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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

前言

　　自拙著《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于1994年发表以来，15个年头过去了。在这期间，笔者的研究兴
趣从归纳逻辑扩展到科学哲学的各个方面，如古德曼提出的反事实条件句问题、迪昂一蒯因的整体论
所导致的单个命题如何得到检验的问题、克里普克提出的先验偶然和后验必然的问题、系统哲学和心
灵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即还原与突现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同归纳问题一样都涉及科学合理性。此
外，笔者曾经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我发现自己的思路进程同康德的思路进程颇
为合拍，都是始于休谟问题的震撼和对之加以解决的强烈欲望，由此深入到形而上学，并且出于对人
性的追问，不可遏制地走进道德哲学。如果说，我与康德在思路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比他更
多的吸取了当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贝叶斯主义的研究纲领。这是时代产生的差
距，而康德、休谟以及笛卡尔等伟大哲学家则是时代前进的动力，我们后人只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
上才能看得稍微远一些。　　尽管我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休谟问题始终萦绕心间，相应地，科学合
理性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在我承担的一部分科研基金项目结题之时，我决定对自己的前期研究
作一个总结，其结果就是这本书的完成。　　巧合的是，康德当年发表《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正
值57岁，而我完成此书的时候也是57岁，我为此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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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的思考》内容简介：科学合理性是当代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
其根源在于18世纪哲学家休谟对经验推理的合理性的质疑，即著名的“休谟问题”。在对休谟问题的
解决上，有两位学者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一位是大哲学家康德，另一位是当代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
菲耐蒂（B.de Finetti）。前者是从先验论的角度人手，后者是从逻辑经验论的角度入手，他们各自在
解决休谟问题上的成功和失误恰好可以扬长避短和相互补充。《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
的思考》的着眼点正在这里。菲耐蒂是贝叶斯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
问题的思考》是在贝叶斯理论的框架内，采纳并改进康德的先验范畴，进而给出休谟问题的一种解决
。作为研究纲领的贝叶斯方法不限于对谟问题的研究，而是涉及有关科学合理性的一切问题。《贝叶
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的思考》对若干有关科学合理性的疑难问题给以回应，其中包括反事
实条件句与科学定律、分析与综合、还原与突现以及迪昂一奎因问题等。对它们的分析和处理，《贝
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的思考》都是从贝叶斯方法论的独特视角着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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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休谟进一步揭示出，通常在进行经验推理时所依据的所谓因果关系并不具有必然性，因为原因和
结果是两个不同的对象，而且原因在先结果在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同未来将要发生的任何可能的
事件都是相容的或不矛盾的。从一个单独的对象上无论如何看不出另一个对象的性质或状态，例如，
谁也不能只根据水的流动和透明就断言水会把他窒息，也不能只根据火的光和热断言火会把他烧死。
那么，因果推理的根据是什么？休谟回答说，因果关系得自于被看作原因和结果的两类事件在过去恒
常汇合的经验。这样，休谟就把通常认为具有必然性的因果推理归结为具有或然性的简单枚举法或恒
常汇合推理；相应地，他对简单枚举法的质疑也是对因果推理的合理性的质疑。　　休谟把归纳推理
置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一方面，由于其前提是关于过去事件的，而其结论是关于未来事件的，因而
无论怎样的结论都不会同其前提发生矛盾。这表明，其前提和结论之间不具有必然性，因而其合理性
不能被解证推理亦即演绎推理加以证明。另一方面，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也不能被具有或然性的经验推
理加以证明，因为一切经验推理都依据归纳推理；否则，就会出现循环论证，而循环论证在逻辑上是
无效的。正如休谟指出，我们不能从归纳法过去的成功来论证它以后还会成功，因为这样论证的依据
正是归纳法本身，而我们现在质疑的正是归纳法；也不能引入自然齐一性即“未来与过去相似”作为
根据，因为这条原则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它本身需要归纳法加以证明。既然一切推理不外乎演绎推理
和经验推理，所以，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不能被任何推理证明，这表明，归纳“推理”没有任何合
理性。　　在否认归纳法的合理性之后，休谟进一步断定：“根据经验来的一切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
，而不是理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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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送货很快。看完了，收获很大。原来对笛卡尔和康德哲学总不甚明白，现在明白了。
2、内容不错，就是书有点旧，而且有点脏。
3、书真的很不错 纸质质量也好 发货速度挺快的
4、很多章节内容看不明白
5、预测和解释是同一回事。理论的建构是居于设计层次，其进路是居于中观尺度视角，从应然的算
法选择中模拟出实然的路径。即使我们永远无法经验到世界的本质。我们认同的因果关系只是偶然的
恒常汇合，有分形结构，真正的因果还可以继续分解下去，只要其理论是自洽的，依然可以从理论的
进化上来认知世界。这是休谟给的启示
6、到底是预言预言了历史，还是历史造就了预言。
7、精彩至极，难得好书
8、心智启迪，心灵充实！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方法论上的指导。归纳还是推理？确定还是随机？
如果书中有些符号加以说明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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