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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胡塞尔的科学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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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塞尔坚持一种/普遍科学0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o在科学与理性遭到怀疑与诋毁时 o胡塞尔却保持着

对科学与理性的热情奔放的信仰 o他指出 o正是对/普遍科学0这一理性信仰的怀疑导致了欧洲文化的危机 ∀胡塞

尔认为 o近代以来的科学与哲学运动是追求普遍科学和客观知识的历史 o而对自然的数学化起了主要作用 ∀胡塞

尔最早明确看到对科学基础进行分析 !对科学方法进行评价的独立学科即将产生 o他称之为/科学论0 ∀他认为 o科

学真理不但在于明证性的原始事实 o而且还须得到系统论证 o而逻辑学则应当承担起/科学论0的任务 ∀因此 o与马

赫 !罗素等哲学家一样 o胡塞尔也应当被视为科学哲学运动的先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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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us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运动即现象学运动的开创

者 o胡塞尔的影响极为深远而广泛 o德国哲学家克劳斯#黑尔

德说 }/作为本质的和先验的现象学还原方法 o现象学发展成

为 us世纪哲学中少数几个全面系统的设想之一 , ,是德国

古典先验哲学与 us世纪所特有的新开端之间的最根本的联

结环节 ∀这些新开端是指生存哲学 o存在的思维 o解释学 o科

学理论和语言分析 o它们都同现象学密切相关 ∀0≈t 现象学运

动对其他哲学运动的影响已经得到详尽的分析和探讨 o但胡

塞尔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但胡

塞尔无疑是 us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o并受过严格的科

学训练k他以一篇数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l o而他对科学基础

的反思与批判实际上是他一生思想的重要方面 o从而探讨他

的科学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科学 !哲学与理性

t|tt年 o胡塞尔在沉默了 ts年之后 o发表了题为 / 哲学

作为严格的科学0的著名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 o胡塞尔旗帜

鲜明地提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目标 ∀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

学0是胡塞尔一生孜孜以求的伟大理想 o当科学和理性受到

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普遍诋毁时 o胡塞尔仍然保持着对

科学和理性的热情奔放的信仰 ∀他的理性主义的科学观与

哲学观不但始终指引着他自己的道路 o也给未来的哲学家以

永久的激励 ∀

与当时很多哲学家不同 o胡塞尔坚定地认为 o哲学是一

门科学 ∀他说 }/ 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 !关于起

源 !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 ∀0≈u 在他看来 o自最初的开端起 o哲

学便要求成为严格的科学 o而且这一理想始终在或隐或显地

激励着哲学的探索 ∀但是 o这些努力的结果并没有导致科学

的哲学 o哲学还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的水平 ∀胡塞尔说 }/我并

不是说 o哲学是一门未完善的科学 o而是就干脆说 o哲学还不

是一门科学 o它作为科学尚未开始 ∀0≈v 

在胡塞尔看来 o哲学没有成为科学的原因 o是哲学还缺

乏那些在概念上得到明确界定 !在意义方面得到完全澄清的

问题 !方法和理论 ∀胡塞尔指出 o数学和自然科学之所以是

科学的 o是因为 o/在这里 ) ) ) 从总体上说 ) ) ) 没有为私人的

−意见. !−观点. !−立场.留下栖身的场所 ∀0≈w 但是 o在哲学领

域 o一切都是有争议的 o任何一个表述都充满了个人的信念 !

学派的见解和特别的立场 ∀因此 o胡塞尔呼吁对哲学的基础

与方法进行积极地批判 o以保持对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之可

能性的信心 ∀

/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0这一理想的目标指引着胡塞尔

一生的工作 ∀但这一哲学观不但使他与同时代的一些哲学

家走上不同的道路 o也使他自己的学生与他分道扬镳 ∀≈x 只

是 o胡塞尔终生为之奋斗的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 o他曾说 o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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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真实的科学的范围内 o人们可以教授和学习 o并且始终

