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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可以说是我几十年来从事科学哲学教学与研究成果的某种整合和集成。大约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
（1958年末至1959年初）开始，我这个“工科佬”（我读了8年工科）被组织上强制地当做“一颗螺丝
钉”安放到了哲学教师的岗位上。对于要我离开原来所学并且所喜爱的专业，转到一个我完全陌生并
且在内心里不太认可的岗位上，我内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因而造成了我多年来心灵上莫名的痛苦和
创伤。但是，以我们当年所接受并且从内心里所认可的教育，我还是在内心里长时期地开展了痛苦的
自我思想斗争，严厉地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强令自己服从党的需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
求自己：“党把我放到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党要我干一行，就爱一行”。这种“自觉”开展
的痛苦的思想斗争，虽然收效甚微，没有让我快乐起来，但毕竟还是强使我自己“安下心来”，无异
议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当时，我在大学读书时，工科大学里尚未开设哲学课。所以，我是先有了哲学
教师的头衔，然后才开始学习哲学，而且完全是靠自学的。因为，除了1959年我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第
六中级党校（即后来的湖北省委党校）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进修以外，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哲学方
面的正规的学校训练。而且那3个月里我被灌输的东西，原则上都是我后来所不认可的。所以像我这
样的人，要想从事哲学的教育和研究，会要遭受多么大的艰辛和困难，也就可想而知。由于我没有接
受过传统的哲学教育，所以，如果我在本书中所写的东西违背了“传统”，那就请传统的哲学家们予
以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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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哲学》内容简介：科学哲学的著作，应当具有大众性。它的读者对象决不应该只局限于科学哲
学的专业小圈子里，它更应该与科学界以及未来的科学界的后备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行交流。
让他们一起来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以便从中相互学习，相得益彰。为此，在写作此书时，我努力做
到行文流畅，把本来十分抽象的科学哲学道理说得明白畅晓。为了把抽象的科学哲学道理说得明白畅
晓，我努力做到如下三条：第一，论证清晰而严密。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清晰而严密的论证才能做到
明白而畅晓，而那些概念模糊或论证缺乏清晰性的文字是不可能给读者以明白畅晓的感觉的。为此，
书中有时(在必要时)不得不使用某些逻辑公式，但我想，这些不会对读者造成真正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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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节 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
第二节 如何研究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
第一编 划界问题和归纳问题
第一章 划界问题
第一节 划界问题的意义
第二节 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关于“划界”的理论
第三节 波普尔提出的划界理论
第四节 划界问题之我见
第二章 归纳问题
第一节 归纳和演绎
第二节 归纳问题——归纳原理合理吗
第三节 科学中是否存在归纳；为归纳辩护
第二编 观察与理论的关系
第三章 理论的构建
第一节 发现与发明的模式；直觉的作用
第二节 “抽象—具体”方法之重构
第三节 类比与联想
第四章 科学理论与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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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验与观察；观察渗透理论
第一节 实验与观察
第二节 测量仪器中的认识论问题
第三节 关于观察的客观性；
第四节 观察渗透理论
第五节 重要的是把实验和观察当作理性活动来把握
第六节 实事的发现与理论的发明
第六章 科学理论的检验
第一节 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
第二节 检验证据的价值评价与干净的实验
第三编 问题学之探究
第七章 问题学探究的背景
第一节 科学家们如是说
第二节 科学史的启示
一、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
二、“问题”推动研究，指导研究
三、问题的深入就是研究的深入
第三节 哲学家们的思考
杜威
波普尔
劳丹
劳丹与波普尔的问题观之差异与对立
科学中的理性怀疑主义和科学家的好奇心
呼唤建立问题学
第八章 问题的实质和定义；科学问题的界定
第一节 以往的方法论学家关于“问题”定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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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问题”的实质和定义的新探讨
