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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进展与展组
·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

郭贵春 程 瑞

(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

太原 030 0 06)

〔摘 典 1 中国的科学哲学经历 了几十年的艰难发展过程后
,

目前正处于关健的转折时期
,

文章从

积极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的角度
,

回顾 了科学哲学的历史
、

它与西方科学哲学的关系等
,

总结了经

验
,

指出中国科学哲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之路
。

〔关锐词 〕 科学哲学
,

现状
,

发展
,

中国

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
,

在西方产生于 20 世纪

初
,

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
,

后历经批判理性主义
、

历史主义
,

到现在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

已

有近一百年的历史
。

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可以追溯

到 2 0 世纪 4 0 年代前后洪谦先生等对逻辑经验主义

的引进和评价
。

建国以后
,

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从

内化于 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当中
,

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

末 9 0 年代初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引介和评价的热潮
,

再到现在人们开始反思科学哲学的本质问题和中国

的科学哲学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间题
,

经历了一个

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

科学哲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
:
科学哲学的

基础理论研究和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
。

一般地

讲
,

前者是指对科学说明
、

科学推理
、

科学评价
、

科学

发展模式
、

观察与理论等的研究
,

还可以包括著名科

学哲学家的思想和理论研究 ;后者是指数学
、

物理

学
、

生物学
、

心理学等具体科学理论本身的哲学研

究
。

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是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研

究的全面概括和整体升华 ;具体科学 问题的哲学问

题研究是科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和源头
。

目

前
,

中国的科学哲学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具体科学的

哲学研究方面都取得 了显著的进步
,

正处于寻找 自

己的发展之路的关键的转折时期
,

我们有必要 回顾

历史
,

总结经验
,

积极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
。

1 科学哲学墓础理论的研究现状

历史地看
,

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

方科学哲学
,

它是沿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
,

作为哲

本文于 200 7 年 5 月 9 日收到
.

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出现的
。

它的基础理论研究的

是由学科群提出的问题
,

这些间题主要包括
:
科学的

哲学基础
、

科学知识的产生机制
、

科学理论的变化与

进步模式
、

科学语言与科学概念的内在本性
、

科学 目

标与科学方法的合理性地位等等
,

而不是像物理哲

学
、

化学哲学
、

生物哲学等学科那样
,

思考 由一门学

科提出的问题
。

因此
,

思考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
,

必

须立足于这一基础
。

如上所述
,

科学哲学在 20 世纪的进步和走向生

动地与科学哲学的特定流派和相关问题的提出
、

展

开
、

演进以及求解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

国内科学哲学

对于科学哲学的引进一般是从西方科学哲学的流派

和科学哲学核心问题为主的
。

比如说 198() 年李宝恒

和纪树立翻译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的《科学革命

的结构》就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科学哲学译著
,

此外

还有卡尔纳普
、

波普尔
、

拉卡托斯
、

费耶阿本德
、

劳丹
、

夏皮尔等人代表作的翻译版
。

国内的科学哲学教材

大多也是在沿袭流派和核心问题两方面展开的
,

前者

是沿着历史的脉络
,

以对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思想介

绍为主
,

后者则从横向展开
,

对科学哲学 自诞生以来

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介绍和评述等等
,

比如江天骥的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

舒炜光与邱仁宗主编的《当代

西方科学哲学述评 ) 等等
。

近些年来
,

从后一方面展

开的较多
,

并且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研究科学哲学

的发展
,

同时融汇 自己的独立研究的成果
。

比如张华

夏和张志林的科学说明问题的研究和笔者的科学实

在论研究等
,

(关于科学说明的十个问题》
、

(实在与过

程
:
本体论哲学的探索与反思》

、

(当代科学实在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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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辩护 )等一系列论文和著作的

发表和出版
,

代表了国内科学哲学的一种发展态势
:

