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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

内容概要

本书为德国著名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它涵盖了从石器时代洞穴绘画的最早痕
迹到20世纪核物理出现的所有时期。为了写作本书，作者耗费了多年的精力，并差点儿丧失理智。费
耶阿本德曾在给好友的信中写到：“该死的自然哲学”，但也由此成就了他在哲学界的地位。费耶阿
本德在书中研究了神话对于自然哲学早期和对于从荷马的“集合宇宙”到巴门尼德的整体思维的过渡
的意义，其思考的焦点在于古希腊时期理性主义——在他看来灾难性的——崛起和由此产生的人与自
然的分离，在此基础上，作者以论战和极其博学的方式探究了现代科学的来历，他坚信看到了看似永
恒的自然与历史的和解。书中收录了大量插图，其中包括远古时代的艺术品和费耶阿本德自己绘制的
草图，此外还有一些首次出版的关于这位思想家全貌的传记文献。通过本书，读者可以对费耶阿本德
思想中关于自然哲学的思考有个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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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然哲学史家——保罗·费耶阿本德（引言）
1.一个未完成项目的历史
2.费耶阿本德哲学发展背景下的自然哲学
3.自然哲学论证思路概略
参考文献（一）
保罗·费耶阿本德：自然哲学
写在前面的话
1.神话的前提及其创作者的知识储备
1.1.石器时代艺术与自然知识
1.2.巨石天文学（巨石阵）
1.3.批判对人类早期历史的原始主义解读
1.4.石器时代人类眼中的动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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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神话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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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古风时期艺术中元素并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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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哲学家们的新世界：优点和缺点
4.2.哲学诞生的历史情境
4.3.先驱：东方世界和赫西俄德笔下的宇宙起源学说
5.到巴门尼德为止的自然哲学
5.1—变化无常的世界观：赫西俄德和阿那克西曼德
5.2.宗教批判和认识论：克塞诺芬尼
5.3.西方自然哲学的开端：巴门尼德
6.西方自然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玻尔的发展
6.1.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纲领
6.2.对自然的数学式把握：笛卡尔
6.3.无根基的经验论：伽利略、培根、阿格里帕
6.4.概念的运动：黑格尔
6.5.机械论的问题：牛顿、莱布尼茨、马赫
6.6.新气象：爱因斯坦、玻尔、玻姆
总结与展望
保罗·费耶阿本德：遗稿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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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学术休假年申请书，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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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二）
编后记
译者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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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讨论的基本上是西方哲学的思想前史，原始人类的艺术和荷马史诗神话的自然哲学，最后对从泰
勒斯到巴门尼德、从亚里士多德到玻尔的自然哲学做了极其简单、无论证论据的判断。总体而言，充
满了牵强附会的判断，大部分讨论都是歪曲的。只有附录中收录的他写给斯马特的信较有价值，以比
较清晰的语言展示了他对康德先验视角的困惑、人类常识多元化、科学不包括常识概念的一些看法。
2、呃，几经周折，终于出了。请识者不吝赐教[抱拳][作揖]
3、乍看之下难以相信就是“那个”费耶阿本德的作品；但从本书的理路来判断，他对这里的“自然
哲学”的关注并非空穴来风。他并没有打算事无巨细地追溯自然哲学的整个历程，而是将绝大多数的
精力放在了唯一的一件事上：发现现代科学世界观之外的其它可能，并论证这种可能具备和现代科学
至少是同等的合理性。只不过，他比其他人走得更远，追溯到了从荷马到巴门尼德的转变：前者的“
联动装置宇宙”更多地服从叙事的要求，通过并置来表达事件；后者则要求每一元素都服从同一的原
则并将其体现出来，为此不惜诉诸不变的概念和远离直观的论证。在这两者间，作者显然有所倾向。
他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分析框架的不当使得他的材料和观点之间存在着论证上的断层；此外若
以一本“自然哲学”的标准来要求，本书缺乏一贯的线索，写到最后完全成了对新成果的随意评论。
4、插图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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