是在/相同的意义上0 ~而哲学却 / 不能以客观有效的方式进

行教授0≈y  o这是哲学还不是科学的重要表现 ∀然而在胡塞

尔身后 o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胡塞尔学派 o他们都指责对方没

有/理解0胡塞尔 ∀对一个从青年时期就致力于建立作为严

格科学的哲学的哲学家来说 o这真是/一种奇特的命运0≈z  ∀

如果哲学应当是科学的话 o那么在胡塞尔看来 o科学也

应当是哲学 ∀胡塞尔的科学观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

科学理想 o即/包罗万象的科学0的理想 o普遍科学的理想 o亦

即/作为关于全部存有者的科学0≈{ 的理想 ∀在这样的科学

中 o/在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中 o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式 o即

用一种进行逐一证明的清楚明白的方法 o在一个无限的但具

有合理秩序的研究过程中 o包容一切有意义的问题 ∀0≈| 

胡塞尔指出 o尽管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想成为/科学0 o

但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普遍科学的观念 ∀这种普遍科学的观

念始自近代 o只有按照新形成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模式 o普

遍科学才可能建立 ∀胡塞尔说 o/ 这种新的理念的普遍科学

除了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0≈ts 因此 o它

实际上是一个无限遥远的过程 o用胡塞尔常说的话就是 / 无

限遥远的点0 ∀但我们凭直观确信 o世界本身是一个理性系

统的整体 o这个整体的每一个别细节都可以加以理性地规

定 ∀胡塞尔回顾了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后指出 o正是这种对

普遍科学的热诚的信念推动着一切科学 o包括自然科学事业

的发展 ∀

由此看来 o胡塞尔心目中的科学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科

学 o其中 o自然与人生 o真理与价值 o事实与意义 o都应该得到

理性的探讨 ∀而复数意义上的科学 o即各门具体科学 o都是

这种统一的普遍科学下的不同分支 ∀≈tt 因此 o胡塞尔对当时

流行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极为不满 o认为 / 实证主义的科学概

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0≈tu  ∀因为实证主义科学观只关

注纯粹的事实 o而把超出事实之外的一切问题都排除在外 ∀

但在胡塞尔看来 o实证主义所排除的问题与它自身所探讨的

问题实际上有着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o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就在

于它们都包含着理性 ∀

理性是一切科学的主题 o有关认识论 !价值 !伦理等问题

都要在理性的标尺下得以探讨 o但这些问题都超出纯粹事实

的世界 ∀胡塞尔认为 o探讨这些问题的科学 o即形而上学 o也

就是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 o比探讨事实问题的科

学/高贵0 o/事实问题在问题的等级中处于它们之下0 o因此

形而上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0≈tv  ∀而且 o正是形而上

学决定了一切其他科学所提供知识的最终意义 ∀在胡塞尔

看来 o哲学和科学本来应该是揭示普遍的 !人生而固有的理

性的历史运动 ∀因为只有人性成为理性的人性时 o人才是理

性的动物 ∀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与哲学史就是追求理性 !追

求普遍科学理想的历史 ∀而对这一理想的放弃 o正是导致欧

洲科学和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tw  ∀

二  数学与普遍科学和客观知识的可能性

在胡塞尔所说的/普遍科学0概念的形成过程中 o数学起

了支配性的作用 ∀在近代科学的开端 o科学与哲学的观念发

生了巨大的变革 o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数学被委以普遍性的

任务 ∀古希腊的科学与数学遗产是这场变革的源泉 o但是欧

几里德几何学和一般古代数学只知道有限的任务 o只是有
·
限
·

的
·

!封
·
闭
·
的
·
原理 ∀对它们来说 o用系统 !理性的科学去把握无

·
限
·

!普
·
遍
·
的
·
对象是难以想象的任务 ∀直到近代开端 o我们才

真正发现和占有无限数学的领地 ∀在此基础上 o一种理性

的 !包罗万象的科学观很快就建立了 ∀这种科学观相信一般

存有者的整体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统一体 o并且这个理性的

统一体能够被一种普遍科学所彻底把握 ∀这样一种理性主

义不久就延伸到自然科学 o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数理自然科

学的观念 ∀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处于不断的流变状态之中 o虽然我们

并不否认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同
·
一
·
个
·
世
·
界
·

o但每个人所看到

的世界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 o这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事

物是被直观地给予的 o还缺乏 / 客观性0 o而数学使得在不同

的主体间一义地传达一个客观的世界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 o

数学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客观的0世界 o使我们超越了自身的

主观相对性 ∀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另外 o我们被直观地给予

了周围世界的普遍的实在的因果样式 o这使得假设 !归纳和

对将来的未知事件的预言成为可能 ∀但在前科学的生活中 o

我们对此只有模糊的 !笼统的认识 }我们只知道在任何地方 !

