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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为专著《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辩护》，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

书立足于20世纪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演变趋势，现实地揭示了科学实在

论在与反实在论论争中面临的困境和诘难，宏观地分析了科学实在论未来发展走向，本质地

阐述了语言分析方法对于科学实在论重建的意义，具体地介绍了语境分析方法、修辞分析方

法、隐喻分析方法和语用分析方法在科学实在论方法论辩护中的功能和特征，并从反实在论

趋于弱化的视角上，展示了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在语境化基础上发生的渗透融合趋势。  

  全书由10个具体的相关论题构成：  

  （1）方法论的转向与当代科学实在论；   

  （2）科学实在论的出路与方法论的重建；   

  （3）物理解释与语境分析；   

  （4）数学解释与语形—语义分析；   

  （5）科学修辞学的方法论意义；   

  （6）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   

  （7）科学语用学的方法论意义；   

  （8）反实在论的弱化与意义理论的语言分析；   

  （9）反实在论的演变与语形学的方法论关联；   

  （10）科学实在论的进步与当代科学哲学的多元发展。  

  该书把科学解释问题置于科学哲学，特别是科学实在论在当代发展的大背景当中来进行

考察和透视，通过方法论的转向和当代科学实在论与进步，从具体科学哲学论题的演变上，

为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走向和基本命题进行方法论的辩护，并把当代科学哲学的多元发展

与科学哲学研究的方向联系起来，体现出较大的视野和较深刻的研究观念。  

  1、其学术创新和突破体现在：  

  （1）方法论意义上，该成果以语境为基点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与人文理

性在根本意义上融为一体，来探索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论研究的新路径。通过引入语言分析

方法来解决传统科学哲学命题，特别是科学解释，并把科学解释放在整个科学实在论发展的

大背景中，是认识到科学哲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既是时代赋予的基本走向，也是学科内在发

展的逻辑需要。当代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的抽象性、理论的数学化与符号化、观察经验的理



论负载以及理论评判标准的多元性等基本特征，已经现实地揭示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

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因此，从方法论做创新和突破，是可望寻求科学哲学和

科学实在论发展的新途径之一。  

  （2）理论意义上，以语境为基底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论的研究方式，需要对传统的

科学哲学问题，特别是科学解释问题给予重新解释与阐述。因为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上看，

科学哲学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都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长期隔阂、缺乏融合和交流有

很大关系。实际上，无论科学哲学的问题域如何转换，都不可能超出对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

的哲学反思的维度，而科学研究与科学活动本身日益彰显出来的社会属性，又不可能再忽视

社会、认知与科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该书运用语境论的分析方法，对科学哲学问题的

重新阐述与理解，必然会内在地构筑跨学科对话的平台，使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在科学语境的

界面上进行自由交流，进而映射整个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本质、特征和意义，把复杂的

科学哲学的宏观问题微观化，使科学哲学的论题更集中、更突出和更鲜明，从而提供一个与

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方式相协调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论新体系。  

  （3）观念意义上，本书的研究倡导把整体论的思想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的始终，在以

语境为基底的论域内，使得各门学科的本体界限有原则地放宽，认识论疆域有限度地扩张；

方法论形式有效地相互渗透。与此同时，研究的本体论性从给定的学科性质中弱化，认识论

性从给定的学科性质中摆脱狭义的束缚，而方法论性则从给定的学科性质中解构出来。  

  2、学术价值：  

  （1）该书立足于20世纪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

向”的历史背景，从理论上宏观地解释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阐述了语境论和语用分析

方法在科学哲学的后现代发展和科学解释观念的变化中的必然的理论选择。为了更清晰地透

视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三大语言分析方法在后现代语境观基础上的整合，展示语

境基础上进行的科学解释研究这幅波澜壮阔的画面。通过这些内在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后现

代性与科学哲学，特别是科学解释的紧密联系，从而对扩展科学解释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中的应用，以及后现代基础上的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统一给出了一种历史性的描述。由

此，把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放在整个科学哲学大语境中进行理解，以博大的哲学空间、严

密的论证方式、清晰的哲学思维，提供了一幅崭新的科学实在论辩护图景，把国内科学实在

论的研究提高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2）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引入语言分析方法来对科学实在论进行方法论辩护的研究专

著。系统地从语境分析的方法论、修辞分析的方法论、隐喻分析的方法论、心理意向分析的

方法论、复杂性分析的方法论等角度，把复杂的哲学宏观问题微观化，使哲学的论题更集

中、更突出和更鲜明，进而通过对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在科学解释中应用，特别是解释科学实

在论的角度，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典型的辩护。  

  3、应用价值：  

  （1）该书在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命题进行论述的同时，对科学哲学和科学

实在论的发展走向给了一定的描述，从而充分有力地驳斥了费耶阿本德在20世纪70年代过早

地预言，科学哲学是“只有伟大过去，没有伟大未来的学科”的观点，从理论上揭示出科学

哲学研究的内在本质，并在实践中充分展现科学哲学研究和科学实在论发展的丰富多彩的论

域空间。  

  （2）有助于系统地对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与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论研究相关的原始资料

的合理把握和理解，然后，通过对不同发展线索的比较分析，揭示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论与

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3）有助于在深化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和促进科学实在论研究的基础上，更合理、广泛

地论述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例如，对科学解释、科学实践过程、科学辩护、科学形而



上学、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伦理学等等问题，进行重新理解和阐述。  

  （4）有助于修筑进行跨学科对话的平台，消除学科偏见，促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

真正融合，合理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形式的科学研究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提

出并阐述一种更客观、真实的科学观。  

  （5）有助于增强科学哲学的学科发展的生命力，能够进一步规范科学哲学的学科建

设，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的学科视野，提高学者的研究水平；对促进现代西方科学哲学

在中国的整体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结构性意义；对哲学学科的发展，无论是增添教学内容，还

是扩张对西方科学哲学的知识面，都具有十分现实的使用价值。  

  （6）有助于通过对科学精神的合理理解和系统研究，构建中国人的“新科学理性”，

具体、现实地通过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前沿理论的探索，促进和提高中国的“软实力”的建设

和发展。  

  4、社会效益和影响：  

  研究成果它既体现了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不断地面对和走向世界的需要和前景，也是中

国科学哲学界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历来不缺乏深厚的人文思想和传统，其

“人文”特性几乎体现在一切社会层面上，然而科学的理性和传统，却是我们最为匮乏的。

科学实在论对科学理性传统的本质坚持，对科学真理性的不渝信念，构筑了坚实的科学精神

基础，并通过具体的表现形式和思想观念，能够渗入到人类社会各层次知识的理解和表述

中。所以，通过对科学实在论进行具体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引入西方科学精神，进而构建

中国人的“科学理性”，始终是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5、代表性论文：  

  1）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郭贵春，《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走向，郭贵春，《哲学研究》2003年第6期  

  3）科学解释与理解类型，张志林，《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3期  

  4）论科学解释语境与语境分析法，成素梅、郭贵春，《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2期 

  5）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论科学解释模型的范式转变，殷杰、郭贵春，《自然辩

证法研究》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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