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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的论域、沿革和未来

——《中国科学哲学论丛》新序

2004-12-24  李醒民  阅读506次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知识体系、研究活动、社会建

制）及其分支学科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哲学学科。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和边界虽然难以精确划定，但是我

们依然可以大致勾勒它的四个论域或内涵，尽管其间难免有诸多交叉和重叠。 

    PS1即科学哲学元论。它涉及科学哲学的根本性论题，是科学哲学的“形而上学”层次，与科学知

识本身相距较远。例如，科学的目的、目标、对象、价值、范围、限度、划界、方法、预设、信念等

等。 

    PS2即科学哲学通论。它涉及科学哲学的普遍性论题，与科学知识整体的关系密切。例如，科学的

事实、问题、概念、原理、理论结构，科学的发现和发明、证明和辩护、说明和诠释、语言和隐喻，科

学的发展、进步、革命，科学中的机械论和有机论、还原论和活力论、进化论和目的论、因果性和几率

性、连续性和分立性，对科学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现象主义、工具主义、物理主义、操作主义、历

史主义、约定主义、整体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解读等等。 

    PS3即科学哲学个论。它是科学各门分支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例如物理学、生物学、系统论、信息

论、复杂性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等。 

    如果说以上三个论域大体属于科学哲学内论的话，那么PS4则可以称为科学哲学外论。它的主要研

究对象是科学活动和科学建制的本性以及科学与外部世界——自然界、社会、人——的错综复杂的关

系。例如，科学的规范结构和精神气质，科学的起源，科学的社会文化功能，科学与人生和人的价值，

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伦理、宗教的内在关联和外在互动等等。 

    科学哲学的历史沿革源远流长。在这里，我们愿把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科学哲学称为前科学哲学。

它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萌芽时期和溟濛时期。萌芽时期的科学哲学有一个早慧的、天才的开端，留基

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的和谐、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四因说、欧几里

得和阿基米德的演绎系统化理想等等，自始至终影响着科学思维和科学发展。溟濛时期的科学哲学贯穿

在整个中世纪：它像科学一样，也是从古希腊思想的高峰跌落下来，步履维艰地沿着通向近代知识的斜

坡匍匐行进。中世纪的科学哲学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千年暗夜，它与科学相伴，在神学的一统天下

愚拙而执拗地蒸馏和沉淀。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和宇宙图式，格罗斯泰斯特的归纳、证

实和否证学说，罗吉尔•培根倡导的实验方法，邓斯•司各脱的批判哲学和求同法，奥康姆的差异法、

“剃刀”原则、重视直观和证据的认识论，奥特库尔的尼古拉的怀疑论、因果性概念、同一和矛盾原

则，比里当及其巴黎学派的自然哲学和经验科学精神等等，都成为近代科学哲学的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

和思想元素。 

    与近代科学相比照，近代科学哲学也可以称之为古典科学哲学或经典科学哲学。弗兰西斯•培根和

笛卡儿分别代表了经典科学哲学的经验论传统之翼和理性论传统之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则在两翼

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并将其付诸创造实践，在科学探索过程中予以锤炼。他们三人不仅是经典科学

的奠基人，而且也是经典科学哲学的建构者。法国百科全书派、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康德都是经典

科学哲学当之无愧的里程碑，而约翰•赫谢耳、孔德、休厄尔、J.S. 穆勒则使经典科学哲学更加系统化

和体系化。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着经典科学的危机和现代科学革命的酝酿，前现代科学哲学应运而生，

大放异彩。除了德国哲人科学家群体（赫兹、亥姆霍兹、基尔霍夫、玻耳兹曼、等）的杰出贡献外，以

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则是其创造者和集大成者。这个学派是

由哲人科学家形成的“无形学院”，它的科学统一思想、历史-批判风格、对直觉、思维经济、科学美

的推崇、进化认识论、科学的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新科学主义）、诸多后现代

意识（观察渗透理论、不充分决定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归纳法不切实际、方法和理论多元化、科学中



的语言翻译和诠释、关系实在论、主体间性、科学发明即是直觉选择等）以及要素论、约定论、整体

论、能量论、感觉论，成为现代科学哲学的源头（马赫的经验论和彭加勒的约定论是其“活水”）和后

现代科学哲学的引酵，同时也确实孕育和哺育了现代科学。 

    现代科学哲学的桂冠，理所当然地落在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及其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头上。