第三节 疑难和科学问题；科学问题的界定
第四节 由“科学问题”引向“科学目标”
第九章 科学的目标；科学进步的三要素目标模型
第一节 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
第二节 科学进步的三要素目标模型
第三节 个案分析
第四节 蕴含的结论
第五节 科学中产生问题的通道
第十章 科学中问题的结构与问题逻辑
第一节 问题的类型与问题的指向；问题形式的归约
第二节 问题的应答域和问题的解以及解题的规则
第三节 问题的一般结构与求解机制
第四节 真问题和伪问题；正确的问题和错误的问题
第五节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略述
第十一章 科学中课题的选择；问题的分解和问题的转移
第一节 科学研究中的课题选择
第二节 科学研究中问题分解的一般模式
第三节 科学研究中问题的转移
第十二章 科学问题的难度评价和价值评价
第一节 科学中问题的难度评价和评价模式
第二节 科学中问题的价值评价及评价模式的初步思考
第四编 科学理论的演变
第十三章 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库恩的规范变革理论
第一节 库恩理论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前科学；前科学向常规科学的转变
第三节 常规科学
第四节 危机与革命
第十四章 科学理论的还原与整合
第一节 科学中还原论与反还原论的历史争论
第二节 何谓理论还原
第三节 理论还原是否可能
第四节 强还原与弱还原
第五节 还原论纲领是一种进步的科学纲领
第六节 当前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化学的困难之所在
第七节 还原的意义；还原与整合
第八节 结论
第十五章 科学理论的评价
第一节 科学理论评价问题的实质和意义
第二节 关于科学理论评价的传统理论
第三节 科学理论的评价：我们的见解
第十六章 科学革命的机制：我们的理论
第一节 科学革命——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
第二节 一项危险的工作——企图在沙滩上建房子
第三节 从方法论入手——策略、模型及基本概念
第四节 对库恩科学革命之理论的再评述
第五节 科学革命的机制：我们的见解
第六节 我们的见解（续）：“筛”的作用——科学革命导致科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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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关于实在论
第十七章 关于实在论的困惑与思考——主张一种“中性的”工具主义科学观
第一节 关于实在论的困惑与思考
第二节 实在论面临着四个不可解决的难题
第三节 主张一种非实在论但不反实在论的工具主义科学观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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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没有对“客观性”一词作形而上学的解释，而是把“客观性”定义为：主体间
的可相互检验性。他说：“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要能被主体间相互
检验，它的必备的条件是它所描述的事件具有可重复性。所以，他强调科学中可接受的实验结果必须
是可重复的。波普尔强调可重复性是“客观性”的必要条件。②他说：科学上有意义的物理效应可以
定义为“任何人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实验都可能有规则地重复的效应”③。反过来，他也强调
：“主观经验或确信感绝不能证明科学陈述⋯⋯它在科学中不可能起什么作用。”④他进一步说：“
我完全可以深信一个陈述的真理性，确信我的知觉提供了证据，（对于它）具有一种极强烈的经验，
任何怀疑对我来说都是荒谬的。但是，这是否能为科学提供丝毫理由来接受我的陈述呢？能否因为波
普尔完全确信它的真理性就证明任何陈述呢？回答是‘不’！任何其他的回答都是和科学的客观性不
相容的。”⑤对于“客观性是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后来，波普尔又把客观性的定义修改为“主体间
可一致性”。第四，强调“观察浸透着理论”。波普尔说：“我们的观察经验决不能不受检验，它们
浸透着理论。”他的这个观点后来被汉森在《发现的模式》（1958）一书中所发挥。由于波普尔强调
观察浸透着理论，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因为既然观察浸透着理论，因而观察是可错的。然而波普尔
又要求科学中用以检验理论的可接受的“基础陈述”必须具有客观性，因此对于任何作为基础陈述的
观察陈述必须进行检验。但是，这种进一步的检验又是依赖于理论的。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无穷的倒退
。波普尔曾经举过一些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笔者在1986年出版的《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一书中曾举
过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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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哲学》是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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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纸张质量很差，严重怀疑其为盗版。
2、内容量很大，但很有思想，值得一看！
3、书内容本身是极喜欢的，在图书馆看过才决定买的，可卓越的纸张又黄又粗糙。。。整本书感觉
放了很久，很失望啊，卓越打折后这书也60多，不至于纸质降这么多吧，很盗版的感觉。。。
4、废话连篇，如果不客气地说，看这书，绝对是浪费时间
5、从中找到了方法
6、上了类似的课程，想有个全面的了解
7、你们能怎么联合......
