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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归纳悖论研究(RL)》在全面把握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三大归纳悖论——确证悖论、绿
蓝悖论和彩票悖论的研究为主线，运用作者对归纳悖论的独特界说，对三大归纳悖论进行了系统、深
入的比较研究，深入开掘归纳悖论的认知意蕴，揭示出归纳悖论是以确证悖论为核心的、关于理论（
信念）辩护与确证的知识论悖论家族，并厘清了归纳悖论与归纳问题、葛梯尔问题等知识论问题的内
在关系；在系统考察各个悖论各种解悖路径上多个方案之间的历史发展并深入分析和评价其所取得的
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指认当代归纳悖论研究的主动脉已从情境迟钝进路转向情境敏感进路，
并沿此方向提出了作者新的解悖思路或解悖方案；继而深入探讨了归纳悖论产生的哲学根源，展示了
归纳悖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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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顿新国，男，1971年生，湖北省荆州市人。200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专业，获哲学博士
学位。2005年至2009年，执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2009年至今，执教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
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现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逻辑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逻辑
学会理事、全国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归纳逻辑与逻辑哲学。主持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
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前沿》等重要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编和参编著作两部。曾获金岳霖学术奖提名奖、江苏省逻辑与思维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南京大学金箔奖教金等科研与教学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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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归纳悖论研究的历史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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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休谟问题与归纳悖论
  第一节 作为知识论问题的休谟问题
    一、休谟问题的历史源流
    二、归纳问题是关于归纳合理性的问题簇
    三、休谟问题的论证语脉
    四、休谟问题是信念合理接受问题
  第二节 归纳悖论概述
    一、归纳悖论产生的历史情境
    二、归纳悖论的构成
    三、归纳悖论是知识论悖论
第二章  亨佩尔确证悖论研究
  第一节 确证悖论及其科学方法论解决方案
    一、确证悖论的逻辑意蕴
    二、亨佩尔的消解性解决方案
    三、亨佩尔消解性方案的不合理性
    四、其他科学方法论方案
  第二节 确证悖论的相干性解决方案
    一、亚历山大的“类的大小”解决方案
    二、麦吉的确证相干标准方案
    三、胡克对相干标准方案的质疑
    四、“相干范围”与“论域”方案  
  第三节 确证悖论的贝耶斯型方案
    一、贝耶斯型方案的基本理论前提
    二、标准贝耶斯型方案对悖论的消解
    三、质疑假定是贝耶斯型方案的发展动力
  第四节 确证悖论的非贝耶斯型归纳逻辑方案
    一、卡尔纳普归纳逻辑对确证悖论的解决
    二、丁纳吉式“证据标准”方案
第三章  古德曼绿蓝悖论研究
  第一节 何谓绿蓝问题
    一、绿蓝问题的源起
    二、绿蓝问题的语义
  第二节 绿蓝悖论的语言论方案
    一、巴克和阿钦斯坦的时间定位性方案
    二、古德曼的牢靠性方案
    三、伽登佛斯的概念空间方案
  第三节 绿蓝悖论的科学方法论方案
    一、简单性方案
    二、证伪主义方案
  第四节 绿蓝悖论的贝耶斯型解决方案
    一、贝耶斯可投射性方案
    二、贝耶斯确证度方案
第四章  凯伯格彩票悖论研究
  第一节 彩票悖论及其概率临界值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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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彩票悖论是信念合理接受悖论
    二、凯伯格的概率分离规则方案
  第二节 彩票悖论的认识效用规则方案
    一、莱维的语用学“知识接受”概念
    二、莱维的认识效用接受规则
    三、认识效用接受规则对彩票悖论的消解
  第三节 彩票悖论的融贯标准方案  
    一、“存在虚假信念”和“避免错误”
    二、统计性证据支持
    三、概率性自毁集
    四、融贯标准方案的缺陷
  第四节 彩票悖论的强贝耶斯型方案
    一、彩票悖论的标准解决方案
    二、强贝耶斯型接受规则对彩票悖论的消解
    三、强贝耶斯型方案的哲学辩护
第五章  归纳悖论的哲学和方法论意义
  第一节 信念的合理接受：归纳悖论的关节点
  第二节 演绎和归纳：平权与互补
    一、演绎与归纳在“认识论”上平权
    二、演绎与归纳在“工具论”上互补
  第三节 归纳悖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
    一、促进科学确证理论的发展
    二、促进科学假说选择理论研究
结语
    一、信念合理接受是一个知识论概念
    二、确证和解释性要求是信念合理接受的必要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一、外文文献
    二、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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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亨佩尔保留等值条件的理由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它十分符合直观，但尼科德标准也同样
很符合直观。亨佩尔没有给出比较这两者对直观的“符合度”的可操作性标准，并且也难以设想任何
人能给出这样的标准。 亨佩尔的第二个理由是“等值条件必须被认为是确证的任何定义的适当性的一
个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如果违反这个条件，同样的经验证据是否确证同一个被检验假说将不仅取决
于经验证据和假说的内容，而且取决于该假说的构述形式，“对某些所与材料是否确证某所与假说这
一问题的回答将是：‘这取决于那个被检验假说的不同的等值的构述。’这是很荒谬的”。但亨佩尔
的这一辩护是非常含混的。 首先，他所说的“那个被检验假说”意谓的是什么？它是针对形式上逻辑
等值还是表述的经验内容而言的？亨佩尔没有明确表述。但从亨佩尔所给的理由看应该是后者，否则
的话他就会犯句法错误。因为等值至少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在此“同一个”、“那个被检验假
说”只指称一个事物。如果把它看作是关于经验内容的，那么对同一个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形式，
而且这几种形式必定是逻辑等值的。这并不违反句法。至于引文中的“不同的等值的构述”，我们也
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不同的构述形式所表达的经验内容是相同的、信息是等量的；另一种是不同
的构述形式在逻辑真假值上是等价的，而经验信息不等量。从亨佩尔的论证情境来看，显然应该作第
二种理解。譬如，他说根据演绎逻辑，他还在多处说过它们是“逻辑地等值的”。这样，亨佩尔在同
一句话中不加区别地对“被检验假说”作了内容与形式的断定。他没能严格区分经验内容等量和逻辑
真假等值。逻辑等值的含义是，如果断定前件为真（假），那么后件必然为真（假）；如果断定后件
为假（真），那么前件必然为假（真）。演绎逻辑并不能断言命题经验地确然为真，而确证理论探讨
的正是演绎逻辑不能“管”的命题是否经验地确然为真。我们不能接受演绎逻辑的这一越界要求。“
确证”是一个认识论概念，亨佩尔所讨论的两个假说的等值是根据换质位实现的，而换质位显然使“
认识对象”发生了改变。亨佩尔用逻辑的“等值”概念去要求认识论的“确证”概念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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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归纳悖论研究(RL)》是关于归纳悖论的专题逻辑思想史和逻辑哲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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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归纳悖论很好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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