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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证伪与对称破缺

魏屹东　郭贵春　 (山西大学哲学系 030006)

　　作为科学与非科学划界标准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和证伪主义的证伪原则, 不少科

学哲学家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批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进行评述, 而力图从相变理论的“对

称破缺”概念出发, 对这两个原则进行剖析, 试图揭示其合理与否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所谓对称性是指事物在某种变换下的不变性; 而对称破缺指事物对称性的突然降低和减

少, 它是事物有序演化与发展的一种度量。因而用对称破缺来分析证实与证伪原则的合理性

具有一定的新意。

一、证实与对称破缺

几乎所有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都将命题分为分析命题 (形式命题) 和综合命题 (经验命

题) , 并认为前者是必然的, 后者是或然的。奎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 对这种

划分作了深刻的批判, 认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划分是人为的、教条的, 任何命题从本质

上讲都是综合的, 因而是或然的。从对称破缺角度看, 分析命题属于全对称操作, 不存在对

称破缺, 因而没有新质的实现, 不表达任何新的内容; 综合命题可能是全对称也有可能有对

称破缺, 这可分为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11 完全证实与对称破缺

完全证实 (强证实) 即是对普遍命题 (全称命题) 中的各个函项 (事例) 进行证实或验

证。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如石里克就坚持科学命题 (理论) 的强证实原则, 认为一个科学

理论凡可以证实的, 便是科学的、有意义的, 否则便是非科学的、无意义的。从对称破缺角

度看, 这是一种全对称的证实, 而全对称相当于事物的一种稳定、无序的混乱状态。换言之,

完全证实会置理论 (命题) 于稳定而不发展的状态, 使理论失去活力与发展的动力, 因为经

验与事实一致的证实的确可支持一个理论, 但因此苛求经验与所有事实一致的证实则是不可

能的。任何理论都是要发展的, 因而完全证实一个理论只能是一个神话。

21 部分证实 (弱证实) 与对称破缺

证实原则要求普遍命题 (全称命题) 的完全证实与完全证实的不可能的矛盾, 使逻辑实

证主义陷入了困境。后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赖欣巴赫、亨普尔和艾耶尔等纷纷对

证实原则作了修正, 如卡尔纳普的可检验性和可验证性原则, 赖欣巴赫的概率确证度原则, 亨

普尔的整体验证原则以及艾耶尔的实践的可证实性与原则的可证实性等。概言之, 可证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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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及其放宽的表达可表述为:

(1) 要求完全的可检验性。

(2) 要求完全的可验证证。

(3) 要求可检验性。

(4) 要求可验证性。

(1)、 (2) 是完全证实原则的更精确表述; (3)、 (4) 是放宽后的表述, 它们允许一切仅

仅是间接可验证的综合陈述进入科学的范围。

从对称破缺角度观之, 修正后的证实原则打破了原来要求的全对称封闭状态, 具有一定

的开放性, 因而较为合理, 因为对称性本身的打破意味着理论的潜在发展。

可见, 完全证实是理想化证实, 部分证实较为现实合理。尽管部分证实仍难以克服归纳

悖论和归纳逻辑前提不具有必然性的不足, 不能完全证明一个理论 (命题) 的真伪性, 但毕

竟比完全证实前进了一步。

二、证伪与对称破缺

11 朴素的证伪与对称破缺

完全证实的不可能与部分证实的不足, 使证伪主义者波普另辟蹊径, 从相反的角度即从

逻辑上的否定后件推理过程: 〔 ( t→p ) ·pθ〕·tγ 出发, 提出了可证伪原则。这种推论是结论

的真假已包含在前提中的演绎推理, 是一种经验证伪的演绎方法, 与经验归纳推理相对立。就

这种证伪而言, 无论是经验上的还是逻辑上的, 从对称破缺角度看, 均是非对称的, 即从个

别证伪一般, 从有限证伪无限, 从单称证伪全称。换言之, 即用对称性少的事物来说明或证

伪对称性多的事物, 用对称破缺来解释、证伪命题或理论。这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思维方式,

是对称破缺在科学哲学上的具体表现。但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 仅仅用经验不能证伪一命

题或理论, 单称、个别反例的证伪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绝对性; 逻辑推不出真理, 真理的发

现要靠创造性思维的参与, 因为证伪保留了一个经验不可错的预设 (经验可错)。

21 精致的证伪与对称破缺

由于波普的朴素证伪原则存在着不可谅解的缺陷, 拉卡托斯提出了精致的证伪原则, 其

要点为: (1) 经验不能证伪理论, 理论证伪理论。因为经验具有主观性、私人性和不可靠性。

(2) 证伪是多层的而非单一的。 (3) 对 T 1 的证伪即是对 T 2 的确证。 (4) 理论与事实的不一

致不见得是证伪理论。这样, 证伪不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了。从对称破缺的角度看, 拉卡

托斯的证伪一开始便是不对称的或对称破缺的, 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理论与事实的不一致正

是科学理论对称性破缺的表现, 不一致才导致对称破缺, 进而导致理论的进步。如果一个理

论是全对称的 (可完全证实的) , 那就没有发展的余地, 也就失去了内在发展的动力, 只有具

有对称破缺特征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和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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