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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科学 常识》

内容概要

作者自序 　　　　我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更明确一点儿，理论对生活有
什么意义？例如，伦理学教人为善吗？如果一切理论皆是灰色只有生命之树常青，那怎么竟会出现理
论这种东西？这些思考带向希腊，思想的理论形态大概是在那里出现的。希腊哲人曾尝试为世界提供
理性的整体解释。然而，那是不是太遥远了？看起来，哲学自负的工作早已被科学接了过去，哲学也
许已经寿终正寝。然而，科学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对世界的整体解释？现在想弄懂任何一门科
学分支都需要很多年的专门学习，谈何整体画面？远为根本的是，科学把心灵留在了画面之外，科学
世界观没有为喜怒哀乐美丑善恶留下席位。那么，我们有两套真理――科学真理和生活的真理？柯瓦
雷质疑说：两套真理，那就是没有真理。真的如此吗？也许真理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显露？也许我们凡
人从来只生存在断续相连的局部真理之中？一个疑问带到另一个疑问，往往，不断的追索又把我引回
最初的疑问。问题互相缠绕，疑惑互相渗透，它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明确性呈现出来。　　哲
学思考难得产生值得付诸文字以与他人分享的果实。就算出现了几个有意思的想法，把这些想法表达
清楚连贯成章也非易事。这本小书以眼下的形式开始动笔，至今也在五六年以上了。每一节刚刚写成
，就又抹去重新写过，不知凡几。摆在眼前的这一沓稿子，仍百般不满意。但出于种种外部的考虑，
现在就要把这本小书付印。      眼下这本小书，既不是一个开端，更不是一个结论。它只是我行在困惑
中的一些片断思考，为了付印多多少少按一个主题组织起来。这个主题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以及两
者各自和常识或曰自然理解的关系。沿着这条主思路，上篇先粗略回顾了哲学方式的整体解释到科学
方式的转变。下篇分专题讨论实证科学对经验的关系，科学概念的特征，科学的数学性质，预测、假
说和实在问题。最后一章集中讨论常识、科学、哲学三者的关系，有点儿像个小结。　　这本小书大
量借用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但它并不是一本科学哲学方面的论著，对科学的内部理论结构无所发
明。我关心的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　　按设想，这本小书是两部中的前一部，后一部
正在写作之中，从还原论展开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性质的探讨，结之以对道理和真理的思考。　　
本书很多章节曾陆续发表，这些章节在纳入本书的时候都做了大量修订。　　引文按我自己的旧例，
若手头有中文译本，就标中译本书名页码，以便读者查找所引书；译文却可能是我自己的，这有时是
因为对现有中译本的译文不够满意，有时是因为在本书的行文中有些译名需要统一。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的引文则通常只标出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版本制定的边码，译文多采自王太庆、汪子嵩、张竹
明、苗力田、王晓朝、徐开来等学者，有时参照英文德文译本乃至希腊原文稍作改动。　　本书是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立项课题〔“科学世界与日常世界的分合”〕的成果，在
此对教育部的支持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华东师大和童世骏教授，感谢卑尔根大学和希尔贝克
〔Gunnar Shirbekk〕教授，他们为我安排了在卑尔根大学做三个月的研究交流，使我得以专心为本书
定稿。不少朋友和学生总认为我在做什么重要的工作，我将错就错，受到鼓励。妻子和女儿不觉得我
在做重要的事情，但既然我爱做，她们就支持，这种支持当然是最重要的。感谢简宁张罗本书的出版
，书稿完成后，他读了一过，说是像读小说。这话大概是批评，但我误听成了夸奖。我始终没学会用
完全学术的语言来写作。　陈嘉映2006.10.23，于上海外环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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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科学 常识》

作者简介

陈嘉映教授，男，1952年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迁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78
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学，90年以《论名称》一文获博士
学位，其后赴欧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后调往华东师大哲学系。主要译著有《
存在与时间》，《哲学中的语言学》，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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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科学 常识》

