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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论知识的演化的书，不怎么好懂。
2、　　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云和钟的对立以及相连，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读懂了，但是在物理决定论
和非决定论的探索之间，我觉着自己的收获很大。
3、虽然比较难懂，但读后令我的世界观翻了半边
4、我唯一认真读过，且受了很大影响的哲学书。
5、GOOGLE BOOKS上可以看到一部分原文，似乎波普尔清晰简明的英语比中文更好懂..
6、已有
7、知识的进化过程
8、谈黑格尔辩证法，只是个类比吧，也没说两者就是一回事
9、meme进化论
10、　　关于未来，我们都有太多的无奈。起初以为是我们不够聪明、不够努力、不够勇敢、不够执
着、不够付出，可总是有一个新的理论跳出来指责，然后发现更多的无能为力，然后更加的沮丧痛苦
，为这不可解的答案。
　　       在研究生的第一堂英语课学到的正是与这相关的，未来有太多的变数，所以其实我们不必那
么纠结与现时的准备，其实不必那么恐惧。只是真不懂，连确定的未来都会觉得恐惧怎么可以那么坦
然开心的去面对变化，又怎么能像书里面说，安然快乐的享受现在，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而不是为
了未来而忍受？真的不明白，又或者明白其实只是不敢去相信，不敢放下。
　　       很喜欢的一句歌词，很不安怎么去优雅。是呀，很不安的时候全身心的就停留在寻找正确，
那还管怎么维持一个优雅的姿态享受生活。但是或者也许其实不安从来与优雅都无关，也有人能够很
优雅的不安着呢。
　　       英语老师在课上一直传递的，活在当下，珍视现在，至于未来，其实也许现在有些人快些，
有些人慢些，但最后我们都殊途同归。在应该的时分做应该的事，真正喜欢的事，而不是为了明日而
步步惊心才是生活的秘密。其实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总是分不清楚和总在迷糊，也总是在疑惑和不确
定着。
　　       在开学的时候听到老师说波普尔的理论的时候，就觉得很喜欢，看了他的两本书，觉得似乎
找到了一些答案。
　　       波普尔书里的一句话。某些当代的哲学家告诉我们，人和他的世界疏远不和：他置身于不是
他所创造的世界里，是个陌生人，而且有所恐惧。也许这是人的处境；然而动物和植物都面临同样的
处境。它们也许在很久以前便生在一个兼有物理—化学作用的世界里，生在一个不是它们所创造的世
界里。不过，虽然它们没有创造过它们的世界，这些有生命的东西却把世界改造得面目全非、不可再
认，而且在事实上重建了它们诞生于其中的宇宙一小隅。
　　       很喜欢这句话背后的东西，虽然只是我的理解，也许并不是波普尔的本意。其实对于未来对
于世界，我们都有可能做不到那么充分的了解，世界上有很多我们无法作用的东西，甚至画上一生都
不能够了解，但是这并不比确定的未来更让我们感到不安。事实上，当你知道现在所有做的一切其实
都是必然的结果，不是真有一种沮丧?那种按部就班并不那么讨喜，更何况，也根本不存在。
　　       关于未来，其实有很多想法，其中之一是现在要做的事。所谓的学术。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兴
趣，也很担心着自己是否能够真的做到，很多必备的知识都是缺失着的，不确定这样究竟会造成何种
后果，只能够尽力去补，但也没那么情愿，虽然觉得地理和规划让人热血沸腾，但是真不明白，很不
明白。一个陌生的世界。突然想起来，书里面有一节关于跨学科的问题了，很喜欢他的观点，也是自
己喜欢的一种方式，通过不断的犯错来学习。不过觉得其实也真的实在有些痛苦。呵呵，过去常常做
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真没那么坚定和乐观。只是这种情绪的克服方法似乎不能够通过书或者通过人
来解决。我想，还是得学会自己去面对。呵呵，但是看看小说看看哲学至少能够找到点佐证，结果发
现这种佐证都变成了猜测。不过对这种猜测的不断批判和反驳，也能够慢慢的走近真理，即便无法到
达。
　　       还是很感兴趣，对于那个开放的未来，不知道会通向什么地方，所以恐慌，也所以欢快。我
想，总是不会那么让人失望，总是即便让人失望也不至于比现在这刻更加难过。
11、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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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翻译的有点扯，整个本书就是怀疑论，推测，想象，诊断思考方法。推翻，再提问。
13、: �
B0/3182
14、本科时期读。在图书馆看书就是获得客观知识。。。
15、同意楼上 波普尔撰过一些文批判辩证法原则 再者波普尔受到康德很大的影响 波普尔基本上是同
意康德的先验原则的 其反对处用波普尔自己的话来说 来自康德所不可克服的时代限制 也就是牛顿理
论的巨大成功 康德那里少的是理论的竞争 和试错原则 而非先验原则 猜想与反驳中波普尔有专文将
过~
16、对波普尔就不要谈什么辩证法、归纳法了，小心他从管材里跳出来咬你
17、对休谟问题的另一种解决：证实和证否的不对等
18、　　      波普尔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实证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思想。他的假说-批判-进化的路径几
乎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正、反、合”辩证法的模拟。他出色的将休谟以来的唯理的真理标准转变为
主客观相结合的、有逼真性这一程度概念的、建立在批判承诺的进化基础上的真理标准。这样，休谟
问题就被他成功地绕了过去：人们并不需要保证自己知道未来会和过去相符，而去遵循归纳方法；他
们只是在经验基础上，信赖这种类似归纳的优选方法罢了。
　　      康德之所以作出了“先验为真”的推定，是因为他仍然恪守休谟的唯理主义。的确，要么我们
可以证明未来会沿着过去的轨道前行，要么我们立足于经验就是没有理由、缺乏理性的。这两者必居
其一。但波普尔穿透了唯理的迷雾，我们立足于经验不是因为经验保证了未来的走向，而是因为经验
优选了我们信赖的路径。这是一个主观过程，而不是客观过程。但是，波普尔又认为，经验的批判之
所以能够优选我们的路径，这也体现了知识的客观性。
　　      不过，康德的“先验”仍有其价值。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用来证明经验合法性的工具。康德的“
先验”是我们经验的基础，是经验的路径。即使波普尔可以绕开它证明经验有用，它也不应该被绕开
（虽然并不一定为真）。我相信，在客观知识的第三世界中，缺乏的正是主观想象的一部分。
　　      经验只是主观的优选，对客观没有意义，这点波普尔说对了。但是，立足于经验的客观知识何
以对客观有意义呢？我认为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康德的贡献：我们相信主观的优选会与客观的未来
发展起对应关系。这是我们的先验想象，它将主观和客观串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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