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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领域中，反实在论者与科学实在论者一样，派别林立。
在诸多形式的反实在论派别中，范·弗拉森是一个辩证的反实在论者。
范·弗拉森生于1943年，哲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科学哲学协会主席。
1980年出版了《科学的形象》一书，该书出版后，在美国科学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1985年，美国科学哲学界曾就此书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讨论会上各位哲学家的发言后来以《科学的
形象》为题，由丘奇兰德与胡克主编出版。
他的反实在论思想被作为一种较温和的思想为很多人所接受，大量的科学文献都曾引用了他的建构经
验论观点。
并且由于他的思想的辩证性，许多实在论哲学家也纷纷改变了自己的理论，作了建构主义的修正。
在某种意义上，范·弗拉森的思想是当今西方科学哲学辩证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看，范·弗拉森的科学哲学是一种处在现象主义与激进的反实在论之间的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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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B ·C ·范·弗拉森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科学哲学协会主席。
1980年《科学的形象》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85年美国科学哲学界就此书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并出版了与此书同名的大会发言文集。
在本书中，B ·C ·范·弗拉森站在一个建构经验论者的角度反思了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争，
其内容涉及概率论，量子力学和说明理论等多个领域，较为细致地展现了这一论争的全景，同时也比
较全面地展示了作者温和的反实在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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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B·C·范·弗拉森(Fraassen.B.C.v.) 译者：郑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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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科学活动的现象学　三、合取异议　四、实用主义的优点和说明　　1．其他优点　　2．语用学
的侵入　　3．对说明的探索第五章 说明的语用学　一、说明的语言　　1．真理和语法　　2．几个
实例　二、有偏见的历史　　1．亨普尔：信念的基础　　2．萨蒙：统计学上的相关因素　　3．理论
的总体性质　　4．难点：非对称性及其对立观点　　5．因果性：必要条件　　6．因果性：萨蒙的理
论　　7．因果性的线索　　8．有关“为什么”的问题　　9．详细阐述的线索　三、说明的非对称性
：概述　　1．非对称性与语境：亚里士多德之筛　　2．“塔与阴影”　四、说明的模型　　1．语境
和命题　　2．问题　　3．有关“为什么”的问题的理论　　4．对答案的评价　　5．预设前提与阐
述的相关性　五、结论第六章 概率：科学的新模型　一、一般科学中的统计学　二、经典统计力学　
　1．对无知的测量　　2．客观概率和认知概率的界定　　3．无限性的介入　三、量子力学中的概率
　　1．与经典案例的不可类比性　　2．有条件的量子概率　　3．测量的有效集　四、走向对概率的
经验论解释　　1．作为实验模型的概率空间　　2．严格频率解释　　3．倾向和有效序列　　4．模
态频率解释　　5．统计理论的经验适当性　五、模态：哲学的堡垒　　1．经验主义和模态　　2．科
学的语言　　3．没有形而上学的模态第七章 温和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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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需要证明的是，在所有“日常”实例中，我们都服从于这个规则；如果我们干篇一律地服从这个规则
，那么按照塞拉斯的声明所说的，我们将会走向科学实在论。
的确，存在着许多生动的“日常”实例：我听到墙壁里的沙沙声，听到半夜里小脚的踏踏声，发现我
的奶酪消失了——我推论有一只耗子闯入了我的生活，我认为不仅这些明显的耗子存在的记号将会继
续，不仅所有可观察到的现象都表明似乎的确有耗子存在，而且，的确存在着一只耗子。
这一推理模型会导致我们相信不可观察的实体的存在吗？
科学实在论者难道就是持之以恒地遵循大家在更世俗的情境中所遵守的推理规则的人吗？
对此我是持否定意见的。
首先，我们说大家都服从某一推理规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一种意思可能就是我们深思熟虑地自觉“应用”这个规则，就像一个学生做逻辑练习那样。
这层意思过于拘泥于字面，过于严格。
确实，全人类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服从逻辑规则的，而只有少数人能阐述这些规则。
第二种可能的意思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按照这些规则进行推理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
但这层意思不大容易弄精确，因为每一逻辑规则都是一种许可规则（rule of permission）。
[肯定前件式允许你从A推出B如果A，那么B），而不是禁止你推论（B或者A）]然而，在这个意义上
，如果某人的每一个结论都能通过那些规则从他的前提中得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按照一组
逻辑规则思维的。
但是，这种意义太不严格了，照此而言，我们始终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思维的，即任何结论都可以
从前提推出。
因此，所谓遵循某一规则，似乎就是我必然愿意相信这个规则可推出的所有结论，而明确地不愿意相
信与此不符的所有结论。
要不然，就得改变我对所讨论的前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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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的形象》：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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