任何时间的任何事件都是因果地被决定的 o但关于具体的某

一现实事件的因果关系 o我们却无法在严格的科学的方式上

进行把握 ∀既然这样 o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又如何可能呢 �科

学只能从有限的事实和材料出发 o其目的却是实现对整个无

限世界的普遍性把握 o这是可思议的吗 �

胡塞尔指出 o在这些方面 o正是数学为我们 / 开辟道

路0≈tx  ∀首先 o数学将时空的形式观念化 o从而为我们创造

了观念的对象 ∀它把我们直观到的 !没有得到规定的物体形

式在空间和时间上予以规定 o从而由主观的经验上升为一个

真正客观的世界 ∀也就是说 o数学创造出一个可以在方法论

上能够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地进行一义规定的观念对象

的无限总体 ∀这样 o原先只是主观的 !相对的 !模糊的经验对

象 o如今可以通过数学这一超验的方法 o而得到客观的 !普遍

的规定 ∀其次 o数学通过指导测量 !实验 o又从观念的世界应

用于直观的无限的世界 ∀一切物体都必然具有形状 !位置 !

运动等方面的特征 o地面上的几何学也可运用于遥远的天

体 ∀借助于数学 o我们还可以对形体世界中的所有物体在时

空中的伸展做出精准的/计算0和预言 ∀于是 o观念世界的几

何学变成了现实世界的/应用0几何学 o并成为我们认识世界

的普遍方法 ∀

在这个过程中 o测量成为普遍几何学和客观化世界的先

锋 ∀为了测量 o人们必需创造出一些概念 o首先是形式的概

念 o其次是量值和数量的关系概念 o以及与地点和方向相关

的方位概念 ∀这些概念使得人们可以克服经验世界中的河

流 !山脉 !土地等形体上严格性的缺乏 ∀另外 o在测量中 o人

们逐渐挑选出某些固定不变的物体形状作为测量的标准 o并

发现其他形状和这个标准形状之间的量值关系 o从而可以对

ux



前者进行一义地规定 ∀胡塞尔说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 o经验

的测量艺术和它在经验 p实践方面的客观化的功能 o是如何

作为一种自觉寻求规定−真.的东西的 o即规定世界的客观的

存有的知识 o也即−哲学 . 的知识的努力的后果 ∀0≈ty 测量不

但导致了一个客观化的物体世界 o也造就了一个对应的纯粹

观念化的无限几何世界 ∀

数学从一开始就有助于一义地规定可感性觉察的周围

世界 ∀因此 o只要任何地方建立了数学的方法论 o我们就可

以克服我们经验直观的世界在本质上具有的主观解释的相

对性 ∀并且 o通过数学的方式 o我们获得一种 /前
·
后
·
一
·
致
·

!非
·

相
·
对
·
的
·
真
·
理
·

0≈tz  o也就是客观的真理 o能理解和应用这种方

法的人都会同义地确证和相信这些真理 ∀随着纯数学在自

然的时空领域中的获得客观知识的成功 o人们逐渐形成如下

信念 }自然在其他的方面也许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得到规定 ∀

可问题是 o尽管数学方法在直接的形状领域获得成功 o但它

能够规定我们直觉世界中的一切实在的性质和因果关系吗 �

因为 o在具体经验中 o有许多特殊的感性性质 o如冷热 !明暗

等并不能像形状那样被直接处理 o而这些性质事实上也是这

个/客观0世界的表现 ∀只有这些特殊的感性性质能被数学

化的时候 o它们才可能成为客观的知识 ∀

胡塞尔指出 o这些感性性质并不能被直接数学化 ∀因

为 o尽管所有的物体都具有特殊的感性性质 o但这些性质是

不能与时空形状相类比的 o不能直接归属于时空的形式世

界 ∀但是对它们进行间接的数学化是可以设想的 ∀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所经验到的事物的特殊感性性质 o如颜色 !声调 !

