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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新成果

— 读《科学研究的艺术》

张 掌 然

继《科学逻辑》和《 自然科学认识论间题》之后
,

张 巨青教授主编的 《科学研究的艺术— 科学方法 导 论》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以下简称《科研艺术 》 )又与读者见面 了
。

该书是国家教委
“

七
·

五
”
期间重点科研项 目

《科李方法论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

它既是一部科学方法论专著
,

又适合于作高等学校相关课程的教材
。

该书

有两个显著特点
:

一
、

系统论述科学方法论问题努力探索科学活动的规律

《科研艺术》 由十四章构成
。

第一章
“
科学研究富有艺术性— 科学与方法

”

和第二章
“
科学研 究 的 程 序

— 从问题到答案
”

鸟览科学认识的全过程
,

描绘科学进步的宏观图景
,

探讨科学研究的最一般规律
。

其中
,

第一章概述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类型
,

阐明科学活动过程是一个创造性地运用理论思维方

法和经验认识不断地发现真理
、

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
。

第二章则通过分析科学间题的实质和类型
,

阐

明科学研究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出间题
、

分析间题
、

探索答案
、

检验结果
、

提出新问题的过程
。

探索间题的答案
,

创立科学理论是科学活动中最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关键环节
。

该书第三至七章从不

同角度
、

不 同侧面考察科学发现过程
,

探讨科学发现的规律性
。

其中
,

第三章镶学发现的条件
”

综合考察科

学家的智力
、

知识
、

个性与科学共同体等因素以及机遇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

第四章
“

洞察自然

法则的阶梯
”

分别阐明形成经验定律和理论原理的过程
,

提高理论普遍性和提高理论深刻性的有效途径—
概括和猜想 , 第五章

“

打开思路的钥匙
”
先论述根据相似性原理作出新发现的有效手段— 类比

,

然后论述根

据特异性原理构造新理论系统的有效手段—
转换

,
第六章

“
揭示事变链条的技巧

”

展示以因果性特征为 依

据认识事物现象间因果联系的两种基本艺术
:
溯因与预见 ; 第七章

“

客体信息的系统处理
”

则从系统 观 点出

发指明科学发现过程中的两种创造性思维方法
:

分析与综合
。

对于上述科学发现方法
,

该书既详细地分析了

它们各自的逻辑模式和有效条件
,

又深入地探讨了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 ; 既透彻地阐明了每种方法的基本特

征
,

又进一步指明 了它所依据的高层次方法论原理
。

科学追求的目标是真理
。

经过艰苦探索得出的答案是否正确 ?新理论的真理性如何? 怎样为科学理论辨

护? 这些都是科学方法论必须阐明的重大间题
。

该书第八章
“
检验理论的步骤— 假说演绎法

”
和第九章

“

理

论辨护的方式—
归纳确证 与排除

`

反常
’ ”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出发探讨科学理论检验过程 的一 般 规

律
。

其中
,

第八章阐明理论检验的基本程序
:

首先从待检验理论中推演出关于事实的陈述
,

然后通过观察和

实验对这些事实陈述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验证 ; 第九章则阐明理论辨护的基本方法
:

在真理客观性的前提下
,

努力寻找与理论的逻辑推断相一致的事实
,

努力排除与理论的逻辑推断相冲突的事实
,

通过不断扩大证据的

数量 和提高证据的质量
,

使理论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有力的支持
。

该书还阐明理论的检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

程
。

科学认识是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

人们不仅经由实践去验证科学真理
,

也在不断解决新间题的过程中发

展科学真理
。

该书第十章
“

完善已有研究成果的基本途径—
理论的应用与修改

”

和第十一章
“

追求真理永无

止境

—
科学革命与学科创新

”
探讨科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科学总体的宏观发展规律

。

在具体地分

析理论发展的途径
、

方式
、

类型以及科学革命和学科创新的动因
、

进程和条件的基础上
,

阐明各门科学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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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渐进性演变和革命性演变的统一
,

