲学的出路，都被看做是一
种不景气的、无奈的表现。
尽管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哲学在近30年的发展中，失去了能够影响自己同时也能够影响相关研究领域
发展的研究范式。
因为，一个学科一旦缺少了范式，就缺少了纲领；而没有了范式和纲领，当然也就失去了凝聚自身学
科、同时能够带动相关学科发展的能力，所以它的示范作用和地位就必然地要降低。
因而，努力地构建一种新的范式去发展科学哲学，在这个范式的基底上去重建科学哲学的大厦，去总
结历史和重塑它的未来，就是相当重要的了。
换句话说，当今科学哲学是在总体上处于一种“非突破”的时期，即没有重大的突破性的理论出现。
目前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欧洲大陆哲学与大西洋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
学哲学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常规科学的进展与一般哲学解释之间的碰撞与分析。
这是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必然地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原因就在于：第一，从20世纪的后历
史主义出现以来，科学哲学在元理论的研究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缺乏创造性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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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与实在”问题的研讨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论题。
本书基于对该问题的传统哲学基础和受到的科学挑战、科学实在论的“科学映像”论证、“无奇迹”
论证与“逼真论证”、“操作”论证等的剖析，阐述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观点分歧的症结；基于
对科学修辞与语境分析的反思，阐明了语境论的思维方式和语境实在论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科学进步
的语境论生成模式；最后，通过对物理学家玻耳兹曼的图像论、玻尔的整体实在论、薛定谔的准实在
论和玻姆的非定域实在论的思想追溯，支持语境实在论的观点。
　　本书认为，科学理论是在谈论实在，而不是描述实在。
只有在时代的语境中理解科学，才能避免狭隘；只有在动态的语境中把握科学，才能避免僵化。
　　本书适于科学哲学和物理哲学工作者、相关专业大学师生，以及科学哲学爱好者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与实在>>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一章 问题的根源第一节 近代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一 机械实在论的兴衰二 经典实在论的影
响第二节 当代科学研究提出的挑战一 引言二 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挑战三 统计因果性问题四 全同粒
子的统计关联问题五 微观粒子的非定域性问题六 量子测量问题第三节 结语第二章 科学实在论的辩护
策略第一节 科学映像的论证一 “常识的”映像二 科学的映像三 两种映像之间的关系四 启迪与问题第
二节 “无奇迹”论证与“逼真”论证一 斯马特的论证方式二 普特南的论证方式三 波义德的论证方式
四 启迪与问题第三节 “操作”论证一 解构关于理论的实在论二 建构关于实体的实在论三 启迪与问题
第四节 结语第三章 典型的反实在论的观点第一节 劳丹对科学实在论的批判一 解读科学实在论二 反驳
“无奇迹”论证三 反驳“逼真”论证四 劳丹对科学成功的论证五 启迪与问题第二节 范·弗拉森的建
构经验主义一 建构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二 对实在论论证方式的反驳三 建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
论四 科学说明的语用学五 启迪与问题第三节 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一 产生背景二 基本含义三 
影响及受到的批评四 启迪与问题第四节 非充分决定性论题的挑战一 基本含义二 基本类型及其相互关
系三 挑战与问题第五节 结语第四章 两类观点分歧的内在本质第一节 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观及其影响
一 逻辑经验主义与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二 理论结构与理论实体的本体性问题三 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
与影响第二节 科学哲学面临的挑战与非实在论一 传统科学哲学受到的外在挑战二 非实在论者的诘难
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节 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一 基本背景二 哲学既是一阶学科也是二阶学科三 
哲学开始于科学停止的地方第四节 EPR案例的哲学意蕴一 问题所在二 哲学反思三 值得关注的几点结
论第五节 问题与出路一 两类观点各自存在的问题二 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可能出路第六节 结语第五
章 语境实在论第一节 新的方法论溯求一 科学修辞战略的启示二 语境的含义三 语境分析战略的功能与
原则四 结语第二节 语境论的真理观一 真理：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二 语境论真理观的主要特征三 语境
论真理观的主要优势四 结语第三节 语境论视野中理论与实在一 理论的图像隐喻观及选择标准二 理论
与实在的新关系三 走向语境实在论第四节 语境实在论与科学进步一 语境论的思维方式二 语境实在论
的基本原理三 科学进步的语境生成论模式第五节 结语第六章 物理学家的实在论立场第一节 玻耳兹曼
的图像论一 玻耳兹曼的学习与工作二 玻耳兹曼的主要学术成就三 哲学争论中的孤独者四 玻耳兹曼的
图像论的基本内容五 玻耳兹曼的图像论的历史地位第二节 玻尔的整体实在论一 量子观察的意义语境
二 微观客体与测量仪器之间的关系语境三 量子测量现象的描述语境四 结语第三节 薛定谔的准实在论
一 波动实在观的放弃二 实在观的调整三 准实在论的实在观四 结语第四节 玻姆的非定域实在论一 量子
客体的本体论语境二 量子测量过程的整体性语境三 量子世界与它的经典亚世界之间的关系语境四 结
语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与实在>>

章节摘录

第三章 典型的反实在论的观点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上，为科学进行实在论的辩护一直是一种非常流行
的立场。
但是，由于其辩护视角的局限性，经常要面对各种批评与挑战。
大多数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认为，传统的科学实在论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
逻辑经验主义者通常把关于“理论与实在”问题的讨论，看成无意义的和空洞的形而上学命题加以拒
斥，认为这种讨论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的语言与思想不可能超越经验的层面。
但是，他们把理论陈述与观察陈述区分开来，主张用观察陈述证实理论陈述的观点中所隐含的观察事
实无错性的假设，却是继承了经典科学中的实在观的立场。
库恩的观点虽然不是十分明朗，但是，他的“范式”理论与不可通约性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反实
在论的。
许多科学社会学家一定是反实在论者。
还有费耶阿本德、劳丹(LarryLaudan，1941～)和范？
弗拉森以及发明了“新归纳之醚”的古德曼(NelsonGoodman，1907～1998)也都是反实在论者。
在反实在论者的阵营中，劳丹的工具主义的观点、范？
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的观点、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以及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所带来的挑战，
最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节 劳丹对科学实在论的批判劳丹是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
他基于对科学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从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角度阐述了科学成功与科学
理性。
劳丹于1981年在美国《科学哲学》杂志上发表《反驳‘逼真’实在论》，①指出：认识论的实在论是
一个经验假设，这个建议变得越来越流行，其基础和鉴别来自它有能力说明科学的运行方式。
包括普特南和波义德在内的不断增加的科学实在论者认为，认识的实在论很容易受到经验的检验。
认识论的学说具有与科学一样的经验地位，这种建议是很受欢迎的，因为不管它是否得到了详尽的阐
述，都标志着哲学共同体要有意义地面对他们最忽略的一个哲学问题：即认识论断言的地位问题。
在这里，潜在的风险和优势是与认识论的“科学化”联系在一起的。
更明确地说，一旦人们承认，认识的学说将会受到经验法庭的判决，那么，人们喜欢的认识的理论就
有可能被拒绝，而不是被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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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与实在》适于科学哲学和物理哲学工作者、相关专业大学师生，以及科学哲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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