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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础方法论》

前言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当代科学的三大基本类型。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活动中共同的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
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
，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
研究。超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自的方法论，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一个博大、
深奥而神奇的研究课题。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许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哲学家）
概括和总结了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这些科学部门的发展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与方法加以解说，写
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专著。其中首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活跃。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中，不
少人本来就是科学家，他们紧密结合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把科学方法论作为中心研究课题，取得了
最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来说，人文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相对滞后。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系统发生比自然科学要晚得多，另一方
面也是由于受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生前就已存在的人文、社会哲学的影响。当然，相对于人文科
学方法论来说，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独立性和系统性要强得多（关于这一点，只要举社会科学中的测量
理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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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础方法论》

内容概要

“科学研究的方法经常是极富兴趣的部分”，它伴随科学的进步而发展。17、18世纪，自然科学最先
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因而有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先得到比较充分的研
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紧接着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相应出现了人文哲学和科
学哲学、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从此，便有了彼此并行发展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人文、社会
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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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础方法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科学划界的“质的标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分第一节 历史上关于自然科学与
人文、社会科学划界的理论一、绝对主义的科学划界理论二、相对主义的科学划界理论三、马克思的
批判的历史的科学划界理论第二节 科学划界的概念、层次及过程模式一、科学划界的概念二、科学划
界的逻辑层次三、科学划界的过程模式四、科学划界的二重性第三节 科学划界的“质的标准”的提出
一、科学划界的一元标准二、科学划界的多元标准三、科学划界的“质的标准”第四节 科学划界的“
质的标准”的运用一、运用“质的标准”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二、运用“质的标准”区分自然科学、人
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第二章 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交织：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与同
一第一节 科学思维方式：从抽象理性到辩证理性一、科学思维方式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二、自然科学
思维方式发展的三个阶段三、人文、社会科学思维方式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第二节 现代科学辩证理性思
维方式的表现形式一、现代科学思维的向度——多元系统思维二、现代科学思维的逻辑本质——概率
统计性思维三、现代科学思维的主导方式——“人性化”思维第三节 科学思维方式与常识、哲学、宗
教思维方式比较一、科学思维方式与常识思维方式二、科学思维方式与哲学思维方式三、科学思维方
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第三章 认识的“非中心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共同基质第一节
认识的“非中心化”及其二重性一、认识的中心化与“非中心化” 二、认识“非中心化”的二重性第
二节 “非中心化”：科学认识发生的基本条件一、认识“非中心化”的自然科学模式二、社会科学认
识的“非中心化”三、人文科学认识的“非中心化”四、人文、社会科学认识“非中心化”的特殊性
第三节 认识“非中心化”的经验方法与科学抽象方法一、科学事实：认识“非中心化”的关节点二、
人文、社会科学中经验方法的困难三、认识“非中心化”的科学抽象方法第四章 理解与解释关系中的
定律解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解释的一般与个别第一节 人文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解释观”
批判一“解释”的语义及其影响二、传统人文主义的“解释”观三、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解释观及其
引起的争论四、理解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对传统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解释观的超越第二节 理解
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解释的基本类型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
学中常用的解释类型分析二、理解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的基本特征三、理解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
解释的普遍性第三节 理解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解释的一般逻辑一、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解释的宏观结构二、理解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的微观模式三、理解与
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的适用标准及特殊问题第四节 理解与解释关系中的定律解释：自然科学与人文
、社会科学解释的本质属性一、解释的“本质”概说二、“科学解释”的本质属性：提供理由与说明
原因的辩证统一三、人类科学解释的演进逻辑：从“对自然的解释”到“对人的解释”第五章 关于自
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元方法论思想第一节 方法论与本体论、认识论的一致性一、自然科
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从“理解或解释”到“理解与解释”二、理解与解释关系的本体论、认
识论和方法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理解三、一个重要的“元方法论”思想：“
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一致性第二节 方法论和科学观、社会观、人文观的一致性
二、科学方法论与“两种文化”形式二、方法论与科学观、社会观、人文观的统一性第三节 方法论的
转移、渗透与科学发展水平的一致性一、自然科学方法论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移植、渗透的三个层
次二、限制自然科学方法向人文、社会科学移植和渗透的基本因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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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础方法论》

