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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创同博士是我在武汉大学攻读西方哲学硕士学位时的同窗好友。
由于所学专业接近，我们朝夕相处，常在一起切磋学问。
对他的学术功底，我是了解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翻译了美国系统哲学的重要人物欧文·拉兹洛的《系统、结构和经验》一书，
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纳入“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出版，初版即印了8万册，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
影响。
后来他去了加拿大深造，并获得科学哲学博士学位。
几年前，他又回归祖国，任教于兰州大学哲学系，将平生所学贡献于我国的学术事业。
李创同博士新著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历史上的科学哲学思想家》一书，是我最愿意向大学生
推荐的现代科学哲学教材。
在此之前，我读过1984年由作者的老师、国内著名的科学哲学权威江天骥先生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科学
哲学教材《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该书在国内这一领域是奠基性的。
但李博士的新著在写法上与江先生不同。
江先生的书是一种个案研究，书中重点介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
、夏皮尔等专家、学者的6种有代表性的科学哲学思想，每一种都介绍得很系统、很专业，对于科学
哲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来说，是一部很好的指南。
李博士的书则是一种全景式的贯通，其着力点不在于深入介绍每个哲学家的具体观点，而在于各种科
学哲学思想相互之间的渗透、关联和影响，以及它们与传统和当代的科学、宗教、社会思潮的牵连。
因此，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涉及面极为广阔，总共涉及了60多位科学哲学家和有科学哲学思想的哲学
家和科学家，其中不仅包括几乎所有国内已熟知的人物，还包括一些国内不知其名但在国际学术界很
有影响的人物。
此外，本书在介绍和讨论中还穿插着一些章节来展示这些思想家思想产生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思
想概况，使读者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和大体趋势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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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仅可以使汉语读者深入了解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了解西方文化从近
代到现代的发展，而且，对科研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书不仅可供高校科学哲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研究者使用，还可作为高校其他专业（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类）学生、科研工作者和社会公众的科学哲学通识读本。
作者没有沿袭英美研究视角，而是从中国人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发展的
历史重构，全面展示了现代西方文化重要的思想分支、现代西方学术的重要产物——科学哲学的研究
成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历史上的科学哲>>

作者简介

李创同，祖籍北京，1947年5月生于西安。
1976年入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1979年进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开始在兰州大学
哲学系工作。
1986年8月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进行学术研究，1987年9月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开始
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1994年，在渥太华大学哲学系从事以“西方科学主义
”为题的博士后研究。
现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科学哲学教授。
出国前出版译著1部（《系统、结构和经验》），发表论文6篇；回国后发表论文3篇，出版专著1部（
《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译著1部（《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
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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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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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　1.3 德国科学哲学的先驱——弗雷斯　1.4 约翰·弥尔的科学哲学思想　1.5 惠威尔的科学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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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对应”的哲学　2.10 海森堡的哲学变革　2.11 信仰吠檀多的物理学家　2.12 假说与词典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3章 西方科学史研究的现代传统　3.1 杜昂——科学史研究的真正开山大师　3.2 被
忽视了的科学现象史家——恩格斯　3.3 没有教席的法国科学史家——梅耶森　3.4 新康德主义的科学
史和科学哲学家　3.5 现象学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人　3.6 “思维集体”的“思维样式”　3.7 英美科
学史学科和研究的奠基人——萨顿　3.8 断裂、辩证与诗意的科学史观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4章 19世
纪以来数理逻辑的发展　4.1 逻辑实证主义之滥觞　4.2 代数形式的“思维法则”　4.3 哲学的形式主义
再造运动　4.4 “过程”、“有机”与“捉住”的科学哲学　4.5 分析科学哲学的开端——罗素与摩尔
的分手　4.6 逻辑原子主义的存在论　4.7 维也纳学派的浮现及石里克的精神方向　4.8 逻辑实证主义与
美国现代哲学的合流　4.9 从卡尔纳普到克拉夫特　4.10 维也纳学派的国际化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5
章 结构主义思潮与结构、系统的科学哲学　5.1 黑格尔的系统思想　5.2 整体主义的心理学——格式塔
心理学　5.3 来自生命研究的科学哲学——一般系统论　5.4 科学哲学的微观认识论　5.5 希腊酒神精神
的造物——控制论　5.6 “相变”与“协同”的系统理论　5.7 远离平衡态的系统——耗散结构　5.8 美
国的结构主义——中流论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6章 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与整体主义的出现　6.1 反归
纳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　6.2 不完全性定理中的柏拉图主义者——哥德尔　6.3 结束逻辑实证主义的分