而自然科学的总休发展则是学科分化趋势和学科综合趋势的统一
,

科学发展的基本进程则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和深刻性
,

不断地由相对真理逼近绝对真理
。

作为对科学方法更深入的反思
,

该书第十二章
“

经验认识方法的演进
”

和第十三章
“

理论思维方 法 的演

进
”

从历史角度生动地展示 了科学方法由少到多
,

由低向高
,

由粗至精的发展历程
,

描绘了科学方法与科学

理论相互交织
,

相互促进
,

同步发展的壮 丽图景
。

拉卡托斯有句名言
: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
,

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
。

如果说《科研艺

术 》的前十三章是以丰富而典型的科学史实来论证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的话
,

那 么该书最后一章
“

自然科学

史概要
”

则是从方法论角度透视科学史
,

使读者从科学史中得到方法论的教益
。

总之
,

该书对科学方法论的基本 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

对科学活动的规律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

探讨
。

二
、

以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立足于科学史的研究发展科学方法论

研究科学方法论是一项复杂的创造性的工作
,

要想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图景作出正 确的描绘
,

对科学活动

合理性或有效性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
,

不仅需要研究者的聪明才智
,

也需要科学的世界观
。

现代西方科学哲

学中的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学派虽然在某些方面
、

局部作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
,

但由于世界观的局限
,

他们

对诸如科学发现的合理性
、

理论发现与理论证明的关系
。

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关系等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

题的解答却是不正确的
。

逻辑主义
、

历史主义的衰落
,

逻辑历史主义的兴起表明科学方法论研究应该
“

沿着实

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
” 。

①

《科研艺术》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考察科学发展的典型案例
,

探讨和解决自然科学领域中具有普

遍意义的逻辑方法论问题
。

由于该书把对科学理论逻辑结构的静态分析与对科学认识发展过程的动态 考 察

结合起来
,

把探讨形式化的规范逻辑方法与发掘非形式的启发性原则结合起来
,

因而它能够在被某些科学方

法论学派视为逻辑裂痕和不连续的地方找到深刻的逻辑联系和内在的统一性
,

能够对科学活动的合理性或有

效性问题作出较为全面深刻的说明
。

就拿科学发现问题来说吧
,

长期以来
,

理论发现过程和理论检验过程被

分割开来
,

理论发现过程被排斥在科学方法论的视野之外
。

该书通过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深入研究
,

不仅指出

了科学发现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

论证 了科学发现的合理性
,

而且还揭示了理论发现与理论检验
、

理论发展之
,

间的内在联系
。

科学方法论必须适时地
、

创造性地总结科学史研究的新成果
,

为科学活动提供新的启发和指导才能青春

常在
,

充满活力
。

《科研艺术》在发展科学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

它不仅注意吸收现代 自然科

学提供的新材料来充实
、

完善
、

修正传统的方法论范畴
,

揭示各种方法之间的新联系
,

诸如该书对概括与猜

想
、

溯因与预见
、

分析与综合等方法的论述 ; 更为重要的是该书致力于从现代科学活动中发掘新方法
,

提炼

新模式
,

比如该书第四章通过深入考察非欧几何
、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科学理论的创立过程
,

发掘出其建构

新理论系统的转换方法
。

该书对转换方法进行了理论论证
,

将它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科学发现方法
。

除了上述两个显著特点之外
,

该书还 以深入浅出的论述
,

精当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和生动形象 的 比 喻 见

长
。

尽管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如它对科学革命时期的理论选择问题的论述不够深入
,

但该书毕竟建构

了一个既吸收先哲和时贤的方法论研究成果
,

又吸取现代科学思想精华的开放性方法论体系
,

这不仅对青年

学生系统学 习科学方法论知识
,

对科学工作者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颇有助益
,

也进一步为科学方法论的

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2 15 一21 6页
,

( 本文责任编样 涂赞唬 江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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