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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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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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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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认为科学研究的程序是：现象—模型—实验(或观察)—理论，建构模型是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环
节，科学研究的理性特征主要是通过模型来获得合理解释。
作者通过考察科学哲学界模型研究的历史状况，提出了整体论视域中模型观的基本方法论框架和研究
策略，并以此分析了理论结构建构中引入模型的必要性和科学实在论整体论模型观辩护策略，建立了
一种科学发展的整体论模型观解释策略。
本书在对模型观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选择人工智能知识表征与隐喻为分析对象，考察了人工智能知识表
征的模型化特征，探讨了隐喻发生中模型的框架作用，并重点研究了科学概念的形成与转移中模型的
启发作用。
    本书适合科技哲学工作者、相关专业大学师生，以及科技哲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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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走向模型化研究的科学哲学　　自20世纪20年代诞生到现在，科学哲学已经走过了将
近100年的历史。
在这近100年中，科学哲学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出现了各种流派和学说，争论也如潮水般一浪
高过一浪。
但是综观科学哲学的发展，一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理论实在性问题、理论合理性问
题现在仍然是科学哲学争论的焦点。
作为一种方法论选择的需要，各个流派在新一轮辩护中，采取了退却和回避的策略，或者将问题悬置
起来不予考虑，或者将问题加以语义上升，试图在语言层面解决问题。
在我们看来，这些方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而且还会导致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解读越来越远离
科学本身的尴尬局面。
为此，一些科学哲学家重新转换思路，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寻求中，科学哲学家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科学的哲学解释和说明，科学哲学应当映射科
学，从科学自身挖掘科学哲学问题及解决问题的途径，否则，科学哲学将会是没有基础的虚妄的人为
构造。
这种认识的转变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第一节　映射科学——科学哲学的抉择　　科学哲学的诞生被认为是哲学家对以往哲学的一次革
命，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促使科学哲学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一反哲学的形而上学分析框架，为哲学研
究确立了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哲学史上称这次革命为语言学转向。
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科学哲学又先后经历了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
这后两次转向被认为是对纯粹追寻科学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的修正，从而使科
学哲学对科学的哲学研究进入了语言意义和语言应用的分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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