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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辩证法新编》针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标定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将恩格斯自然
辩证法原理进行应用研究，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主线，以观念、理论、方法与技巧为主要内容，
阐述哲学对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在更高层面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同时，提高知识、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理解国家方针政策、把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自然辩证法新编》不仅可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还可作为本科
生文化素质选修课程的教学用书，对党政干部科技知识和创新理论的培训同样也是一本很有现实意义
的教材。
本书由魏发辰、刘建生、刘秀萍、孙夕龙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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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易变性 针对同一问题，研究人员会提出不同的假说，而不是只有一个假说存
在，这是易变性之一，原因在于研究人员的知识背景有深有浅，占有的材料有多有少，研究问题的角
度各有侧重，使用的方法也是各有所好。
易变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同一个假说也会随着科学认识过程出现的新情况而发生变化。
易变性的再一个表现是，在假说的竞争过程中，往往发生新的假说战胜了旧的假说，原本对立的假说
最终被吸收到了一个更完整的假说中，甚至所有假说被推翻等情况。
 三、构造假说的原则 构造假说是一个复杂的思考过程，在形成新的概念和定律的时候，依据爱因斯
坦的看法，甚至没有现成的逻辑可循，需要理智的创造和发明。
这种情形使得科学活动与艺术活动很类似，难以总结一个步骤清楚的假说构造的操作模式。
但是，这不表明构造假说可以随心所欲，以下若干原则构成了发明假说的必要条件，必须遵从。
 1）尊重科学世界观 人类上百万年的历史过程以及近现代以来无数的科学技术实践，建立了一系列具
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宇宙观和科学观，形成了大量生产实践和科学认识必须遵循的基本结论和基本
原理。
假说的构造必须将这些观点作为基本的立论前提。
比如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人类看待世界存在和事物发展的基本信条，如果一个假说在逻辑上违背了这个
观点甚至以推翻它作为目标，那么，这个假说就没有科学性可言。
比如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就有不少人试图构造以永动机为本质的假说。
 2）逻辑严密性 根据已有事实和理论，运用思维规则，一步步推论出所预测的事实和现象，这是假说
可能被证实的重要保证。
历史上有许多理论不能成为科学假说，就在于其逻辑性的缺乏。
比如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作为一种类比思维，它有其重大启发价值，但是，现代科学绝不可能建立
在这种学说基础上，因为将“金”、“木”、“水”、“火”、“土”五类自然物的所谓关系与宇宙
、自然以及人体等联系起来，缺乏逻辑支持，或者说，双方之间的逻辑关系太远了，远到无法把握。
 逻辑性首先要求假说所使用的概念和命题是清晰的。
基本概念必须经过精确的定义，命题必须毫无异议，凡是可能引起含糊和歧义的，尤其是那些带有类
比、比喻、夸张等特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都应去除。
其次是逻辑的完整性。
假说对科学问题的阐述应该是系统的、全面的和完整的，在逻辑上没有缺漏，不能是片面的、支离破
碎的，任何一个环节的缺乏都可能导致整个阐述链条的断裂，从而做出错误判断。
科学史上有许多失败的假说因此而被淘汰。
第三，在前两个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假说具有内部自恰性。
所谓自恰性，指理论内部概念与概念之间、概念与命题之间、命题与命题之间、命题与推理之间、推
理与推理之间没有逻辑上的矛盾，是一个完备的逻辑程序。
 3）理论简单性 简单性是现代科学对于理论体系的共同要求，它的理论根据是客观世界的统一性信念
。
理论简单性就是要求在假说体系中直接使用到的假设、定律或者公理最少，且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
爱因斯坦在论述科学理论的建立过程时曾说，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说或者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
概括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
简单性是相对的，不能给予极端要求，某个具体假说体系中的假设、公理应该有几个，应完全视其具
体情况而定。
一般而言，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与假说体系使用的假设和公理的数量有一定关系，说明一块岩石与说
明整个地球所使用的假说和公理，自然不能相比。
这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问题，有待研究。
 4）解释和预测性 既能够解释已知事实和现象，又能够预测未知的事实和现象，既是假说的特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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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构造假说的要求。
 5）可检验性 假说是否科学，是否反映了客观现实，最终需要通过实践检验。
但是，并不是所有对于某个事物或某个问题的说明体系都能够得到顺利检验。
假说的检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西方当代科学哲学家对此作出了详细而有益的分析，这里只就一
般情形加以说明。
假说的可检验性主要表现在从理论内部按照严密逻辑推演出的结论能够在经验层面上获得观察和实验
的验证。
检验的可能性有两个层次，一是理论可能性，二是技术可能性。
有的假说立即可以在技术上满足验证条件，有的假说在理论逻辑上具备可检验性，但是现有技术实现
不了，这不妨碍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假说，因为，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假说总有一天能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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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辩证法新编》在内容结构上，采取从观念、理论、方法到实践的逻辑，分为自然观、科学
观、技术观、科学方法、技术创新方法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6个层面。
在具体写法上又将知识分层结构原理和方法贯彻始终，不仅使读者能够理解理论本身，还能够知晓理
论形成的条件和根据，以及如何应用具体原理分析和认识科学、技术、经济及社会现实问题。
另外，注重案例分析和关系分析也是本书的特点。
关系分析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而案例分析更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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