8、全新，干净，很满意，发货速度很快⋯⋯
9、找了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了，可惜还有几本书没有啊
10、通读完这本书，感觉很有价值，本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这本书的，殊不知咱国内也有写出这样
著作的学者，不容易！！！！
11、很好，是学科教学中关于如何提问的书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指导意义。
12、书的内容还没有看，所以不做评论，但是如此脏兮兮、皱巴巴的书怎么好意思当新书卖，如果没
有货可以直说，如果想卖二手书则应该在描述中表明！！这样太打击人了。
13、涉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一部分写得还可以，但有点罗嗦，太多作者主观的思想在内。
14、挺好，凡是理科学生都应该看得一本书。
15、看了此书，明白了很多。一些初中时的想法得到了印证，如不完归纳法，当时就在想：此法真能
概全吗？有反例吗？
16、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最后一节很开头不错
17、虽然这本书我没有阅读过，但我阅读过林定夷教授的几乎所有论文，其中，对我具有重要影响的
论文包括：1、《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2、《问题与科学发现：事实的
发现与理论的发现》，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5期；3、《科学问题的提出与评价》，求索1988年第4
期；4、《论科学问题》，现代哲学1988年第2期；5、《科学中问题的结构与问题逻辑》，哲学研
究1988年第5期；6、《科学理论的结构》，哲学研究1999年第5期；7、《科学理论的特点与结构》，
求索1989年第5期；8、《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理论》，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8
期；9、《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10、《联想和类比》，哲学研
究1984年第6期；11、《论科学理论之还原》，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12期；12、《牛顿的科学纲领
》，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13、《牛顿个机械论科学纲领的特点》，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0年第3期
；14、《论近代科学中机械论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3期；15、《十九世纪
：自然科学家对机械论的辩护与批判》，暨南学报199...0年第2期；16、《科学理论的检验》，科学与
技术评论1992年第1期；17、《检验证据的价值与干净的实验》，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18、《
论科学进步的目标模型》，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19、《问题学之探究与问题的定义》，哲学研
究1990年第4期；20、《科学理论的竞争与选择》，科学与管理1985年第2期。另外，我还阅读过他的
著作：《问题与科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从目录上看，这不书的内容构成了《科学
哲学》的第三篇。阅读林定夷教授的著作和论文，给我建立了强烈的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并告诉了
关于理论的本质和结构，使我成为科学哲学的爱好者。作为一个他思想的获益者，我强烈推荐林定夷
教授的这本著作。 阅读更多 &rsaquo;
18、可惜我不敢攻读哲学类的专业，不然我肯定会报读中大的哲学、日后就研究科学哲学！我并非完
全赞成作者的观点，但我是被说服了。我只感到很难反驳，我只能拥护他的观点。要说使得我不得不
每页花上两分钟来看的书（不是说很难看，而是佩服得不敢快点看），目前就只有《给教师的建议》
和这本书了。
19、一本需要认真阅读的书。
20、该书为中国本土科学哲学家最有学术功力著作之一，几乎在每一个科学哲学的主题方面作者都能
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自己创见之言，特别在构建理论、科学问题、科学三要素目标、科学革
命机制等章节都有超越波普尔、库恩等大师的学术见解。作者通过分析介绍前人观点，分析得失，提