书籍目录

导论
科学认识
建构主义
哲学－科学
本书章节
上篇
第一章　理性与哲学
感应思维
觉醒的心智
理知时代
理性与理论
哲学－科学之为真求的理论
第二章　从希腊天学到哥白尼革命
希腊哲学的文化背景
亚晨士多德的天学
托勒密体系
从罗马到文艺复兴
哥白尼革命
围绕哥白尼
理论的整体性
第三章　近代科学的兴起
下篇
第四章　经验与实验
第五章　科学与概念
概念与语词
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
运动
力、加速度、质量
万有引力与可理解性
数学取向
第六章　数学化
数与实在
数运与数学
科学的数学化
为什么是数学
第七章　自然哲学与实证科学
自然哲学
自然与必然
实证与操作
预测与假说
一般的实在问题
物理学的实在问题
第八章　常识、哲学、科学
哲学的终结？
常识和理论
思辨体系与语言转向
哲学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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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科学 常识》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本像惊险小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资助，一样好看的哲学著作。　　中
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文革插队知青靠字典自学了德语的传奇学者。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哲学博士。　　海行格尔《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和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
》的中文译者。　　《新京报》2007-02-17一周书情　　陈嘉映是位低调的学者，在这本书中，他探
讨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和常识的关系，并集中讨论了常识、科学、哲学三者的关系，
这本小书大量借用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关心的却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　　《中国
书报刊博览》　　这是一本像惊险小说一样刺激、好看的哲学著作。作者从近代科学的兴起考问人类
思想的命运。他首先从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感应思维的主要脉络开始梳理，转而阐述了以文字的出现
为突出标志、一直延续至今方兴未艾而将艾的人类“理知时代”理性态度的兴起，在这漫长的几千年
里，人的思维的三极角色“哲学”和“常识”和“科学”怎样上演了互相倚侍、转化和争夺的惊心动
魄的戏剧。　　《财经》杂志3月荐书　　这本书的编辑和最早的读者告诉作者，它是“一本像惊险
小说一样好看的哲学著作”。这评语可能只适用于这本书的一半。另一半，即书的最后几章，其实很
不容易读，它们涉及哲学与科学之间在发生学和目的论上的本质差异。　　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
作者在这里探讨的主题，由于国内媒体长期宣传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而变得不易理解了。
这一困难，其实在作者“自序”里已经有所说明——“我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远为根本的是
，科学把心灵留在了画面之外，⋯⋯那么，我们有两套真理——科学真理和生活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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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科学 常识》

精彩短评

1、百科全书派“知识树”里的科学、哲学、艺术分类看着云山雾绕，本书倒能提供一个大概的逻辑
理路。
2、这几周准备科学是不是世界最优解的辩题，随手就看了这本，实在佩服论证过程，学习了
3、最近喜欢上了读一些综述类的历史类的书，这本书从希腊哲学讲到科学的兴起以及哲学、科学、
常识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不错的科学起源史来读。读过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科学
家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又是哲学家了。
4、对哲学和科学的主观观点比较多吧，如果书的名字叫《杂说哲学科学》或许我会给高分，可惜书
名取得太大了。有段讲述关于东西方思辨起源不同的观点我倒是觉得很有道理。也不能愧于一本好书
吧。
5、陈嘉映说先秦诸子是理性的体现，理由是不语怪力乱神。可是先验的东西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呢，
韦伯也研究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无法证伪的东西无非是选择问题，界定理性与否的标准很多，如何
面对你否定的事物似乎在这里更适合来界定理性。
6、为什么是数学？因为数学最硬核。为什么是物理，因为物理是硬核之中的硬核。（其他学科都是
软）书内引用了好多维特根斯坦和费曼。（15年8月29徐图阅毕）
7、就一个导论都是非常精彩，非常棒。
8、科哲的较简洁浅显的入门书
9、哲学与科学，不可逆的改变
10、”不要妄图用哲学提供普适理论，因为“哲学的自然理解本性不允许哲学成为普适理论“. 而”科
学的普适理论也并不提供对世界的整体理解“.
11、很接地气
12、没看太懂，但或多或少对哲学、科学有了新的认识。
13、2017年第2本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哲学？要弄明白这两个问题，必须追溯科学与哲学观念发展
的历史。

一本科学哲学入门书，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内容稍难，其余部分比较通俗，作者的很多类比也很有趣，
在这类书里算是很难得了。

为什么看这类书呢？因为科学、哲学和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元知识。
14、“我最希望读到的，是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欢的，是用高深的语言表达浅俗的思
想。”作者不仅是这么说的，也在身体力行。
另外想说，似乎豆瓣上这些人的建构主义倾向还是很重的。遗憾的是，总停留在人身攻击和只作断言
的阶段。当然了，个人总是根据意识形态的偏好来行事。又有“不是真理证明了自己，而是反对者死
绝了。”反过来说，这些爱好人身攻击和只作断言的人不死绝，真理是没办法畅行其是的。当然了，
死绝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对于那些人身攻击和只作断言的评价，应予以坚决的无视。
15、知道了一些常识
16、很推荐的一本书。写的很深，读一遍不够，以后有空了再读一遍写书评发上来。
“科学是真理，但是真理不是唯一的。”
17、主要討論哲學、科學、常識三者之間的聯繫與區別。讀完后感覺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數學、經
驗和概念分析是不可忽略的重點。討論陰陽五行是不是理論的部分也很有趣，讓我想起Xu Lei
的Machine Learning Theory第一節課。全書摘抄見書評。關於科學理論由掌握機制得到預測能力的討論
更是讓人想起learning theory.
18、读之前不知道是讲科学史的。虽觉得枯燥，但也能一页一页缓慢推进。后三分之一竟然觉得很感
动，亚里士多德太了不起了。下面这句玩笑话很可爱：可他在从事哲学的时候，就连下一脚要跌到沟
里都预见不到。可叹，我们这些今天的哲学工作者只继承了跌到沟里的哲学能力，没继承到预测股票
市场的非哲学能力。
19、很好的书，好书面前谦逊，不做画蛇添足之评论，若能向推荐此书的悠兮兮当面表示感谢，甚好
20、大概看了前面的介绍，讲的应该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史，以及现在哲学这门学科应该所处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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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科学 常识》

