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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多人都认为哲学是与思辨不能分开的。
他们认为，哲学家不能够使用确立知识的方法，不论这个知识是事实的知识还是逻辑关系的知识；他
们认为，哲学家必须使用一种不能获致证实的语富——简言之，哲学不是一种科学。
本书旨在建立与此相反的论点。
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
们的时候。
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
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时代的科学里已找到了工具去解
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
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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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涉及的虽说是哲学体系和科学思想，但在写作时并没有假定读者对于它的主题已具有专业知识
。
这里所谈到的哲学概念和学说一一都伴随着它们所受的批判而作了说明。
本书虽然论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逻辑分析，但并没有预先假定读者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
只要读者有足够的普通常识，期望学到一些多于普通常识的东西，他就具有充分准备，能够随着本书
的论述前进了。
    因此，本书可以用来作为一本哲学的入门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入门书。
但它并不打算对传统哲学材料作所谓“客观的”阐述。
对于种种哲学体系也没有企图采取那种解释者的态度去加以说明；那种解释者希望在每一种哲学里都
发现一些真理，希望能使他的读者相信每一种哲学学说都是能够为人理解的。
这种讲解哲学的方法是不很成功的。
许多人曾经想从自称为客观的阐述中学哲学，结果发现哲学学说仍旧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
另外有一些人用尽方法想理解各种哲学体系并想把哲学的成果和科学的成果结合起来，但后来发现他
们没有办法使科学和哲学联结在一起。
现在，如果哲学显得不能为无偏见的人所了解，或不能与现代科学并存不悖，这过错必定在哲学家方
面。
他过于喜欢牺牲真理去迎合作出答案的欲望，牺牲明确性而屈服于用图像来说话的诱惑；他的语言缺
乏精密性，而这正是科学家避免错误的暗礁的罗盘。
因此，如果一部阐述哲学的著作是客观的，它应该在批判标准上是客观的，而不应在哲学的相对主义
的意义上是客观的。
本书所作的探讨，意图达到这样一种意义的客观性。
这本书是写给许多那样的人看的：他们曾读过一些论哲学和科学的书而得不到满足，他们努力要获得
意义，却碰在词句的壁障上而受到阻难；但他们并不放弃希望，认为总有一天哲学会变成像科学一样
令人信服、一样具有威力。
    这样一种科学哲学已经存在这一事实是还未为人充分知道的。
作为思辨哲学的一种残余，一片暧昧的雾气仍旧遮住了那些没有受过逻辑分析方法训练的人的眼睛，
使他们不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哲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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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里是从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的著作中抄下来的一段话：“理性是实体，也是无限的力，作为
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基础的它自己的无限物质；它同样也是使物质运动的无限形式。
理性是一切事物从中获得存在的实体”力。
许多读者对于这样的语言产品没有耐心。
在这里面不能看到任何意义，他可能感到想把那本书丢进火炉里去。
如果想从这种情绪上的反应进步到逻辑批判上去，那就要请这样的读者采取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的态度
来研究一下所谓哲学语言，一如博物学家研究一个罕见的甲虫标本一样。
对错误的分析开始于语言分析。
学哲学的人通常并不为晦涩的表述所激恼。
反之，在阅读前面所引的一段话时，他大概会相信，如果他看不懂，那一定是他的过错。
因此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这样会在最后达到一个阶段，那时他以为他已读懂了。
在这时候，他会认为那已十分明白，理性包含着一种无限的物质，那是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基
础，因此是一切事物的实体。
他已为这样一种说话方式所影响，以至于把一个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会作出的一切批评都忘掉了。
现在请考虑一下一个受过训练、使用语言时使每一句句子都具有意义的科学家。
他把他的陈述表述得他自己总能够证明它们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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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哲学的兴起》：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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