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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

内容概要

《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是迪昂科学哲学的代表作。该书比较完整地展现了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
，是科学哲学的经典篇，是科学思想的里程碑。它的论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新鲜的和激动人心的
，当今科学哲学讨论的诸多问题和提出的许多新颖命题，都能在其中找到思想源泉和智力酵素。难怪
德布罗意这样认为：“迪昂论述物理学理论的著作值得大加赞誉，因为这是一部建立在作者的重大个
人经验和一个无比强大的心智的敏锐判断基础上的著作，它包含着往往是非常正确和深邃的观点，甚
至在我们不能没有限制地采纳它们的情况下，它们无论如何依然是有趣的，并为思想提供了足够的素
材。”难怪内格尔如此评论:“迪昂的书是关于现代科学的哲学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尽管自第一
版出版以来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还与目前的问题和当前思想的活跃源泉密切相关。”在内格尔如
是估价之后又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恕我孤陋寡闻，似乎在同一论题的著作中，还没有一本能在内容的
丰富和思想的新颖方面超越迪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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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皮埃尔·迪昂（Duhem.P.M.M） 译者：李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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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

书籍目录

作者第二版序引言第一编  物理学理论的目的第一章  物理学理论和形而上学说明  物理学理论被视为说
明  按照前述的见解，理论光学是从属于形而上学的  按照前述的见解，物理学理论的价值依赖于人们
采纳的形而上学体系  关于隐秘的原因的争吵  没有什么形而上学体系足以构造物理学理论第二章  物理
学理论和自然分类  物理学理论的真实本性和构成它的操作是什么?    什么是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理论
被认为是思维经济  理论被认为是分类  理论倾向于被转变为自然分类  理论预期实验第三章  描述的理
论和物理学史  自然分类和说明在物理学理论进化中的作用  物理学家对于物理学理论本性的看法第四
章  抽象理论和力学模型  两种类型的心智：广博的和深刻的  广博的心智的例子：拿破仑的心智  广博
的心智，易适应的心智和几何学的心智  心智的广博性和英国人的心智  英国物理学和力学模型  英国学
派和数学物理学  英国学派和理论的逻辑协调  英国人方法的传布  使用力学模型对于发现来说是富有成
效的吗?  使用力学模型会压制对于抽象的和逻辑有序的理论的探究吗?第二编  物理学理论的结构第一
章  量和质  理论物理学是数学物理学  量和测量  量和质  纯粹定量的物理学  同一质的各种强度可以用
数表达第二章  原始质  论原始质的过多增加  原始质是事实上不可还原的质，而不是用定律不可还原的
质  质除暂时是原始的之外，从来也不是原始的第三章  数学演绎和物理学理论  物理学的近似和数学的
精确  数学演绎在物理上有用和无用  永远不能被使用的数学演绎的例子  近似的数学第四章  物理学中
的实验  物理学中的实验不仅仅是现象的观察；此外，它是这个现象的理论诠释  物理学中的实验结果
是抽象的和符号的判断  唯有现象的理论诠释才使仪器的使用成为可能的  关于物理学中的实验的批判
；它在什么方面与普通证据的审查不同  物理学中的实验是较少确定的，但是比事实的非科学的确立
要精确和详细第五章  物理学定律  物理学定律是符号的关系  恰当地讲，物理学定律既不为真也不为假
，而是近似的  每一个物理学定律都是暂定的和相对的，因为它是近似的  每一个物理学定律都是暂定
的，因为它是符号的  物理学定律比常识定律更详细第六章  物理学理论和实验  理论的实验检验在物理
学中并不像在生理学中那样具有相同的逻辑简单性  物理学中的实验从来也不能够宣判一个孤立的假
设不适用，而只能宣判整个理论群不适用  “判决实验”在物理学中是不可能的  牛顿方法批判。第一
个例子：天体力学  牛顿方法批判(续)。第二个例子：电动力学  与物理学教学有关的结果  与物理学理
论的数学展开有关的结果  物理学理论的某些公设不能被实验反驳吗?  论其陈述没有实验意义的假设  
卓识是应该被抛弃的假设的审判员第七章  假设的选择  逻辑强加在假设的选择上的条件化归为什么  假
设不是突然创造的产物，而是渐进进化的结果。由万有引力引出的例子  物理学家并未选择他将使理
论立足于其上的假设；它们是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在他身上萌发的  论在物理学教学中假设的介绍  假设
不能从常识知识提供的公理中演绎出来  历史方法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附录一位信仰者的物理学  引言  
我们的物理学体系在它的起源上是实证论的  我们的物理学体系在它的结局上是实证论的  我们的体系
排除所声称的物理科学反对唯灵论的形而上学和天主教信仰_  我们的体系否认物理学理论具有任何形
而上学的或辩护的含义  形而上学家应该懂得物理学理论，以便在他的思辨中不非法地使用它  物理学
理论让自然分类作为它的限定形式  宇宙论和物理学理论之间存在类似  论物理学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
宇宙论之间的类似物理学理论的价值  关于最近的一本书  二  三  四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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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

