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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科学的种种表象面前，世人往往会

抱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对科学的简化和宣传

容易让我们错失其丰富细节。如果细致地考察

科学运作的具体过程，我们就能发现世人对科

学相关问题存在诸多误解。这些误解在保罗·肯

迪的《被误解的科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通过澄清相关的误解，保罗为我们呈现了一幅

复杂而真实的科学图景。

科学为现代世界的诞生和发展立下了汗马

功劳，每当我们踏上飞机、打开电脑或者服用

医生为我们开的指定药物时，我们都在依赖某

种科学理论。身边的一切都在提醒我们，科学

理论在广泛的应用场景中非常成功。

即便科学如此成功，但仍有人不满意。诸

多思想家（比如现象学家胡塞尔）纷纷指出，

科学为现代社会带来了各种危机——科学世界

观对生活世界造成的危机、环境污染、各种科

幻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和超级人工智能等等。

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危及生活世界，而且其

基础也是不稳固的，科学无法为自身的合理性

提供“合理的”证明。

在保罗看来，科学的确无法为自身提供合

理性证明。原因在于，科学对世间现象的解释

更多是一种最佳解释的推理，他给出的例子便

是匈牙利的医生、现代流行病学之父塞麦尔维

斯对他所在医院两个诊所孕妇不同死亡率的研

究。分析并查验了众多可能的原因后，塞麦尔

维斯认为，造成诊所之间孕妇死亡率差异的是

医生术前是否洗手，他用古老的溯因推理解决

了这个困扰了彼时大众的疑难问题。

保罗认为，最佳解释的推理是科学方法的

重要方面。世人常说科学方法是归纳，但归纳

仍然可以被解释为最佳解释的推理的一个特例，

其分别仅仅在于，典型的归纳（太阳晒，石头热）

需要相关现象的突出性和恒常性；而最佳解释

的推理所处理的现象成因比典型的归纳要复杂

得多，塞麦尔维斯的例子便能说明问题。

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主动地了解、获

取科学知识和理论，最多是通过了解科学结论的

方式知道些科学的发展。但这些结论往往并不系

统，真正成系统的是普通人的日常信念，即以个

人及其周遭生活环境为背景组织起来的一个相对

封闭的信念系统。求知是件代价高昂的事情，很

多人往往只生活在自己舒适的信念中。从这个角

度讲，科学的出现的确是人类的“奇迹”。

然而，科学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玄而又

玄的奇迹，我们不过是在对象化思维的思想传

统中不断推进而已，科学的猜想都有其根据，

这个传统和相关的证据约束着我们只能朝某个

方向提出理论和猜想。其他方面不考虑吗？科

学家也是常人，教徒和普通人能考虑到的事情，

他们多半也不会漏掉。

科学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奠定了我们这

个现代世界的基础。但它并不是万能的，其最

无能为力的表现便是无法以普通人可感知、可

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

手机、电脑、电视机都是以封装了世界运转机

制的方式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多数人其

实并不懂得其内在的机制。

科学能够以这种用户友好的方式为我们服

务，我们也应该对真正的科学活动给予充分的

尊重。尤其在我们这个商业宣传充斥的世界，

科学的形象已经变得扭曲了，我们可能只是抓

住了科学的结论便开始头头是道，似乎，这也

是科学无法摆脱的宿命。科学的误解种种，保

罗力图打破这些误解，他的努力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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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田敦彦作为当今“有趣的经

营者”提出做自己想做的事。做你

喜欢的事并且收获可观的报酬，

才是新一代的工作方式革命。中田

敦彦在日本节目“All Night Nippon 

Premium”中创造了热门话题，您

可以了解其服装品牌营销策略。此

书旨在让你不局限于一种行业、一

家公司或是一个地方。不局限于雇

用思维，将自己看作是独立的个体，

随机应变地实现“将兴趣转变为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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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如何为自身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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