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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与假设》中译者序　　李醒民　　从二十世纪最后十余日接到《科学与假设》校样，到二
十一世纪头几天重新校译完毕，我的千年之交是在宁静而欢快的理智氛围中度过的。
怀着完成“跨世纪工程”借用近几年流行的一句话语开个玩笑：的轻松心境，迎来“初岁无祚，吉日
惟良”的新世纪，浮想不由自主地联翩起来。
　　对于中国的学人和学子而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确实是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的黄金时代
。
当时，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春风(尽管其间数度“倒春寒”)从正面给人以无尽的精神激励和思想灵
感，经济上的躁动和物质上的贪欲还未来得及从负面迷惑人们的心灵和搅乱人们的心窍，从而使得无
功利和无实用价值的理论热和文化热持续升温，直至八十年代末才因祸起萧墙戛然而止。
　　正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斩断续续地对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昂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e，1854—1912)作了若干研究，最先撰写了硕士论文《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
》。
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深化，陆续发表了《评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观点》《评彭加勒科
学方法论的特色》《彭加勒对物理学革命的直接贡献》《昂利·彭加勒：杰出的科学开拓者与敏锐的
思想家》《评彭加勒的科学观》《彭加勒哲学思想评述》，《关于物理学危机问题的再沉思：对〈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某些观点的再认识》，《关于彭加勒的时空观及其哲学思想》，《彭加勒的
数学哲学思想》，《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马赫、彭加勒哲学思想异同论》，《论彭加勒和爱
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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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彭加勒认为科学理论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假设。
同一组现象可以用不同的理论进行同样有效的解释。
人们之选择这种理论而不选择别种理论，完全是一种协议或约定，不是考虑是否真实。
选择的根据主要看是否方便和简单明了。
他的这种观点又叫约定主义。
         本书是法国伟大的数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理论天文学家、科学哲学家彭加勒的四部科学哲学经
典名著之一。
在该书中，作者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科学和哲学的理论前沿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富有启发性
的观点，其独创的约定论思想在书中得以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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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隐公理在我们的专著中明确阐述的公理是几何学的唯一基础吗？
由于注意到，在它们被相继抛弃后，还留下某些与欧几里得、罗巴契夫斯基和黎曼的理论共同的命题
，所以我们确信它们并不是几何学的唯一基础。
这些命题必须建立在几何学家没有阐述但却公认的前提上。
试图把它们与经典证明分清，这是有趣的事。
　　斯图尔特·穆勒（Stuart Mill）宣称，每一个定义都包含着公理，因为在定义时，人们隐含地断言
被定义的客体的存在。
这未免走得太远了；在数学中，在下定义之后，免不了接着要证明被定义的对象的存在，人们之所以
一般省去证明，是因为读者能够很容易地补充它。
绝对不要忘记，当涉及数学实体时，当谈论物质的对象问题时，存在这个词与之并非同义。
一个数学实体存在，只要它的定义既在自身之内不隐含矛盾、或与已经公认的命题不发生矛盾就可以
了。
　　不过，即使斯图尔特·穆勒的观察不能用于所有定义，但对于它们中的一些依然是正确的。
平面有时被如下定义：　　平面是这样一种面，即连接该面任何两点的直线全部在这个面上。
　　这个定义明显地隐藏着一个新公理；的确，我们必须改变它，这也许更为可取，不过我们为此应
该明确地阐述公理。
　　其他定义也能引起并非不重要的思考。
　　例如，二图形相等的问题；两图形相等，只有它们能够叠合才行，要使它们叠合，则必须移动一
个，直至它与另一个重合；可是，将如何移动它呢？
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无疑会被告知，必须在不改变其形状的情况下移动它，就像它是刚体
一样。
因此，显然会出现循环论证。
　　事实上，这个定义并没有定义什么；对于生活在只有流体的世界的生物来说，它是毫无意义的。
假如它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清楚的，那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天然固体的性质，天然固体与所有维度都不可
改变的理想固体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尽管这个定义可能是不完善的，但它也隐含着公理。
　　刚性图形运动的可能性并不是自明的真，或者至少仅就欧几里得公设的样式来看是如此，它不像
先验分析判断那样。
　　再者，在研究几何学的定义和证明时，我们看到，人们被迫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不仅承认这种运
动的可能性，此外还要承认它的某些性质。
　　可以立即从直线的定义中看到这一点。
人们给出了许多有缺陷的定义，但是真正的定义却隐含在直线所参与的一切证明中：　　“刚性图形
的运动可以这样发生：属于这个图形的线的各点依然不动，而处于这条线外的各点则运动。
这样的线被称之为直线。
”在这个阐述中，我们故意把定义和它所隐含的公理隔离开来。
　　许多证明，例如三角形全等例子的证明，从一点向一直线引垂线的证明，都预先假定了未阐述的
命题，因为它们需要承认，在空间以某种方式移动图形是可能的。
　　第四种几何学。
在这些隐公理中，有一个公理在我看来似乎是值得注意一下的，因为抛弃了它，便能够构造出像欧几
里得、罗巴契夫斯基和黎曼的几何学一样融贯的第四种几何学。
　　为了证明在一点A总可以向直线仰引垂线，我们考虑一直线AC，它可以绕A点移动且开始时与固
定的直线AB重合；我们使它绕点A转动，直到它转到仙的延长线上。
　　这样一来，便预先假定了两个命题：首先，这样的转动是可能的，其次，转动可以继续下去，直
到两条直线互为延长线时为止。
　　如果承认第一点而否认第二点，我们便有可能得到一系列定理，这些定理甚至比罗巴契夫斯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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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曼的定理更奇异，但同样没奄矛盾。
　　我只想引用这些定理中的一个，它并不是最奇特的：实直线可以垂直于它本身。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与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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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