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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是什么》

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期待着一本关于科学哲学的新的深刻而清晰的导论书，本书的出版为读者提供了
近乎理想的文本。本书通过富有智慧的例证激发了人们探索自然世界的兴趣。
亚历山大·伯德对于诸如科学定律的本质这样一些受到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概念性问题给予了高度重
视，同时把它们同我们关于那些规律的知识这样一些认识论问题相对照并联系在一起。自然规律、自
然种类、说明、理论、实在论、最佳说明推论、归纳、反归纳主义、概率、科学方法与进步等问题，
都在这样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中获得了清晰的说明，并且被不知不觉地传达给了那些对于由人类最富有
智慧的头脑所提出来的问题具有深刻理解力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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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是什么》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伯德，1964年出生于英国，1983—1986年在牛津圣约翰学院攻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1986—1987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1987—1991年先后在剑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和皇家学院学习，并在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文职部门从事统一欧洲市场与农业公共政
策方面的管理工作，1993年到爱丁堡大学任职，后来曾任哲学系主任，现任布里斯托大学哲学教授。
主要从事科学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有《科学哲学》、《托马斯·库恩》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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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是什么》

精彩短评

1、虽然是一本入门书籍，但还是不容易读懂，需要慢慢看。原因：可能是外国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写
作习惯，另外一个是翻译，再有就是读者本人水平不足吧！
但还是值得关注这个主题！如果要了解这个主题，建议找中国学者写的吧。
2、有点深，当中涉及到逻辑学的一些定义和规则，以及科学理论的很多实例。很多书中举得例子都
是非常偏的科学术语，相对来说不好理解。
3、角度很有意思，反正一切关于科学的科学都是哲学。书做的也还可以。然则翻译实在不敢恭维。
勉强啃过两章后就对诸多无头无尾的句型无法忍耐。也许换了译者的后半部分会好些？啧，总之个人
实在不推荐。
4、不是很形式化。
5、这是一本被我放弃掉的书= =但本学渣尽力了。
6、用哲学解释科学
7、不静下来没办法好好读，比《形而上学是什么》读起来恼火多了
8、通过考察自然规律、说明、自然种类、实在论、休谟归纳问题、概率推论、以及关于科学进步的
相关理论，大致勾画了科哲的轮廓。最后的结论是不存在用于描述科学进步的唯一方法。书中也对许
多未解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比如休谟问题，古德曼问题，观察于理论关系，科学进步与评价等。最后
，翻译比较模糊不清。
9、翻译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本书的门槛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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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是什么》