出问题，给出自己解决结果，展现科学哲学的背景知识和自己贡献，分析深透，论证有力，结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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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应该成为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和对科学方法论关心的人员的必读著作。本书是笔者见到的本土最有
力度的科学哲学著作，乃作者一生心血之结晶。
21、本书是作者毕生心血的结晶，不读真是可惜了。  可惜林定夷老师退休了，就是想报考他的研究生
也不太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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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方法：规律的运用数学归纳法，仅在个别过渡到一般这个表面意义上才是归纳，然结论的获得却
完全是演绎的，数学归纳法是从前提自然必然隐身演绎出来的。不完全归纳法，逻辑实证派从概率论
角度进行了精心的维护。断言归纳结论只有或然性理论不像定律，可以直接被实验检验证实和否证，
因为理论中有非实验决定的假设观念，但理论要经得起严格的链式推理检验。早期理论模型，多少具
有美学和经验意义，而现在的物理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直觉进行理解了。例如气体分子运动论不但导
出查理经验规律，还导出波义耳、盖.吕萨克定律，甚至还导出了全部热力学定律由于理论可以表现不
同的层次性，侨联原理不一定直接与经验联系，可以把上层理论和下层理论联系起来，多次侨联才能
使理论和经验发生联系。理论是从多重规律相互作用中理解现象，很多不存在的的想象实体，比如，
位移电流，虚位移，电流质，以太等，在逻辑上非常必要。可以大大超越观察所能达到的精度来把握
现象。科学洞察力来源于特定事实的发现，并且用此语言未知事实的影响。科学规律只是对自然规律
的近似反应，波义耳，伽利略，开普勒定律都是在限制条件下的近似成立。月球的重力加速度是1.633
，在没有实践检验之前，也有作为科学规律的资格。只要被理论蕴含就有资格作为理论规律。纳尔逊
戈德曼：普遍陈述是规律还是偶然情况的区别是，规律陈述能支持虚拟条件句和与事实相反的条件句
普遍陈述的科学原理只能被证伪，不可被证实，无论多少经验都不能证明一个普遍原理是真的。规律
的特点是，对已知做概括对未知做断言。但概率规律不能断言某次必然结果出现。概率假说，直接影
响公共决策，必然儿童疫苗的安全性，用还是不用都产生重大的后果。实验方法论：制造不常见的现
象和条件，加速或减缓现象进程，控制条件改变现象，使现象单纯化，重复。仪器是人类理性，脑力
，理论假设的物化。研制过程反过来校正认识程度，从伽利略后100年人类尚且造不出度数能一致的温
度计。实际当初人们也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意味着什么，威尔逊云室假说不严密，天平受空气和阻力
影响电流表对电流干扰。人所获得的信息，85%来自于视觉器官。观察的客观性只能靠，不断的重复
来让我们确信不是巧合。感知到溪水一天温度的变化，也不是客观现象，应该改成仪器，而规律只能
算是描述仪器的度数关系，也未必代表事实。感知取决于我们掌握的理论和经验，受先行知识的启示
和期待心理影响。带电棒会误以为是粘性，不懂x光片的学生区别不出来差异。我们都是先入为主的
俘虏，假定水是万物之源，就可以弄出从水里煮出泥的实验。实验之中处处有陷阱，除了理论创始人
，谁都不相信假说，除了实验者，人人都相信实验。——弗里奇探索理论的方法：感到反常入手，扩
大反常范围，二值逻辑没有考虑逼近意义伪科学——凭空幻想，高度选择性猎取符合幻想的事实进行
支持。劳丹——没有价值就没有方法论从归纳问题讨论，理论和规律的普遍陈述，不管多少支持证据
增加其真实度概率均为0，但倘若转求这个理论预言为真的概率，那么却有不为0的概率，并且概率会
增加。理论价值取决于解决问题，而不在于真假。波普尔——我们出发点是常识，进步收单是批判，
科学本质是批判，科学方法就是批判方法。科学理论分成，具体理论和研究传统，研究传统分为，本
体论和方法论。——劳丹爱因斯坦在《自述》讲，自己在年少时，那种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
会环境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一直没有离开我。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目标是逼近
真理哥白尼理论在创立之初，精确度不比托勒密体现优越多少，两者在观察精度上都有4-5度的误差。
科学理论虽然要消化反常经验，但为了消化反常而使理论变得越来越复杂，辅助性说明越来越牵强附
会，就会破坏理论的内部一致性，与背景理论显得不协调。热力学定律和进化论的分歧一直到普列高
津自然科学排除目的论解释，而生物科学是个例外，容忍目的论的解释伪问题符合问题语法，而任何