其中坚人物石里克、卡尔纳普、赖兴巴赫、维特根斯坦、艾耶尔等在对科学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面贡献

卓著、有目共睹，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永恒的纪念碑。但是，逻辑经验论坚持极端的科学主

义立场，拒绝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维度，缺乏整体论的观点和广阔的兴趣与视野，漠视科学发现和科

学进步的研究，排斥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这样就不免背离了批判学派的思想菁华。其结果，逻辑经验论

不仅加重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而且也导致了哲学与科学的疏离——批判学派的哲学与科学水

乳交融及其前瞻性和勃勃生机在它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其实倒很简单：逻辑经

验论的代表人物虽然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扎实的哲学功底，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哲人科学家那样的科学创

造实践和科学发明体验。 

    在这里，很有必要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大书一笔。爱因斯坦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和他所处时代的科

学哲学遗产的优秀继承者，尤其是他从批判学派那里直接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和独到的学术理路，加

上他对自己科学活动和成果的反思，致使他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

家。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熔温和经验论、科学理性论、基础约定论、意义整体论、纲领实在论于一炉

的多元张力哲学，与之相辅相成的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臻美取向和形象思维等科学方法

又锦上添花，从而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华章。 

    20世纪50和60年代，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证伪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和范式论、拉卡托斯的

研究纲领等为先导，后现代科学哲学昂然登上历史的舞台。奎因、费耶阿本德、罗蒂、范弗拉森等都先

后引领过新潮流。尽管他们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批判学派的某些后现代意向，但是却恣意地把它们推向

极端乃至危险的边沿——这在他们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文化

相对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不过，后现代科学哲学中也有警世之言和时代的睿智，值得批判地予

以借鉴。 

    21世纪的科学哲学向何处去？我们不是预言家，不好就此妄加评论和断言。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

尝试做一些大胆的猜测。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科学哲学大概会回归批判学派的旨趣和进路，在与

现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保持必要的张力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这里有两个指路标。其一是

宏观综合视野：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发掘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人文价值和

精神底蕴，揭示科学的文化蕴蓄和文化意义，从而彰显科学的智慧之神韵，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

汇流和整合——这是科学哲学外展或科学文化哲学的路向。其二是微观分析视野：立足于各门科学的肥

沃土壤，着眼于科学家（尤其是哲人科学家）的创造活动和思想淀积，在缜密分析和精心提炼的基础上

生发出鲜活的科学哲学——这是科学哲学内生的路向。在这两个路向，科学哲学家的开掘还十分有限，

在诸多领域只不过刚刚开始。因此，科学哲学不仅有伟大的过去，也有充实的现在和光明的未来。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历史相当单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4~1937），科学哲学曾经有过一段

颇为辉煌的时期，此后由于救亡、战乱和特殊的政治生境，它不幸长期处于萧条乃至沉寂状态。直至70

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在近25年的执著奋进和顽强抗争中，科

学哲学既作为思想启蒙的一支劲旅影响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也作为蓬勃发展的哲学学科跻

身于中国乃至世界学术之林。1979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就是其最好的见证人，25卷杂志忠实地

记载了新时期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坎坷经历和坚实足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由80年代的引进评论阶段进入

到90年代以来的问题研究阶段，我们企望21世纪它在方法和范式上有所创造。但是，加强问题意识，淡

化体系建构，始终应该作为我们的研究导向——这也是即使在以评介为主的80年代，仍有不少学术佳作

和思想成果问世的原因。 

    由于多位热心人士的力促，在中山大学出版社的慷慨赞助和鼎力支持下，《中国科学哲学论丛》中

止了三年有半之后，像烈火中的凤凰一样，在充满馨香的氛围中复生了。我们期待她能不断接纳科学哲

学（包括部分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力作，成为中国科学哲学学人和学子的

思想创新的竞技场和精神漫游的休憩园。我们不奢望她能够万寿无疆，但却祝祷她天长日久。为此，我

们愿以下述诗句恭迎她斐然出场： 

    

    凤凰涅槃复生还，馨火焚烧若等闲。 



    留得雄文乾坤在，太阳神殿献祭坛。 

    

    2003年岁末于北京西郊寒江雪屋 

    

   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11月16日 网站编辑：杨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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