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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考察科学方法论的3个悖论(科学程序悖论、科学技巧悖论和科学规则悖论)开始，生动地揭示传
统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明确地突现了修辞战略的重要性。
通过对大量的物理学与生物学案例的具体分析，有力地论证了科学修辞学的现存性，系统地阐明了科
学辩证法的内在机制，有力地论证了科学的辩证模型。
最后，立足于科学修辞的视野，对理论与事实、理论变化以及科学进步等认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展
开阐述。
本书材料翔实、论证具体、观点独特、视角新颖，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科学修辞学的译著，适合从
事科学史、科学哲学及科学社会学专业的研究者及其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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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技巧　　乍一看，依靠各种技巧来确定一个特定的探索或一门学科是否拥有科学地位，是大有
希望的。
首先，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
让我们考虑几个事例。
　　事例之一：下面一段引文包含了正统临床医生反对所谓的“替代医学”的最有影响的批评之一：
　　顺势疗法在基本的方法论上的缺陷，在于收集观察资料的方式。
通常它缺乏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例如，完备性、中立性和客观性——这些条件是提出任何科学原理所
必不可少的。
顺势疗法的医生在报告他们的疗法和临床经验时，很少提供定量的数据；他们也不试图使自己的观察
成为可重复的。
　　显然，在这个例子中，受到指责的不是程序，而是收集资料的技巧。
尽管顺势疗法可能遵守标准程序，但是，临床医生们认为它的技巧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没有满足特
定的要求。
　　事例之二：现在，精神分析法受到了严厉的谴责。
一位批评家提出异议，认为分析性假设“从未在标准检验技巧的帮助下受到过精神分析的检验”。
另一位批评家注意到：　　临床工作中经常进行理论与假设的创新，但是，在证据和证明方面显得较
为薄弱；事实上，临床方法本身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证据，因为它进行各种调查的公开目的是救助病人
，而不是为了探求问题的内在本性，记住这些事实就足够了。
甚至当我们精心策划一个具体实验来检验一个给定的假设的适当性时，经常会在排除无关因素和分离
出预期效果的过程中，出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在临床工作中，这样的分离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事例可能是有用的。
这个事例涉及哲学心理学。
一位评论家指出：　　一直到100年以前，为了说明智力如何产生作用，哲学家建构心理学体系所进行
的所有努力，主要建立在内省的基础之上，从这种意义上看，他们所依赖的是诸如情感和思想之类的
“内部”因素。
当哲学家试图将心理学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时，所采取的第一步似乎是按照已成功地检验过的
自然科学的范式接受一种实验的方法。
事实上，内省决不可能是收集服从这种范式的实验资料的一种方法或程序。
　　显然，到目前为止，在这三个事例中，所指的“方法”和“程序”确实与技巧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段引文中提出的“方法论上的缺陷”总是相同的。
批评家认为，顺势疗法、精神分析法和哲学心理学都不是科学的方法，因为它们都运用了不可靠的技
巧。
　　那么，为什么不诉诸技巧对科学进行定义和划界呢？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即使不能找到一种普遍的方法论的划界规则，或许至少能发现一种适合于具体领
域的学科标准。
例如，人们可能因为物理学越来越依赖数学技巧，从而确定物理学的“科学效力”。
从康德起，关于近代科学诞生的几个权威性的解释就一直强调，一门学科的科学本质经常要与数学联
系在一起。
　　遗憾的是，这一思路越具有吸引力，人们能够沿着它行进的距离就越短。
下面的两种考虑揭示出，这一思路使我们向前迈出了几步，但是，会走向一条死胡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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