章节摘录

第三节科学思维方式与常识、哲学、宗教思维方式比较科学是对常识的超越，科学与宗教相对立，科
学区别于哲学而又依赖于哲学，知识论上的这种认识要求我们，对科学思维方式的研究不能不诉诸于
科学思维方式与常识的、宗教的、哲学的思维方式的比较。这种比较，将在更高的层次上，一方面显
现出为什么科学能够超越常识，科学与宗教相对立、科学与哲学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结；另一方面则
通过科学思维不是常识思维、宗教思维，以及科学思维方式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区别与联系，阐释一般
的科学思维的内在规定，进一步明确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思维方式具有的统一性。比如，
我们一般将哲学归人人文科学，但哲学本质上并不是科学，要理解哲学与科学，特别是哲学与人文科
学的关系，就必须进行科学与哲学的思维方式的比较。一、科学思维方式与常识思维方式常识是每个
健全的正常人普遍认同的、最普通、平常但又持久、经常起作用的知识，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最基本和
最普遍的方式，是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科学与常识既有它们对于
经验所表现出的共同的依赖关系，也有科学超越于常识这样的事实区别。科学与常识具有不同的思维
方式，常识思维是经验思维，而科学思维是理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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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础方法论》

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试图修改“科学”的定义，即把科学视为一种系统化的知识，这样就可
以把社会人文类也囊括在科学领域内。其实作者云里雾里用心良苦，不过是想处理所谓马克思主义在
现在的尴尬境地罢了。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是其方法论上的因果律、决定论，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
。但对于今天社会人文学科的发展来看，首先反对的就是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

自然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是不能用于认知人类及其社会的。19世纪，是一个科玄过渡的
时期，许多大学问家，都属于过渡性的人物。根据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看法，孔德基本是参照物理
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应该说属于机器的社会观（马克思有国家机器说），涂尔干基本是参照生物
学来看待社会的，属于有机社会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使其灭亡）。实际上，今天
我们回过头去看，并不是要贬低别人显示自己的高明，因为所有的理论，其实不过是认识外界的一种
化繁为简的工具罢了。创造工具的人是伟大的，改进工具的人也不渺小，懂得使用工具的人同样伟大
。愚以为，真正具有理论修养的人，是懂得何种理论在何种情况、何种时间、何种地点才成立的人，
牛叉如牛顿定律，自由落体也只有在真空状态下才能完全实现嘛。

所以我认为本书没有真正理解所谓科学的精髓。科学首先是用理性来认识世界，而不是常人常用的情
绪、喜好、利益、价值观念，甚至鬼神、宗教；其次，科学相信论证，反对任何世俗权威，科学的问
题与投票、利益的博弈无关；第三，科学无终极真理，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是绝对正确的，都有一定的
成立条件，并且必须接受挑战，不断试错。具备起码这几点的才可以称为是科学理论，这跟系不系统
没有关系。基督教、佛教的东西都是系统化的知识，能说是科学吗？那是一种价值体系，可以信守也
可以不信守，因人而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先秦诸子、周易的阴阳世界观等，可以说都是一
种玄学。阴阳鱼、五行说就能概括整个世界吗？这首先就是不科学的态度。周易既能看病、还能算命
、还能看风水，还能解释世界、认识人生、解读社会，为政论道，世上真有这样万能的东西吗？我觉
得是头壳坏掉的表现。
2、其实这本书内容不错．可惜印得勉强了些，让人以为是教科书呢．我读完了．
3、很好的书籍，不错~很好的书籍，不错~很好的书籍，不错~很好的书籍，不错~很好的书籍，不
错~很好的书籍，不错~很好的书籍，不错~很好的书籍，不错~很好的书籍，不错~很好的书籍，不
错~
4、教会啦我一定的方法
5、不错，方便。
6、还是他妈的为了so
7、帮朋友买的，书不错，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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