和方向，对我而言暂时没啥看的价值
21、这是我上半年读的最受用的书。
22、上篇不错 多少能启我生示 至于下篇 闷冗直白 绕来绕去 不外乎说明近代科学的数学化使“哲学-科
学”两分 数学乃科学之基 哲学的当今意义只在反省！
23、读完这本书唯一的遗憾在于看得太晚，总体上有一个打通任督二脉的酸爽的感觉，长期以来一些
苦苦思考的问题顿时豁然开朗。郑重的将此书推荐给热爱读书的朋友们！ 
24、相见恨晚！陈嘉映先生问题想得很透，只摊开说理，不故弄玄虚。更难得的是，他居然有幽默感
！有些话说得真是妙趣横生。海德格尔说，科学的发展定型“看似哲学的单纯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
的完成”（224页）。称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为“哲学-科学”有其道理，这其中包含着当时的人解
释世界（包含自然世界）的努力。爱因斯坦说：“科学整体无非是日常思考的精致化。”（233页）本
书尤其具有闪光点的想法：理论与常识，实证科学的定义，数学为何被视为科学的工具，自然科学时
代哲学的任务。很多细节值得再反复品读。
25、4.5吧，难得哲学写的通俗
26、小女子愚笨，每个字都认识，囫囵吞枣只能读懂1/3 2016.4.26 努神推荐下重读。
27、不咋的，干货太少
28、科学是对哲学-科学的继承，也是对哲学的背叛。不过，现在哲学也没有必要和科学争了，两者本
就是不同理解层次上的对世界的解释，不具可比性。
29、陈嘉映思路清楚
30、得pdf、mobi。已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到现代科学的发展，看起来是科学日益瓜分原
本属于哲学的领域，实际上反映出观念和思考方式的转变。试图建立普世理论的哲学努力不再可能了
。
31、回想起上学期读存在与时间的恐惧。书名很大，如果以探讨的主题为名，可以叫做实在、数学与
自然。读了几年哲学，大多时候是哲学史式的扫描与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挣扎，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
联始终处在半信半疑之中。这本书虽然不是数人头，却全景式展示了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发展，把哲学
到科学的转变用简单的语言写得清清楚楚，像是从高处看到哲学的任务如何被科学接管，又怎么发展
自身。很遗憾毕业以后看到这本书，如果对哲学好奇，这本书值得好好读。
32、假设你了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
33、最认同的一句话是“数学的最大特点在于进行长程推论而不失真”——数学是一种演绎法。在约
翰穆勒那里就是ration最后变成了calculation。遗憾在于这本书回避了伦理学，也即近现代哲学的重心
。不知道为何如此。直接导致我不认同其相当大的一部分结论。
34、一本书读的时机恰到好处 也是一种乐事
35、已被绕晕。哲学不建构普适理论但却是明述的自然理解，科学则相反。
36、“当代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推荐
37、所谓的刷新三观，洗涤心灵就是这样了吧
38、适合大学生读，高中生或许可以理解，不过还是以高考为主吧，不着急看。走研发的，跟科技打
交道的，爱好科普的人，应该看看。对孩子的启示，一定要学好数学。
39、了解哲学、科学历史的入门书
40、不知道为啥觉得这本书应该和《禅于摩托车修理技术》放在一起看。
41、典型的陈嘉映，读起来很舒服，很容易被他的说理方式说服。
42、授业解惑的书，很清楚的梳理了常识、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讲本，关于数学和实在
，很能引发对自然、对概念的思考。不属于专著性质的读本，但是思考的成果，很值得读。
43、大量问题从近代科学视角与古代哲学科学的视角对比着观察颇有意思
关于科学 引出了大量问题，但需要更多的专业书籍才能解答，概念\语词\数学与科学\科学的预测性\
实在 等等
人类原始思维的论述是一大亮点
最后将哲学的历史和科学的历史合起来叙述得到的一幅图景很漂亮。虽然不一定是公允之论
但的确很多论述 闲谈有余不够紧凑，学术性不足，而且作者本身确实对科学哲学并非专业只是兴趣，
故作为提兴趣的入门读物可以，但不是知识
44、有姿势的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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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科学 常识》

45、写得很好，断断续续看了大半年，效率实在低下。这本书帮我这个哲学盲，进一步的去理解了当
代的哲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让我对哲学产生了一些兴趣，虽然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46、我们学习的直角坐标解析几何是笛卡尔于几百年前发明的，我思故我在也被我们经常挂在嘴边，
但似乎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却依然不会怀疑与思考。
47、论证有太多跳跃：为什么自然理解是最本真的这些根本问题，为什么概念分析是留给哲学的，陈
先生最终也没说明白的。
48、“我到底在看什么？”——持续阅读过程的唯一问题。我果然没有哲学天赋。
49、学习了。
50、太精彩了！前面的大部分篇章都似乎在谈论科学哲学（自然也有很多我读不明白的地方），但最
后一章对“哲学”的理解在长长的“科学”铺垫后得到了巨大的升华，感觉太爽了！陈嘉映绝对是当
代党国最好的哲学教授（我觉得不需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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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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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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