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已经开始从单纯介绍国外学派

演变为对科学哲学理论间题的独立研究
。

在科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
,

很重要的一点就在

于
,

面对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现状
、

困境和趋势的认识
,

人们开始采用新的方法论
,

从新的视角关注并研究科

学哲学的核心问题
。

那么我们应当从一个什么样的

基点上去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
,

奠定科学哲学发展的

出发点呢 ? 如何把科学之社会的
、

历史的
、

文化的和

心理的层面统一到一个不可还原的
、

整体的基点上去

呢? 这是探索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的一个无法回

避的问题
。

笔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认为
,

当今科学哲

学在某种程度上衰落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

科学哲学在

近三十年的发展中
,

失去了能够影响自己同时也能够

影响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范式
。

因为
,

一个学科一旦

缺少了范式
,

当然也就失去了凝聚自身学科
、

同时能

够带动相关学科发展的能力
,

所以它的示范作用和地

位就必然地要降低
。

因而
,

努力构建一种新的范式去

发展科学哲学
,

在这个范式的基底上去重建科学哲学

的大厦
,

去总结历史和重塑它的未来
,

就是相当重要

的了
。

分析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历程
,

逻辑实证主义

侧重于符号化的系统的形式语境的研究
,

历史主义强

调了整体解释的社会语境
,

具有后现代趋向的后历史

主义则注重于修辞语境
,

这三种语境分别与科学表

征
、

科学评价
、

科学发明密切联系在一起
。

因而
,

如果

我们在此基础上升华和构建一个
“

语境论
”

的研究纲

领
,

在
“

语境
”

的基底上重建科学哲学
,

那么在理论上

就有可能把科学研究中的历史
、

社会
、

文化甚至心理

等因素统一到一个不可还原的层面
,

从而摆脱困惑西

方科学哲学界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冲突
,

将

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融为一体
。

通过
“

语境
”