轻重 !冷热 !气味等 o按照物理学 o它们就标志着各种时空中

的运动形式 o也就是说 o是数学世界中的事件 ∀于是 o一切呈

现出某些特殊的感性性质的实在都在形式的观念世界/有自

己的数学指数0≈t{  o这样就有可能对现实中一切的事物进行

客观地规定 ∀整个无限的自然被当作一个具体的因果世界 o

并成为数学的应用对象 ∀

这种数学化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获得普遍意义 ∀尽管人

们总是用来处理具体的 !个别的事实 o但这些具体的 !个别的

事实实际上代表了无限的同类事实 o它们都适用于同一种数

学模型 ∀对世界的间接数学化产生数量公式 o这些公式一旦

产生出来就可以对事实进行客观化 ∀它们表示某一种普遍

的因果关系 o即 / 自然规律0 ∀也就是说 o它们用函数的依存

关系表示实在的依存关系 ∀从此 o由伽利略开创的崭新的

/数理自然科学0建立了 o其基本的思想是将自然看作是 / 数

学的宇宙0≈t|  ∀由此 o这种对整个自然数学化的方案不仅开

创了普遍科学的道路 o也为我们带来了真正客观的知识 o并

同时成为近代科学与哲学发展的最基本的特征 ∀

三  科学理论的假设本质及其发展

数学使得普遍的 !客观的知识得以可能 o并使我们能够

作出超出直观和经验领域的预言 ∀胡塞尔认为 o这种预言之

所以可能 o是因为我们已经先验地建立了各种数学观念的相

互依存关系≈us  ∀我们可以把由函数表示的这些观念的相互

依存关系近似地看作是现实世界的依存关系 o根据它们 o亦

即根据数学的推理与计算 o人们就可以制定出能预料实践的

经验规则 ∀也就是说 o根据数学公式 o人们就可以对现实的

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确定性的预言 ∀

因此 o对自然的数学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学公式对我们

的生活来说 o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所以科学家们都把自己的

研究集中在发现/公式0上 ∀在胡塞尔看来 o科学的发展从根

本上说就是对自然数学化程度的提高 }/物理学在对直观的 !

我们周围世界的自然进行数学化的过程中走得越远 o数学自

然科学的定理被使用得越多 , ,对量化了的在的新的事实

的演绎推理的可能范围就越大 o并因而可供证实的范围就越

广 ∀0≈ut 实际上 o按照胡塞尔的观点 o物理学的所有发现 o可

以说都是在跟
·
自
·
然
·
相
·
协
·
调
·
的
·
公
·
式
·
世
·
界
·
中的发现 ∀

人们在实践中进行测量和实验所获得的量值不可能是

完全精确的 o尽管测量自身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自己的技

艺和方法 o但始终不能达到绝对的极标 o也就是确切地获得

属于自己的永恒的数学构造 ∀因此 o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然

科学公式仅仅只有近似的意义 o所以胡塞尔认为 o自然科学

的本质是一种假设 o一种 / 奇特的假设0 o其之所以奇特 o是

/因为它尽管被证实 o但仍然是并将永远是假设 ~对它的证实

是一个无限的证实的过程0 ∀胡塞尔说 }/无穷无尽的假设和

无穷无尽的证实就是自然科学的特有本质 ∀0≈uu 

科学的发展 o也就是比较正确的理论代替比较不正确的

理论 o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代替旧的自然科学理论 o这样一个

无限进步的过程 o实际上意味着假设和证实方面的不断进

步 ∀按照胡塞尔的观点 o整个自然科学的不断完善还意味着

它越来越接近自身 o越来越接近它的/最终的0真正的数学存

有 o即与自然恰好对应的数学形式 o意味着它更精确地表示

/真正的0自然 o即自然本身 ∀但是 o所谓 / 真正的0自然是无

限遥远的极标 o是无限的理论性的东西 o它仅仅在不断证实

的过程中才可以设想 ∀所以 o科学表现为一个不断趋进的 !

