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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种意味深远的转变，正在哲学和科学研究中悄然发生，解释的退隐和描述的凸显，使人类描述的反
思成了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透视人类描述，我们会发现一个最我们自身的人类学特性密切关联着的层面，发现在“描述。
这样一个比解释相对“简单”、“原始”的活动后面，竟然掩藏着这么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和特性的
踪迹，这么深刻的人类知识的秘密。
    当人类认识深入到量子领域，我们就置身于一个从未有过的处境。
微观世界本身犹如一面“本体论显微镜”，它把我们作为特定尺度的宏观主体在描述时的人类学特性
的渗入，放大到我们即使在宏观尺度下也能看得很清楚并不能熟视无睹的程度，使我们看到在宏观尺
度条件下看不到的低层次细部结构和现象。
由此反观人类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描述转向呈现出来的一幅幅耐人寻味的景象。
在拓荒觅径的哲学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描述转向的由来已久，在量子理论研究中看到其趋势的不可
避免，在当代实在论研究中看到其性质的刨根兜底。
而从哲学层面考察，描述与实在、描述和规定、描述的性质和规则，符号描述、概念描述、形象描述
以及扑朔迷离的描述方式等等，就成了一系列引人人胜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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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言导论　描述和解释　一、解释的困境　二、理解的危机　三、解释的退隐和描述的凸显第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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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哲学表现  　三、语言哲学致思和描述论致思　第六章　描述转向的量子理论视域　　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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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辩证描述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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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描述原理　　第一章　描述的反思　　二、描述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　　描述论研
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体立足点的转移：从旁观者的立场转向参与者的立场。
用哥本哈根学派量子物理学家的话说，是从观众转向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这也是直到相对论，特别是量子理论创立以后，描述论研究才可能得以独立的主要原因。
　　相对论的创立，是主体从纯客观的立场向自身立场回归的真正开始。
“相对论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彼此作着相对运动的观察者将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描述给
定对象的行为”，这就揭示了“任一物理现象对观察者的立足点的本质依赖”。
　　主体对客体的描述，甚至时空描述，都和自己的立足点密切相关。
问题不仅仅在于：上帝的观点即使对我们有意义，也不适用于我们的具体实践。
而是严格说来，主体不可能站在上帝的立场，即纯客观的立场上描述客体。
这一点，在量子理论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说明。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表明，研究客体不同程度地和以不同方式依赖于观察者对不同的原始参考系
数的选择。
波尔发现微观现象对测量仪器具有依赖性，从而认识到微观现象是被观察客体与测量仪器之间相互作
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结果。
这与爱因斯坦发现宏观现象对时空参照系的依赖性一样，对描述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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