精彩书评

1、周末无事，对科学哲学感兴趣，第二遍读，有时苦，有时喜。第一章：自然规律把科学（科学活
动）作为对象，来探讨这个过程。从哪里开始？规律开始，即是否真的存在规律？规律是什么样子的
？和规则是什么关系？理论是人类创造的，而规律不是，是一直存在在那里的！规律和规则之间是交
叉关系。规律的存在形态，必然的也好，偶然性的也好，假设性的也好，都是一种状态！不应该指望
每一个规则成为规律，将事实和规则，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可能是规律。这就是规律的系统性表达
！&lt;基本规律与衍生规律&gt;而规律本身可以分为基本规律，和衍生规律。二者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达
：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规律；针对同一类的规律，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基本的和衍生的；衍生的是
基本的规律的具体化；基本规律是衍生规律的存在基础和依据。&lt;规律、规则和说明&gt;一个事实，
无法说明其自身。第二章：说明说明，可以理解为：规律和事实的表达表述。&lt;说明的种类&gt;科学
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归纳的目的说预测，从已经发生的事项中，预测未来的可能性；但科学还有另外
一个目的，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对同一个对象，存在中无数种说明方式和类型。也就
是：我们去总结，概括，预测，会通过一定的语言和思维结构将这个发现的东西呈现出来。说明的方
式不同，目的和标准不同，那么我们获得的：“表达说明”就不同；一般的说明方式：1.因果关系的
说明方式2.似规律说明3.心理学说明等等·······那么，针对这样繁杂的说明，到底怎么来选择
和判断呢？标准是什么？于是发明了：事实的和非事实的说明特点；其实，针对说明这件事，如何做
才是正确的，以下的人在探索并提出了他的想法和模型。针对这些模型和想法，他们对不对，考虑到
了那些要素，有什么共同和区别之处，互相的压制和问题挖掘是怎样的，还不知道！分别如下：亨普
尔的说明模型覆盖律方法问题说明的整体化方法最佳说明推论确证的假说—演绎模型而且这些模型方
法！似乎都被枪毙了！具体每个模型如何？有空可以看一下！第三章：自然种类不是太明白作者的切
入点和意图！这一章是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的呢？或许种类是认识的切入点吧！没有区分，分类，没
有区别，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不都是一样的东西吗，一样的东西我们怎么寻找差异，我们又怎么分析
和认识他们的关系呢？而且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有种类的吧，这也算是世界的规律的一个表现！另
外，要说明规律，说明存在，则也需要进行区分！所以，这是本章的初衷！&lt;种类及其分类&gt;哲学
家被：事物的结构是什么，事物存在哪些种类困扰；假设事物存在一些基本的种类，其他的不是基本
种类的东西，都是由这些基本种类构成。这是一种构成论的观点！从另外一个方面，对同一群对象，
根据不同的视角冠带纳，则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集合！也就是说，种类的划分具有目的性和多样性！也
就是说，不存在一种本质性的，权威性的分类的存在。到底存不存在呢？难道在众多的分类中，就没
有更本质的或者说最本质的？&lt;种类的描述性观点&gt;他的特点对事物进行概念概括，声明事物的内
涵，指代事物的外延，另外一个就是指称（概念）通过这样，当内涵不统一，外延不匹配，就不是这
个指称！然而，针对这个方式，也受到了各种质疑，他们有他们的看法！另外的人把上面的这个称为
：名义本质！说这个不存在，只是名义上的！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lt;种类的本质主义观点&gt;基于
上面这种分类的可能存在的逻辑和事实的问题，两个人克里普克和普特，提出了他们的本质主义的观
点那么这个本质主义有哪些观点呢？1.名义本质对于一个事物的本质存在来说是不必要的；2.同一种类
相联系的实在是原型！这个原型囊括了内涵，外延和指称（我认为作者这么认为）但他们的就对吗
？&lt;克里普克—普特南的自然种类存在的问题&gt; 作者对他们上面的一些论述和例子，也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并说明了原型的不容易实现的性质。分析略过！那么作者的自然种类的观点是什么呢？&lt;
自然种类和说明作用&gt;作者应该是站在说明作用这个语境来说明自然种类的！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
候，首先并没有具有那种原型什么的，有的是现象，为了说明这一下现象，我们假设某些东西的存在
。那么，这种现象就充当了这种原型，而说明针对的就是这种类型的现象和原型。即：我们发现一个
现象，然后假设一个种类来说明这种现象！也就是说，自然种类是在用来解释自然现象（说明作用）
中获得意义的！结论：存在着自然种类，他的存在基于说明的可能性及自然规律的存在。&lt;规律、
自然属性和量&gt;说明几个概念：规律的存在是为了说明，在规律发现之后，会形成一些如量这样的
概念，有时候也有各种事例，加入到规律这个体系里面来。没有这个自然属性，那么无法说明；而要
说明，则需要说明某个规律，这个时候涉及到概念，也涉及到量的方面，量的这个属性！这一部分，
不太准确！我的理解。&lt;自然种类存在的问题&gt;连作者也认为，这部分存在着某些问题或漏洞。他
是怎么来反思的呢？不想看了，整体来说，明白整个过程就好，具体这一点，在适用方面，没有那么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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