析经验主义　6.4 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开端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7章 实用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与游戏
理论　7.1 科学时代的美国哲学——实用主义　7.2 “我们永远不能与我们自己分开”　7.3 “游戏”与
“家族相似”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8章 历史学派的挑战与科学历史的结构　8.1 关于科学认识的现象
学　8.2 区域科学认识论的先驱——挑战“常态”的冈圭朗　8.3 “意会的知识”与“个体的知识”
　8.4 “理论负荷”与观察渗透理论　8.5 科学概念的进化论　8.6 戏剧性的科学哲学——科学的无政府
主义认识论　8.7 造反的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8.8 宗教、类比、模型和隐喻的科学哲学　8.9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8.10 从“总蓝图”到“概念框架”　8.11 对历史学派的沉思　本章主要参考文
献第9章 伊利诺依的方向　9.1 历史认识论　9.2 “信息域”理论　9.3 “科学研究传统”　9.4 多变的科
学哲学家　9.5 科学构造的“思像”　9.6 “科学发现的逻辑”——内华达科学哲学会议　9.7 科学实在
论抬头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第10章 走向多元的西方科学哲学　10.1 “别了，理性”　10.2 直觉与科学
　10.3 “三个世界”理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　10.4 突变的偶然性——莫诺的哲学思想　10.5 
《哥本哈根》的警钟　10.6 挑战“创造性”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全书参考文献附录科学哲学之各种不
同的研究厄尔南·麦克马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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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一般系统论的思想起源贝塔朗菲在探讨系统思想发展的历史渊源时，一直追溯到古代希腊的哲学
。
他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总和”的论点，至今仍然是系统基本问题的一般表述
；15世纪的大思想家——库斯的尼古拉，确立了对立物一致的概念，即整体中部分之间对立或者甚至
对抗的概念；莱布尼茨的单子等级，看上去与现代系统等级完全一样。
但是，贝塔朗菲指出，在16、17世纪由伽利略和笛卡儿所倡导的分析方法，要求把复杂的问题和现象
分解为基本的部分和过程，深入地分别研究其中的每一部分和每一过程，成为实验科学从创立到现代
实验活动所遵循的基本规范。
他认为，从那时以来，这种原子论或还原论的方法曾发挥过巨大作用。
但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在涉及多变数的问题时，这种原子主义的分析方法便无
能为力了。
贝塔朗菲指出，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考虑和探索一般系统理论的。
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思想，酝酿于20世纪20年代末。
1934年，他在《现代发展理论》一书中曾经说过，鉴于活体的基本特征是组织，那么，对各部分和各
过程进行研究的传统分析方法便不能完整描述活体现象，因为它不包括协调各部分、各过程的信息。
因此，在他看来，生物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现在生物系统中（在组织的等级上）起作用的规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贝塔朗菲发表了专门的著作论述一般系统论的原理。
1952年，他在《生命问题》一书中指出，各组成部分孤立的特征和活动的总和，不能反映最高等级事
物的特征和活动的方式。
但是，如若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全部关系是已知的话，那么，最高等级的事物就能从各组
成部分推导出来。
亦即，为了认识生命组织的完整性，不但应当认识其各组成部分，也须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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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没想到，一个电子邮件竟会如此之快地决定了本书的出版。
事情是这样的，2004年底，我给几家出版社发过电子邮件，介绍了本书的大纲和作者个人的情况。
没想春节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李海风编辑便给我来电，表示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对此书的出版兴趣
。
于是，经过专家审稿，我们很快敲定了出版意向，她并且希望我能尽快交稿。
一时间，我便马上进入紧张的撰写工作。
其实，紧也不紧，不紧也紧。
紧在我眼下兰州大学的教学任务繁重，要每周在本部或从校本部到50多公里外的校区穿梭几趟。
说不紧，是好在全书的大纲已历经20多年的积累、思索和修改，早已有个成熟的架构在那里放着，只
剩最后充实或冲刺而已。
细想起来，本书最初的架构约形成于1983—1985年之间。
那时，我刚刚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开始在兰州大学讲授现代外国科学哲学这门课。
当时，我编了一个大纲加讲义的蓝皮印刷品，好让学生有个听课依据。
这本160多页的蓝皮书，当时在国内只有我的挚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王顺义看过，并提出过修
改意见。
由于是个初稿，我当初没敢让我的恩师江天骥先生过目，怕他老人家笑话。
没想到，1986年出国之后，这件事就搁了下来。
但是，在加拿大作访问学者和读博士的那几年里，由于本人研究的是库恩，所以科学哲学这方面的材
料也涉猎了不少，当然更多的是对北美科学哲学界状况的了解。
一来二去，我觉得原来那本油印蓝皮书的结构有些太过简陋，根本不能完整地介绍西方科学哲学的全
貌。
为此，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了不少资料，尤其是法国在科学史和科学认识论方面以及德国新康德主义
科学哲学思想方面的资料。
我个人觉得，我出国之前，国内学界研究科学哲学的状况有点偏，不但偏英美，而且过于偏重科学哲
学逻辑实证主义前后的状况，对于那一时期之前的历史渊源和同一时期其他西方国家的科学哲学状况
，都似乎不可原谅地“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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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历史上的科学哲学思想家》特色：突破了单纯介绍英美科学哲学家具体观点的
狭隘圈子，致力于从认识论的高度把握整个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剖析各派学者思想（包括科学家在科
研活动中的思考）中的科学哲学意义，介绍的人物不仅有国内熟知的学者，还有一些国内没有介绍但
在国际上很有影响或者曾不被视为科学哲学家的人物，如爱因斯坦、薛定谔等。
充分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以不同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为线索展开论述，论从史出
，着力钩沉出西方各国科学哲学思想的源流、派别，以及各派思想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科学、宗教、社
会思潮的牵连，探索了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方向。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历史上的科学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