答案都是错的，比如，真理的颜色。用语义逻辑来识别，错误问题，是为不存在的事物寻找答案，比
如制造永动机，必须用经验来否定，科学往往会犯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坚持奋斗55年，致力于科
学的发展，总结一个词就是失败，——威廉，汤姆逊。问题一般是用分解的模式解决，而爱因斯坦对
此有不同看法，他着力于统一问题。西蒙说，解决问题先要对问题进行努力理解阿波罗登月计划，火
箭进入地球转移轨道时间分毫不差，飞船与登月舱对接，比预定时间差了15秒，返回地球轨道差看1弧
度秒，进入大气层时间差2秒，落点精度差1弧度秒。后来日本组织一批科学家去参观登月所采用的硬
件设备和工艺，发出叹息，就设备和工艺而言，日本完全有能力生产制造出来，但组织一项庞大复杂
的工程协调和管理而言，日本无这方面的技术和能力。1935年，罗伯特沃森瓦特受政府托，研究死光
，结果改变目的，变成了雷达。判断问题价值，取决于获益，和不解决就蒙受不愿意承受损失。研究
规范的意义在于可以吸引拥护者，留下问题吸引后来者认识论四大难题，感知和世界的关系，语言和
感知问题，归纳问题，理论多元性问题目前我们没有办法确认，我们感知的是世界真实的反应，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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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经验和理论会影响我们的感知，而且，时间感和空间感，本事就是我们心灵组织用于理解世界的
先验框架，在弦理论看来，在低纬度空间里面的不同粒子，只是多维空间里同一种粒子的在不同方向
上的表现，本质是质地相同的闭合弦，其次是，我们没法用语言描述我们感受，感受具有私人性质，
感受相同还是不同，很难通过我们的语言进行交流和比较，而知觉受制于先见为主的影响，知觉是对
感觉的加工产品，情绪，目的，态度，价值观，影响知觉形成，知觉形成的印象（意向），含有记忆
和创见，知觉可以创造我们未成见过的东西，比如错觉画像，哥廷根心理学实验，发现半数人们如实
叙述成分中有10%的臆造，知觉产生后人们无法控制其中的虚假成分产生，意志无法介入。归纳仅仅
是猜测，从工具主义角度，有效即可，但却与真相无关。
2、书很贵，但贵得很值得。这本书是林教授学术生涯的浓缩，写得确实如作者所说得那样通俗易懂
，让我明白了很多科学哲学基本概念术语思路。总之，不是一本装B的书，有作者自己多年来思考的
东西。对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解读非常到位，缺点似乎是对最新科哲方面介绍不多。总之书很棒！
3、初读这本书的时候，十分喜欢，正像作者在书中的中段所提及的那样，本书是以问题为逻辑组织
方式组织的，这样比较容易将理论和事实联系起来。而且因为整书的篇幅较大，所涉及到的面很方，
内容也都写得很详细，适合于非科班的人士阅读以归纳和划界这两个最具有普及性的问题作为开端也
很容易引导人读下去。总之是很本不错的书。比较印象深刻的几点备注下：自然主义角度出发的为归
纳主义辩护的理论是第一次见到，很是惊艳。当我们总试图用我们自己的逻辑去演绎和猜测的时候，
其实自然的角度也能提供给我们一些东西。而理论面对的其实不是现实世界本身而是模型这一点，虽
然在很多年前模糊地意识到过，但是没有挑明的情况下，还是不能够直白的说出它。有时候思想家和
普通人的差距也就在那一道鸿沟，是否能越过去。理论的发展源于问题这个波普尔的观点，固然有其
道理，但我自己以为，问题的出现毕竟是基于已有理论，且往往是已有理论与事实观测的不符，故而
源于这个词多少是有些不恰当的。而对于实在论，相传人们所争议的并非绝对的实在论，但正如作者
自己所说的，他也并不相信实在论，我以为没有什么人真正相信实在论，只是一定程度上认为理论有
实在的成份，虽然即使以这个角度来说，也是难以辩明的，但想来是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但这个理论
事实上与工具论也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关于林定夷老师的进步三要素模型，我以为它本身是一个描述
性的模型，有些过于宽泛，正因它的宽泛而具有了较高的辨别度，但毕竟一个宽泛的理论的振聋发聩
性是不足的，看起来很像是平常的总结。且越是宽泛，要说明它也是越是困难。再者，一个看起来很
平常的东西，果真是有充足的价值吗？因为是前一阵子看完的这本书，当时也没做笔记⋯能记起来的
有想法的点暂时只有这些。在自述中作者说自己曾经是一名理工科学者。他的研究方法也确实很符合
这一点，在一个理工科学者所舒适的范围内研究着这个课题。而带些其他的背景的学者可能会倾向于
跳出来，结合比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或者其他更古老的诸如希腊人的思想。这个我没有能力评判，
仅仅是感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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