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 ∀

四  胡塞尔与科学哲学运动的兴起

学术界已经很熟悉马赫 !罗素等思想家在 us世纪初科

学哲学运动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中的作用 o还有学者指

出了其他哲学家如彭加勒 !迪昂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对

这一运动的影响≈uv  ∀但作为 us世纪初最重要的哲学家 o胡

塞尔的影响一直没有引起科学哲学界的注意 o下面笔者试就

这一点进行初步探讨 ∀实际上自近代以来 o随着科学知识获

得越来越大的成功 o哲学家早已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反思科

学知识何以成立的基础 o这可以说构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发

展史的最主要线索 ∀因此 o从这个意义上说 o科学哲学有着

悠久而深厚的传统 ∀到 t|世纪末 us世纪初 o哲学界 !科学

界 !科学史界普遍开始对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科学理论的结

构与功能等方面进行系统地探讨 o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兴起建

立了基础 ∀然而 o尽管很多学者进行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实

践 o但只有胡塞尔早在 t|ss年出版的5逻辑研究6中就清醒

地意识到 o一门新的 !独立的学科即将诞生 o他把这门学科称

为/科学论0 ∀

vx



胡塞尔敏锐地看到 o科学的创造与评价是两个可以相互

独立的过程 ∀数学家 !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等等即使在进行

最重要的科学活动时 o并不需要审查其科学活动的最终根据

以及那些作为他的方法的基础的原则 ∀这必然导致科学在

理论上的不完善状态 o即这些科学真理的不完整性 o亦即缺

乏明晰性和合理性 ∀胡塞尔指出 }/ 虽然科学带着这些缺陷

仍得到了发展并且帮助我们控制了以前从未想控制过的自

然 o但它们在理论上却总是无法满足我们 ∀它们不是那样一

种清晰透彻的理论 o在这种清晰透彻的理论中 o所有概念和

定律都应当是完全可理解的 o所有前提都应受到分析 o因而 o

整个理论都应排除任何理论性的怀疑 ∀0≈uw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o胡塞尔认为应当对科学进行形而上