研究纲

领
,

有助于厘清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
,

总结科学哲学

的发展特征
,

从而作为一种思维平台
,

把握主流思想

的逻辑路径和探索面向未来的演变趋势
。

2 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趋向

在西方科学哲学中
,

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占

有很大的比重
,

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国内
,

数学和 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

尤其是科学前

沿的哲学间题
,

在 20 世纪 5任一 60 年代和 80一90 年

代也曾经引导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

但 90 年代以后
,

由于纯科学的自然科学领城发展状况
、

学科高度分化

与自然科学领域间题的艰深等原因
,

自然科学的哲学

研究一度低落
。

但是
,

这一间题始终是科学哲学的重

要研究对象
,

并且在本世纪越来越受关注
,

因为在科

学哲学的研究中
,

对传统间题的阐述不可能游离于具

体科学间题的哲学研究之外
,

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

究是科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
,

它所强调和

突出的
,

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
、

现实性
、

前沿性和

多样性
。

目前
,

随着具体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
,

具体

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探究
,

也拓展到了生物哲学
、

认知

科学哲学等领域
,

另外
,

近几年
,

对于社会科学哲学的

研究也逐渐开始
。

这些问题的讨论
,

为科学哲学理论

基础提供了丰满的现实案例
,

有助于把科学哲学的

研究推向新的层次
,

也有助于把科学哲学问题的阐述

引向深入
,

是科学哲学研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石
。

具体来讲
,

第一
,

传统的数学哲学与物理学哲学

仍然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

其

中数学本体论问题和数学语义学问题是当代数学哲

学研究的主流
,

数学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也得到数学

哲学家的重视
。

物理学哲学关注的重点在于量子测

量
、

量子场论等的哲学研究
,

以及物理学理论的解释

问题
,

探讨的问题包括绝对性与相对性
、

决定论与非

决定论
、

定域性与非定域性等
。

同时广义相对论和

量子引力的时空问题也逐渐成为物理学哲学讨论的

热点间题
。

第二
,

生物学
、

信息科学等具体科学的突

飞猛进也致使一些科学哲学工作者把 目光转向了新

兴的生物学哲学
、

认知科学
、

信息哲学
、

复杂性哲学

和其他具体科学哲学
。

比如生物学哲学中生命的本

质与定义
、

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和分子生

物学符号的操作性问题等都是目前的热点问题
。

认

知科学的研究也在深入
,

有观点认为认知科学将继

物理科学
、

生命科学之后
,

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又一

焦点和动力
。

第三
,

近几年在国 内开始兴起社会科

学哲学的研究
,

涉及社会学
、

管理学
、

经济学
、

政治

学
、

文化学
、

大众传播学等学科
。

社会科学哲学的元

理论
、

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
、

社会科学哲学

与科学实践等都将成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重点
。

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传统科学哲学家诸

如卡尔
·

波普尔等把社会科学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

的范围之外的片面性
,

是科学哲学研究视野拓宽的

一个表现
,

必将给科学哲学界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

3 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之路

中国的科学哲学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

用 20 年

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

现在回想起

来
,

有很多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

国内科学哲学一方面



204中 国 科 学 荃 金 2007年

要继续弥补历史造成的传统步子和基础的欠缺
,

一方

面要追踪国际科学哲学最新发展的前沿
,

更重要的

是
,

它要在 自身的基底上探索可被接受的形式和特

点
。

英美科学哲学与欧洲大陆科学哲学一直沿着他

们自己的研究路径经历了 20 世纪的辉煌
,

但科学哲

学的发展在经过传统哲学的全面否定和对科学发展

模式的体系建构后
,

目前处于反思与探索并重的发展

阶段
。

当他们陷入困境
,

寻求出路之时
,

我们没有必

要回避中国科学哲学发展的特色问题
。

中国科学哲

学现在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机遇
,

要取得更加卓越的成

就
,

成为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的重阵
,

中国科学哲学工

作者必须更加深入地考虑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之路
。

3
.

1 坚持科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发展特征
:
它总

是要在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中随时对自身的传统

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
。

因此
,

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

于发展中的学科
,

是一个兼收并蓄的
、

多元化的开放

体系
。

在科学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
,

我们不能满足

于介绍和评价
,

而是要有问题意识
,

具备分析论证的

能力
,

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开辟新的领域
,

进行独

立研究和理论创新
。

这个过程的目标和难点在于
,

第

一
,

重铸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逻辑起点
。

第二
,

构建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各个流派之间相互对话
、

交

流
、

渗透与融合的新的平台
。

第三
,

探索各种科学方

法论相互借鉴
、

相互补充
、

相互交叉的新基底
。

近几年国内科学哲学基础理论中的学派意识和

具体科学哲学研究中语境分析方法等的兴起为科学

哲学的发展注入了现实的力量
,

已经在形成一种用

基础理论的创新去指导具体问题研究
,

而用具体问

题的研究去论证基础理论的规范发展模式
,

这种模

式终将会引导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之路
。

3
.

2 迫跳具体科学领域前沿

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是科学哲学思想得以升华

的基础和源头
,

因此
,

一定要坚持深入地开展具体科

学问题的哲学研究
,

为科学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提

供有力的支持和获取更多的灵感
。

在这个过程中
,

要特别注意把握学科前沿
,

因为在科学发展的前沿
,

哲学思考往往起到关键的作用
。

比如在量子引力的

研究中
,

对时空本质的哲学思考就决定了物理学家

对理论方向的选择
。

因此
,

只有把握学科前沿的理

论才能把握具体科学的哲学的发展特点
,

只有明确

了具体科学的哲学发展特点
,

才能明确科学哲学的

整体走向
。

所谓
“

前沿
”

就是近期科学发展的最新成

果或进展
。

这一点与研究者的基本训练和素质相关

联
,

因此
,

加强科学哲学工作者的科学素养
,

是科学

哲学研究进步的关键
。

3
.

3 坚持弘扬科学理性
.

防止学科边缘化

我们不可否认国内科学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步

和卓越成就
,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
,

在科学哲学研究表

面繁盛的后面
,

也隐藏着深刻的学科边缘化的危机
:

中国当下人文主义盛行
,

科学哲学的发展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消解科学理性的围剿
。

如果没有科学理性

作基础
,

那人文主义的发展就会走向它关怀的反面
。

但是无论科学哲学如何发展
,

科学理性都不应当被

消解
。

科学哲学应当永远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
,

固

守坚持科学理性
,

反对科学主义
,

坚持人文理性
,

反

对人文主义的 目标
,

持续地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
。

在这个过程中
,

必须通过对国际科学哲学发展趋势

的把握
,

以科学哲学核心理论的研究为基础
,

以科学

哲学学科规范性的建设为 目标
,

把中国科学哲学研

究引入到主流发展的轨道上
。

只有这样
,

才能形成

和创建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

使我国的科学哲

学研究早日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

,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

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研究
”

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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