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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译者序

是什么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什么是心理学研究背后的基本逻辑？作为本学科领域中最有难度的课程

之一，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统计推断常常给人带来深切的无力感。枯燥而呆板是学生们对它的普遍反映，

那么你手中捧着的会不会又是这样一本“代表作”呢？

我想说的是，这本书或许会打破你对心理统计和研究方法的刻板印象。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卓顿·
迪恩斯（Zoltán Dienes）教授将为读者剖析科学哲学与统计学中对心理学研究实践有着直接且重要影响
的关键问题。本书从大思想家就科学哲学相关概念的论辩开始，带领读者走上引人入胜的思想之旅——
从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到奈曼、皮尔逊，再到贝叶斯，直至费希尔和罗伊尔。作者请我们跟他一

起走到幕后，探讨渗透于心理学研究之中、但却至今未有机会被大众充分了解的基本思维方式。

本书既没有大量公式，也不讨论过多的操作细节。相反，这本书会带你回到原点，从心理学何以成为科

学这一问题出发，引导出对心理学及其统计推断的根本性思考。这本书将教会你如何从根本上考虑研究

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与手段，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它们的优势与局限。

有些同学也许会认为，只要掌握“正确的”统计方法就能做好心理学研究。殊不知，统计学本身亦是在不
断的发展之中，就像心理学的发展一样，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甚为激烈的争议。但也正是这些争

议，促使并激发着统计学家不断寻找更有效的方法，帮助人们揭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真相。而我们在使

用统计工具为自己的研究问题寻找答案时，也应该透彻地了解其来龙去脉。这将使我们更加明确现有数

据能揭示什么，又不能揭示什么；明白为什么有时人们使用某种数据分析手段得到某些结论，却不能用

另一种分析手段得到同样的结论。

本书的作者卓顿·迪恩斯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心理学教授。他1984年毕业于英国
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于牛津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并于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生导师是
已故的国际知名认知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家、过滤器模型的提出者——唐纳德·布罗德本特（Donald
Eric Broadbent）。此后，他便进入萨塞克斯大学任教至今，他一方面专注于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探讨意
识与无意识，另一方面则对研究方法、心理统计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他在哲学与统计上的钻研，

让他得以从心理统计所植根的根本——科学哲学的视角出发来为大家揭示其中的奥秘。

在最初浏览翻阅本书时，我便被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独特视角所吸引，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很快又发现书

中那些丰富的实例——它们活泼地展现了科学哲学和统计分析的思维方式如何渗入心理科学之中。大约
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本书翻译过来与大家分享了。从源头上理解数据也许是进入科

学心理学很好的切入点，它可以使学生尽早走出迷茫，于思考问题时不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这一

点上，我和迪恩斯教授有着共鸣。

本书除前言外共有5章，从大体结构上可以归为两部分。第1章、第2章为一部分，讨论心理学研究中的
科学哲学。从波普尔的分界问题到库恩的研究范式，再到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从什么是科学到科学如

何发展的大讨论，让我们看到科学发展的磕磕碰碰，使我们领会在科学研究中应如何提出假设，以及提

出怎样的假设才有助于推动学科知识的发展与进步。第3章到第5章为第二部分，讨论具体的统计推断派
别和方法。然而，尤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大部分间的紧密关联——无论是奈曼-皮尔逊的假设
检验、贝叶斯的后验分布，还是费希尔的似然估计，每种方法都蕴含着它所秉持的哲学假设。这是贯穿

本书的主题，也正是作者想在本书中向读者传递的思想。

如果有人问该如何阅读这样一本书，我个人的建议是先读前言，以便理解作者的思路和意图。接着阅读

第1章、第2章，这两章主要讨论与统计推断有关的科学哲学。也许因为它涉及了哲学，其行文不仅逻辑
性强，而且有些地方难免需要读者停下来思考。但是，充分理解统计方法的思想根基，将非常有利于读

者从根本上把握和理解自己的研究结果。所以，反复阅读几遍会很有收获。正如迪恩斯教授所说，在这

个过程中，你应该带着问题思考。不要小看自己的任何问题，你的很多疑问正是多年前那些大哲学家所

热烈争辩的焦点。你也不要小看自己的观点，无论脑海里冒出怎样的看法，历史上总有一位大哲学家站



在你这一边。接下来可以读第3章，这一章讨论的内容是奈曼-皮尔逊方法，讨论我们研究中最常见的一
个指标——p值。在阅读时，记得比照你之前对p值的理解，如果有必要也可以拿出过去学习时的统计课
本，看看它们与这本书中内容的异同。至于第4章、第5章，则提到了相对较新的研究方法，其中第4章
的贝叶斯统计近些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新的统计思想及具体方法，建议读者在

阅读本章时参阅几篇采用该方法的研究报告。

然而无论如何，我都建议本书的读者和所有的科学家一样，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一切方法和内容。带

