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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论述的内容，从表面上看似乎涉及两个不相关联的领域，一是有关科学哲学，二是人文社会科
学方面的。
但实际上，贯穿于它们的学说发展之中却有着一条主线，这就是有关方法论的争论问题：是否自然科
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是统一的，抑或它们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特殊的方法？
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自19世纪中叶发生以来，可以说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
由此形成了以早期实证主义直至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方法的“一元论”主张，以及由新康德主义开
始，延续到解释学以及新维特根斯坦主义的“二元论”。
“解释”（explanation，也有译为“说明”）与“理解”（understand）这两个概念也因此分别成为自
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代名词。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系统的、包括从历史上溯源的论述，比较全面地展现这两方面理论的论争与
发展情况，争取提供一幅涵盖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图景”。
为了阐述上的便利，本书相应分为“上篇”（科学解释）与“下篇”（人文理解）两大部分。
1.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方法论论争这里，我们先对这一方法论争论的三个阶段做个大致的介绍，以
提供背景方面的了解。
争论的第一阶段是在第一代的实证主义者与主要是新康德主义者之间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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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课题，是国内第一部对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有着长期的、激烈的争论
。
这一争论的结果最终演化出两方面的哲学方法论，一是有关自然科学的解释理论，另一是有关人文科
学的理解理论。
本书即是以这一争论为背景，对这两大类的哲学方法论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与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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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虽然这里谈论的是与解释定律相联系的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论模型的问题，但事实上涉及的是
对科学理论本性的理解。
就科学理论必须有对应的理论模型这一点来说，坎贝尔的实在论观点是合理的。
他正确地看到了，如果一个理论缺乏规定实体各种属性的理论模型，它不仅无法解释经验定律，而且
它本身也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正是理论模型使理论能够解释经验定律。
至于坎贝尔要求的对定律的解释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已确立的定律的模型的还原，亨普尔下面
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他说：“一个适当的科学解释必须在或多或少精确的意义上产生某个向熟悉的东
西的还原，这种观点是经不住严格的检查的。
”“科学解释的目的不是对自然现象创造一种自在感或熟知感”，而是获得“一种客观的洞察力，它
是通过全面的统一，通过将现象呈现为符合明确规定的、可以检验的基本原理的一般基本结构和过程
的表现而达到的”。
亨普尔正确地指出，认为熟悉的东西就不需要解释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科学常常就是用不熟
悉的东西来解释熟悉的东西，如相对论对于长度、质量、同时性的解释，量子力学对因果性的解释等
，就是这样。
总之，坎贝尔的“对定律的解释”的理论既有合理的方面，也有不合理的方面。
他过分强调了新理论、定律与已经存在的理论、定律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解释的类比条件中要求新理
论的模型以一种方式由某些已知定律支配的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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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知识论与方法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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