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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今天，科学以其不可阻挡的伟大力量渗透到各种领域中，无论是事实领域，还是价值领域，概奠能
外；甚至像美学这种历来与科学无缘的学科也有了典型的科学解说。
这是针对学术而言的。
事实上，今天科学的影响远不像传统时代那样远离尘世，它不是所谓的象牙塔，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
部分。
有经济兴趣的人，发现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或确切点说，即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
科学发展的历史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某种证据。
例如，牛顿的力学中已有了计算第n宇宙速度和轨道的方法，这距离原苏联卫星上天差不多有300年。
爱因斯坦所建议的曼哈顿工程，实现了物质质量与能量的转化——E=mc2，从其观念的提出到原子弹
爆炸总共不过40年。
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提出了DNA双螺旋模型，因而出现了分子生物学；20世纪60年代初，科学家便
发现了一切生物体都有完整的遗传密码；70年代初，科学家又发现了能识别DNA的碱基顺序，并能
在DNA的一定位置上有意选择含有特定基因片段（进行切割）的限制性内切酶，1976年便相应出现了
遗传工程公司，这使科学技术在农业和医疗保健方面有了广泛的应用。
这种时间的缩短意味着：科学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科学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今天的科学，无论在理念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中都占有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以至人们确认破坏世界
的力量是科学，而构建人类未来的希望归根结底也是科学。
因此，本丛书鼓励国内外学者对科学做多层次、多方面的探讨，旨在让人们能较深入地了解科学、把
握科学，更好地为和平、进步和世界繁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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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物理学上的实例对黑体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还原进行了研究，阐述了革命和还原同存的具体事
实。
基于托马斯·尼克斯的初步思想，本书提出了运用问题还原弥合革命和还原裂痕的设想，进而建构起
了一种问题还原的模型，论证了它的独立性及其同理论还原的比较优势。
本书在普特南等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论证了革命与还原共存的可能性，建构了一种能有效消融二者
对立的新关系：互补、互助、互融，由此建立了革命与还原的非二分关系。
    本书对量子力学哲学研究、消除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在裂痕、深化问题学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可供物理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人员、高校师生及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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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黑体理论与还原论概述本章研究要点涉及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一是科学史上的量子革
命，二是科学哲学中的还原论。
在没有将二者结合讨论之前，本书将分别介绍一下这两个问题的一些背景情况，以便为后文的相关主
张做一些铺垫。
其中，关于量子革命本书将选择大家公认直接导致量子论得以提出的黑体理论作为讨论的核心点，不
管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包括库恩）对这一选择都不会有什么异议。
为了整篇文章的连贯性，后文论证量子革命还原进路的案例也主要来源于黑体理论研究。
一、黑体理论研究回顾量子革命的历史起始于19世纪末黑体问题的研究，这场革命一直延续了30多年
，最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得以完成。
其中，科学界通常认为1900年10月普朗克提出的“作用量子”（action quantum）hv是量子革命的标志
，该概念的载体正是黑体理论，准确地说是普朗克黑体辐射理论。
以1900年10月普朗克提出的辐射公式为分界点，该分界点之前人们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去解决黑体
问题，而在此之后直到1912年，是学界包括普朗克本人解释普朗克辐射理论（解释的结果是引入了与
先前以太连续性观念完全不同的非连续性观念）并最终接受该理论的过程。
1912年之后，研究的焦点已经转移至低温比热问题和原子结构问题，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埃尔温·
薛定谔和韦纳‘海森伯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量子力学的整个形式体系，由此为量子革命画匕了一个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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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量子革命与问题还原》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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