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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量子论与科学哲学的发展》揭示了量子力学蕴含的哲学假设，阐述了科学实在、统计决定性、因果
性与关联、非定域性等基本概念，剖析了量子物理学家的争论焦点及其新形式的实在观，追溯了与量
子论相关的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基于对科学哲学的四种语境论进路的比较，对技能性知识的特征与表现形式的考察，论证了一种体知
合一的认识论观点。
围绕这一观点的深入研究有可能超越传统科学哲学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之争，形成“新现代”的科学哲
学。

《量子论与科学哲学的发展》适合高等院校物理系与哲学系的广大师生，物理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研究
者及其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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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象性实在的客观性与物质性特点在科学发展的近代时期已被完全揭示出来。
在近代科学中，对象性实在的呈现仅限于宏观、低速的研究范围。
测量仪器对测量过程的影响是连续可补偿的，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测量误差可完全忽略不计。
这种追求简单性、终极性、必然性，排斥复杂性、相对性、随机性的研究方式，长期以来形成了科学
研究中的经典实在论传统。
 在经典实在论的传统中，科学家似乎忽视了包括测量仪器、语言符号、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等在内的
认知中介对认知结果所起的作用。
隐含的基本共识是，科学语言和符号能够无歧义地表达科学认知结果，科学仪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要
么是可预期的，要么是补偿的，科学家借助正确的科学方法或测量程序能够完全把握自在实在的所有
属性，即在终极意义上认识与把握自在实在。
因此，在经典实在论的传统中，对象性实在完全等同于自在实在。
这种观点在最大限度地接纳对象性实在的客观性特点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掩盖了对象性实在的对象
性或人化的特点。
 对象性实在的人化特点是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逐渐被人们关注的。
首先，相对论力学告诉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只能认识研究对象的固有属性的相对表现，而不可能
在终极意义上把握其固有规定。
人们由此强调研究对象对测量环境（如参照系）的依赖性，描绘出难以直观理解的质增、尺缩、时缓
等新效应。
其次，量子力学指出，在微观测量过程中，由于不可对易算符所对应的物理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关
系（即测不准关系），所以，具体测量时，一个量（如位置）的精确确定，必须以牺牲另一个量（如
动量）的绝对确定性为代价。
这就揭示了研究对象与认识主体的不可分割性，表现为对微观客体特性的认识取决于主体对测量仪器
的选择。
这些特征第一次显示并且突出了对象性实在与自在实在的异同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象性实
在的人化特点，强化了认识中的主体性效应。
 对对象性实在的人化特点的揭示虽然是人们认识中的一个飞跃。
然而，倘若与经典实在论追求终极符合性、一一对应性的认识模式相反，而过分夸大对象性实在的人
化特点，忽视其客观性特点，则必然会由认识的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有失偏颇的。
这是因为，对象性实在的人化特点是在客观性基础上显示出来的。
所以，只有合理地、统一地认识和理解对象性实在的客观性与对象性特点，才能在本质上认识客观世
界的辩证特征。
这是澄清关于认识的主观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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