章节摘录

版权页：勒尼奥的助手给他以流体压力计中的汞柱高度；勒尼奥矫正它；他怀疑他的助手粗劣地察看
并在他的读数中出错了吗？不，他充分相信所做的观察；如果他不相信，那么他就不会矫正实验，而
只会重新开始实验。因此，倘若勒尼奥用另一个数代替他的助手决定的高度，那么这正是基于打算减
小两种流体压力计之间不等同的理智操作的力量：一种是理想的、符号的流体压力计，它仅存在于他
的理性中，他把他的运算应用于它；另一种是由玻璃和水银构成的流体压力计，它面对他的凝视，他
的助手从它得到他的读数。勒尼奥能够用理想的流体压力计描述这种实在的流体压力计，前者是由处
处具有相同温度的不可压缩的流体形成的，在它的自由面的每一点都经受与高度无关的大气压；在这
种过分简化的图式和实在之间，会存在太大的差异，从而实验不会充分精确。于是，他构想新的理想
的流体压力计，它比第一个复杂，但可以更好地描述实在的和具体的流体压力计；他用可压缩的流体
形成这种新的流体压力计，容许温度从一点到另一点变化；他也允许当人们在大气中上升到较高处时
大气压变化。原始图式的所有这些改进构成如此之多的矫正：关于汞的可压缩性的矫正，关于汞柱不
等温的矫正，关于气压计高度的拉普拉斯矫正；所有这些矫正都有助于增加实验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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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

编辑推荐

《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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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

精彩短评

1、读了一些部分实在看不下去。本书原作出版于1906年，迪昂本身是热力学方面的物理学家，然而忠
于其对愚蠢的“能量学派”的信仰，终其一生拒绝热力学的统计解释。因此德布罗意对其的评价只是
友善地局限在“优秀的科学史家”的范畴内。本书更像是一本过时的物理学家方法论手册，对我全无
价值。李醒民作为国内科学哲学的研究大家，翻译著述不少，然而译文质量堪忧。
2、试图理解中，还行
3、迪昂其实已经可以看做为科学哲学的领军人物了。波普尔，奎因都是他的信徒；关于归纳法，关
于理论和实验的关系，关于逻辑在物理中的应用，关于整体论的结果。。。。。物理学是符号体系由
四步骤构造：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假设的选择，理论的数学展开，实验与理论比较
4、带点物理主义的味道吧
5、说的挺对，但是挺没意思的。而且好没时代感
6、物理学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看看有益无害
7、经典，没读完，不好意思（决定性实验决不能确立一个理论，那么可以拒斥吗，）
8、图书馆也有一本，是由张来举先生翻译的（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根据法国
马赛尔·里维埃尔出版公司1914年版译出，在开头加上了由斯坦利·L·雅基撰《中文版序》，感觉读
起来比较顺畅(⊙o⊙)
9、买此书 纯属为了满足一下突然爆发的好奇心
10、　　物理学的目的在于对事物的描述而不是说明，这种描述是客观的，建立在概念与逻辑之上，
这种说明是对事物内在的把握。在迪昂看来，对事物的描述是理性之职，是人可以完成的，而对事物
的说明则是感性之职，是人不可能完成的。如果人的感性能够渗于事物的内在，那么物理学的目的就
是对事物的说明。
11、这绝对是物理哲学的经典！很精彩
12、很好的一本引进书啊~~
13、翻译有点差
14、这本书，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喜欢的朋友可以研究研究，乐趣是慢慢读出来的
15、理论的倆目的：1经济表述；2自然分类；以前不会这样想，看过之后才明白做理论确实是为世界
做贡献的最佳方式。。。
16、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简直太棒了
17、超一流的有科学实践经验的科学哲学家，有深刻信仰所以力图将形而上学的不确定性排斥在物理
学之外的科学哲学家。笔墨诚恳，逻辑严密。译者李醒民，为学真诚，学养深厚，忠实准确地传达了
作者的原意。李醒民认为，这本书是同一论题中巅峰之作。
18、说的挺对，但是挺没意思的。而且好没时代感＋1
19、还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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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

精彩书评

1、物理学的目的在于对事物的描述而不是说明，这种描述是客观的，建立在概念与逻辑之上，这种
说明是对事物内在的把握。在迪昂看来，对事物的描述是理性之职，是人可以完成的，而对事物的说
明则是感性之职，是人不可能完成的。如果人的感性能够渗于事物的内在，那么物理学的目的就是对
事物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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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

章节试读

1、《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的笔记-第4页

        4.物理学理论不是实在的说明，而是自然定律的描述和分类。
（这一点可能也适合材料学，在论述部分，也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去分类，系统地将所观察到的现象整
理，详尽的描述。）
 5. 物理学理论是符号的体系，它是通过以下四个基本操作建构：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假设的选择、
理论的数学展开以及理论与实验的比较。
（这一建构类似学位论文：定义研究目标，研究范围，也就是假使存在的条件，理论的展开，理论与
实验的比较。论文的完美架构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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