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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方法论》依据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稿编撰而成的，作者在客观世界中现象的因果联系之基
础上，最为注重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西方哲学界在科学思维方面主要的思想，可
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全面、最有力的，与作者的其他著述、活动一起，为在中国传播科学的价值作
出了贡献。

　　《科学概论》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
这是他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加入当时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对论战中所涉及的主要哲学问题进行了重新
思考与探讨之后，所作出的最有份量的贡献。
他对当时的经验论科学主义具有重要影响，之后的科学主义思潮由对传统本体论的拒斥转向了对哲学
本体论的重建，可以说《科学概论》是上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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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星拱，1908年考取安徽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研习化学，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回
国，应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之邀，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和化学系教授。
他既是化学家，也是科学哲学家，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著有《科学概论》与《科学方法论》两部著作
，在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他是科学派的主将。
王星拱为武汉大学创立者之一，在武大任职17年，并长期担任校长、副校长之职，为武大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方法论 科学概论>>

书籍目录

科学方法论
序言
引说
第一章 现象界之繁复
 联合和换合
第二章 或然之理论和他的测算
 或然之测算
第三章 归纳的论理
 因果律密耳(Mill)的五律令 历史的方法和物理的方法
第四章 现象的权量
 确切的权量之需境 权量之仪器 单位之选订 常数之规定
第五章 错误之免除和减少
 免除之方法 常定 更正 赔偿 反覆 平均
第六章 观察和试验
 观察 观察之错误 负号的辩论 试验 无关的情境之移除
特别情境之创造 外搀的情境之访求 负号的结果
第七章 逼近之理论
 逼近之算学的原理 微果之独立之逼近
第八章 假定之用法
 假定之条件 判决的试验 不完全的假定之容纳 假定之节用
第九章 知识之类别
 经验的知识 理解的知识 证实的知识 引伸的知识 分量的
研究所得的知识 分量的研究中理论试验之不符
第十章 综合和推较
 综合综合之价值 推较总言
第十一章 分类_
 分类之分类 演绎的分类 归纳的分类 总言
第十二章 例外之应付
 虚伪的例外 貌似的例外 独殊的例外 极端的例外 外搀的
例外 未解的例外 限制的例外 冲突的例外 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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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物理学中之尘，瞬，点，本是从感触张本，用逻辑构造起来的。
如此构造起来的尘，瞬，点，都有算学的性质，——是有紧密性的联续。
惟其有紧密性，所以是无限。
算学的时间，是瞬之无限的麇集，算学的空间，是点之无限的麇集。
若是有人设想两瞬两点之间必有空隙，那就是没有紧密性了，那就不是无限的麇集。
如此设想，就要入于错误的一途。
物质中之尘，也是与瞬，点相同，也是用逻辑构造起来的存体，并不是物理化学中实在讨论的原子分
子或电子。
　　用这些观念去解释动之问题，和以前所讲的大不相同。
试就飞矢而言，飞矢前行，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经过有限的空间，那就是说：在无限的瞬之麇集之内
，经过无限的点之麇集。
然而普通心理习惯总以为：试就飞矢中之一尘而言，在此瞬之时，它在此点，在次瞬之时，它在次点
，当此一尘正在一点之时，是不动的，于是飞矢之全体是不动的。
但是一经如此设想，便错误了。
在联续的时间空间之中，无次瞬次点之可言。
因为其中没有两相邻次两相接近的瞬或点，这就是紧密性。
我们虽可说，矢中之一尘，在一定的瞬之时，占据在一定的点，也可以说，此矢在一定的瞬之时，占
据在一定的空间；然而我们不能说，矢中之一尘，在一定的瞬之时，停止——不动——在一定的空间
。
因为此一定的瞬，没有有限的时间之经历；且此瞬无始无终：二瞬之间，并没有空隙可容我们设想。
所谓停止，所谓不动者，乃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中，——无论此时间如何的短，只要不是短到一瞬
的地位，——即是经过此时间中所有的瞬之时，此物中之一尘，占据同一的点，此物之全体，占据同
一的空间；并不是：在一定的瞬之时，此物中之一尘，占据同一的点，此物之全体，占据同一的空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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