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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所选编的15篇论文，基本上是按照写作的先后顺序排列的，时间跨度很长，有20
年之久。
将它们编集在一起，能反映作者20年来不同时期阅读和思考的重点及其转移，故作者自谓有J“聊存思
想上之陈迹”的作用。
虽然这些论文涉及的题材较多，分别属于科学哲学 、归纳逻辑、科学史、当代新儒学和佛家唯识学诸
学术领域，但它们或多或少、或浅或深都关联到如何认识人类理性的问题。
15篇论文的题目中出现“理性”字样的就占了三分之一，仅此一点，已能表明题材分散的外貌下犹有
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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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克艰，1949年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整理部研究员。
著作有《上帝怎样掷骰子》、《数学逍遥游》、《拾荒者言》、《无聊才读书——微型书评集》、《
“双搞斋”言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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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数学哲学中的直觉主义观点波普尔的概率理论一个能赋予某些无限全称命题以非零概率值的归纳
逻辑系统评波普尔反归纳逻辑的论证阿拉廷的神灯——彭加勒的科学成就与思想理性生命的朗现——
爱因斯坦的科学与哲学世界的可理解性与科学的不可理解性——《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读后两种文
化理性——韦伯与梁漱比较阅读理性与生命牟宗三与康德哲学散论史汉历志初读科学理性与自由主义
——学习玻尔的互补观点札记唯识的结构——《成唯识论》初读精神贯注的博学理性·信任·知识秩
序——科学知识社会学初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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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无论在专家的明确概念中，抑或在一般公众的模糊意识中，数学都是可靠性和严格性的典范。
但是，数学可靠性的根据究竟何在呢？
一涉及这个问题，严重的意见分歧马上就出现了。
在某种健全而宽容的理智看来，数学也许应该是逻辑与直觉的一个平衡系统。
直觉提供初始概念和命题的可靠性，逻辑则保证更为复杂的概念和定理的可靠性。
可以说，这种看法是最自然的看法，也是最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看法。
但是，仍然有些人好像天生厌恶二元论，他们偏要追问：逻辑与直觉两者之间，又是哪一个更为基本
呢？
特别是当本世纪集合论悖论的发现似乎危及了以往数学的可靠性和严格性的时候，这种穷原竟委的追
问就不再是少数人的古怪嗜好，而成了一个非常严肃、十分必要的事情。
    于是，在数学和哲学的交界处，在被称为数学基础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逻辑主
义、直觉主义、形式主义三大派别。
逻辑主义与直觉主义，正如它们的名称所标示的，分别把“逻辑”和“直觉”当作数学的最根本的基
础。
这是两种分处于两个极端的数学思想，势同水火、互不相容。
逻辑主义根本排斥直觉；直觉主义则全然否认数学构造过程中有逻辑的作用，认为所有的数学对象和
定理都是从原始直觉出发能行地构造出来的。
形式主义似乎较为谦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述那种自然的看法。
人们可以认为形式系统中的公理由直觉所揭示，而其余的定理则是逻辑推导的产物。
然而，第一，形式主义毕竟主张数学公理系统的形式化，这就取消了概念和公理的任何直觉意义；第
二，形式主义原则上并不认为公理必须依赖直觉，而认为它是约定的产物，至于某些具体的数学系统
的公理正好与直觉相联系，那是由心理的、历史的、实践的等等非数学的因素造成的。
人们只要喜欢，完全可以规定出没有任何直觉意义的公理。
形式主义惟一的追求只是逻辑的协调性。
因此，在对数学的根本看法上，形式主义与逻辑主义属于同一个阵营。
它们一致认为数学整个地具有超越任何个人经验之外的特征，而逻辑本身则具有绝对的先天的真理性
。
我愿意把这种看法称作“广义逻辑主义”。
与这种看法相反，直觉主义认为数学是从最基本的直觉材料出发的一种能行的构造过程。
现代直觉主义的奠基者Brouwer曾把这个数学观言简意赅地表述在下面这句话中：“认为不存在非经验
的真理以及认为逻辑并非发现真理的绝对可信赖的工具的观点，在对数学的考察中已经被接受。
但是这比考察日常生活和科学得出同一结论晚得多。
从这一观点出发得到严格处理的和以内省构造作为推导定理的独一无二方法的那种数学，被称作为‘
直觉主义’数学。
”    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所代表的看法是保守的看法。
为了把传统数学从集合论悖论所造成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它们提供了不同的方案，目的则是一个：论
证传统数学的合理性。
直觉主义则要革传统数学的命，它认为产生悖论是传统数学的内在痼疾，因此，不从根本上清除传统
数学便不足以克服悖论。
    作为一场运动，一个学派，直觉主义的数学思想和数学实践是20世纪的特有产物。
而且，它也许可以被看作现代数学史上最令人惊异的事情。
由于直觉主义立场激进，观点奇特，常常亵渎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看法，人们容易把它当
作Brouwer及其一小撮追随者故意的标新立异。
尽管它很严密，很有系统，终究好像是没有历史根基的奇谈怪论。
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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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想，把对数学的信心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不是非常符合人类认识的本性吗？
古代数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较之现代人更多更频繁地诉诸直觉，不是明显的事实吗？
把数学理论构筑成纯形式纯逻辑的系统，使之完全不带直觉痕迹的做法，不是更富于现代色彩吗？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直觉主义比“广义逻辑主义”有着更为悠长、更为深厚的历史渊源
。
                      P1-P3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唯识的结构>>

编辑推荐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他对《唯识论》以及科学与哲学等相关问题颇有认识和创见，本书收入他的15篇论文，《阿拉廷的神
灯》谈彭加勒的科学成就与思想；《理性生命的朗现》谈爱因斯坦的科学与哲学；《世界的可理解性
与科学的不可理解性》是对一位著名物理学家论物理学与哲学关系书的评论；《理性与生命》、《牟
宗三与康德哲学散论》是谈读牟著的心得和体会；《史汉历志初读》是对中国古代制历和改历的原理
的探讨；《科学理性与自由主义》想通过学习玻尔诠释量子力学的“互补哲学”，来说明科学理性就
其本质而言，是对自身限度有清醒认识的一种稳健的理性，与哈耶克着力批判的“建构论唯理主义”
自有“内”“外”之别；⋯⋯从科学哲学到唯识论，从文化理性到古代历志，篇篇都有精辟论述，独
到见解。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唯识的结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