学的考察 o对那些未经审查 !甚至没有被注意到 !然而却十分

重要的前提进行验证和确定 o这些前提通常构成科学的基

础 ∀简言之 o其目的是在于研究那些使科学成为科学的东

西 ∀由此 o胡塞尔看到一门新的领域即将诞生 }/这里已经展

示了一个崭新的 !但很快会表明是复杂的学术领域 ∀这门学

科的特点在于 o它是一门关于科学的科学 o因此它可以最确

切地被称之为科学 ∀0≈ux 接下来 o胡塞尔探讨了 /一门作为科

学论的逻辑学的可能性以及对它的论证0 ∀

科学的目的在于知识 ∀科学在一些外在的活动中得以

体现 o这些活动产生于许多个体的知识行为之中 o又能够以

一种容易理解 !但又难以精确描述的方式向无数个体的知识

行为过渡 ∀胡塞尔认为 o在知识过渡的过程中 o科学还需附

加地提出产生知识行为的某些更进一步的前提条件 o即知识

的可能性问题 ∀

在科学知识中 o我们拥有真理 o这些真理是对客体的正

确判断 o但并非每个正确的判断 !每个与真理相一致的对一

个事态的肯定或否定就是一个关于这个事态的有或无的知

识 ∀在胡塞尔看来 o科学知识的基础在于它的明证性 ∀这里

的明证性是指/这样一种明白的确定性 }我们承认的东西是

存在的 o我们否认的东西则不存在 ~我们必须用已知的方式

将这种确定性与那些盲目的信仰 !那些虽然决断但却模糊的

意见区分开来0≈uy  ∀明证性使我们把知识与无根据的意见

区分开来 o成为我们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志0 o对于我们来说 o

它就是对真理本身的 / 直接拥有0 ∀胡塞尔指出 o/ 任何真正

的认识 o尤其是任何科学的认识最终都建立在明证性的基础

上 o明证性伸展得有多远 o知识的概念伸展得也有多远0≈uz  ∀

作为科学知识基础的明证性事实上在一组相对来说极其有

限的/原始事实0中直接表现出来 o这些原始事实表明了事实

存在的明证性或事态不存在的荒谬性 ∀

胡塞尔认为 o尽管这些 /原始事实0 构成了科学知识之

明证性的基础 o但科学的概念和科学的任务中包含的还不仅

仅是这些明证性的原始事实 ∀我们也许拥有了许多明证性

的事实 o但还远远没有拥有科学 ∀科学要求更多的东西 o即

要求在理论意义上的系统联系 o其中包括对知识的论证以及

在论证的顺序上的合理的衔接和调整 ∀科学的本质中包含

着论证联系的统一 o真理的王国并不是未经整理的一派混

沌 o在这里统治着的是统一性和规律性 ∀胡塞尔指出 o/作为

一切真理之最终基础的明证性不是一种无须经过任何方法

和工艺上的筹划就会随着对事态的单纯表象一同出现的自

然附加物 ∀ , ,我们需要论证 o以便能够在认识中 !在知识

中超出直接的明证性 o从而超出平凡之物 o这种情况不仅使

得科学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必要 o而且随之还使一门科学学 !

一门逻辑学得以可能并且必要 ∀0≈u{ 

胡塞尔还对即将出现的科学论这一崭新学术领域的任

务与方向进行了展望 o他指出 o这门科学学或科学论的任务

将在于 }探讨作为这种或那种系统统一的科学 o或者说 o它要

探讨 }哪些东西在形式上将科学规定为科学 o哪些东西决定

了科学内在地划分为各个区域 !各个相对封闭的理论 o哪些

东西是科学的根本不同的种类和形式等等 ∀另外 o科学论不

仅要区分有效和无效的论证 o而且还应当区分有效和无效的

理论与科学 ∀≈u| 

在胡塞尔看来 o逻辑学将在这门科学论中担当首要的职

责 ∀他说 }/逻辑学研究的是 o真实有效的科学包含着什么 o

换言之 o构成科学观念的是什么 o通过这种研究 o我们便可以

确定 o经验的科学是否符合它们的观念 o或者 o它们在何种程

度上接近这些观念 o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违背这些观念 ∀0≈vs 

只要科学论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研究科学知识和方法之前

提的各种条件 o我们如何为科学划界并建立科学 o如何发明

或使用各种在这些科学中有用的方法 o以及我们应当在这些

方面避免错误 o那么 o鉴于逻辑学≈即规范的科学论 所具有

的无疑价值 o它 / 有义务提出划分科学和建立科学的规

则0≈vt  ∀

从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看 o胡塞尔的这些思想为逻辑经

验主义明确地指明了方向 ∀他对科学知识基础的明证性的

原始事实的强调 o以及对逻辑学作为科学论之地位的阐明 o

实际上提出了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由以建立的最主要的两

个命题 ∀因此 o我们应该把胡塞尔视为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位

先驱 ∀

胡塞尔的影响极为广泛 o如他的学生还包括 � #卡尔纳

普和柯瓦雷 o前者是 us世纪一位重要的科学哲学家 o而后者

无疑是 us世纪最重要的科学思想史家 ≠ ∀胡塞尔与逻辑经

验主义学派的关系目前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 o例如 o胡塞

尔对这一学派的影响表现在哪些层次上 �是仅仅在哲学观

的层次上 o还是在哲学方法上 �作为胡塞尔的学生 � #卡尔

纳普受到胡塞尔的哪些影响 �除他之外 o胡塞尔是否对维也

纳学派的其他成员产生了具体的影响 o如是否影响了石里

克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

不过 o从本文第三节的讨论可以看出 o胡塞尔晚期的科

学观却反过来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 o尽管他对这

种科学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o

wx

≠ � #卡尔纳普是胡塞尔在弗莱堡时期kt|ty p t|u{l的学生 o而柯瓦雷是胡塞尔在哥廷根时期kt|st p t|tyl时期的学生 ∀



但他把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当作是科学的真实概念 ∀

我们可例举三点证明胡塞尔所受到的影响 }t !他把科学理论

视为不断证实的过程 o这在本文第三节中已有引证 ∀u !胡塞

尔把现代科学视为/实证科学0 o/关于事实的科学0≈vu  ∀v !胡

塞尔把现代科学理解为 / 归纳科学0 o认为 / 作为归纳科学的

自然科学只能用归纳方式达到这种本身为数学的互相联

系0 ∀这些观念都是他早期思想中所没有或不明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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