着自己的问题阅读与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因为，正如书中反复强调

的，只有不断地批判和推翻现有的假设，科学和知识才能向前发展。

这本书除却前言后，虽然只有短短5个章节，翻译难度之高却超乎我们的预期。其逻辑之严密，涉及知
识之广泛，使得我们感叹还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第一步的翻译，第二步的

修改、校对、润色、再翻译，历时两年多终于完成。

整个翻译工作的情况如下：

第一步的翻译分工：

前言、第1章 李菲菲译；

第2章 李锋盈译；

第3章 万璐璐译；

第4章 唐菁华、李春凯译；

第5章 姜珊译；

专业术语 孙里宁译。

第二步的再翻译、修改、润色和审校：孙里宁、郭秀艳。

本书的内容难度很高，迪恩斯教授本人也曾表示这本书更适合研究生阅读。所以，在上述第二步的工作

中，我们的任务包括：（1）从头到尾检查、核对、润色和再翻译，为尽量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每章
至少修改了两遍以上。对部分章节的内容，还查阅了哲学和统计学的资料。另有不少问题则在去年夏天

迪恩斯教授本人来中国时专门做了面对面的讨论，并在之后又有多番邮件沟通交流。（2）进行统稿，
使不同章节的术语和文风前后一致。

因为有我的同事们的辛勤投入，才能使这本书得以成册。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我也

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彭呈军老师，没有他，我很难想象这本书的问世会如此顺利。还要感谢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愿意将这样一本出色的学术专著刊印出版，奉献给读者。

在翻译、校对和统稿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逻辑准确、语言通顺、可读性强。但由于本书内容深刻，横

跨不同的学科领域，不乏一些大家不熟悉的主题和术语，虽细心再三，仍难免疏漏，希望心理学同行和

广大读者指正。

郭秀艳

2016年2月25日于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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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本书将讨论包含统计推断的基本概念在内的科学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心理学的研究实践有直接的影

响。本书能为讲授批判性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大学教师提供参考，这些资料是心理专业大学生应该知道却

未必知道的。本书亦有助于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学者的研究工作。

本书的内容编排以几位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为线索，希望这些思想家的提醒和警示仍时常回响在每位心

理学研究者耳边。目前，学界对于波普尔（Popper）、库恩（Kuhn）、拉卡托斯（Lakatos）、费希尔
（Fisher）、奈曼（Neyman）、皮尔逊（Pearson）和贝叶斯（Bayes）等人的思想和观点依旧存在着活
跃、激烈而且意义重大的争论，这也是心理学专业的每位学生都需要掌握的。除此之外，许多经验丰富

的研究者对奈曼-皮尔逊（Neyman-Pearson）方法的要点的误解都很深，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研究决
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剔除这些错误观念的最佳时机正是大学阶段，但我始终没有找到一本现成的书能

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对心理学家是否仍应继续遵循奈曼-皮尔逊的传统方法这一问题也存在活跃的讨
论。很少有心理学家思考过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对如何操作和评价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们

从没在使用中遇到过问题（而且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有任何问题存在）。在学术范围内，目前存在许多混

淆和误用传统统计方法及其他方法的文献，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然而，对这些误导的厘清根本没有

渗透到最基础的层面。原因在于文献的技术性程度高，阅读这些文献的主要是专业读者，而真正需要了

解它们的人却并不阅读这些文献。所以，我们一直缺乏的是，通过简明而又不过于简化的介绍，概念性

地展示各种统计方法的特点是怎样从最初的原则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的教育中长久以来始终存在着的

一个漏洞。借用菲尔·约翰逊·莱尔德（Phil Johnson Laird）的名言，我希望本书可以填补这个相当讨厌的
空白（我会再写书填补这些“被需要的空白”）。无论怎样，假如学生们在大学生涯伊始就能读到这本
书，那么这些隐藏多年的秘密将就此揭开。我觉得，务必要使统计推断背后的概念性问题成为大学生在

方法论学习中的一部分，而且越早越好。

本书的前两章以心理学工作者可以理解的方式，讨论了经典的科学哲学问题（例如波普尔、库恩、拉卡

托斯等），避免了常规教科书式的描述，使读者理解这些作者的思想深度，从而使他们的思想能真正成

为人们思考研究时的工具。所用的例子都取自心理学领域，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实践建议。

随后的3章介绍统计思想背后的逻辑。第3章探讨了奈曼-皮尔逊方法，这是每一本心理学专业教科书中
统计方法的逻辑基础。然而，悲哀的是（甚至可以说羞愧的是），只有少数大学生、博士研究生或大学

教师能真正理解假设检验的逻辑（无论是否使用费希尔变换）。奈曼-皮尔逊方法的逻辑只在有备择假
设的情况下才能被充分地理解和掌握。很多人直觉上认为，他们用奈曼-皮尔逊统计方法得出的是贝叶
斯式或似然性式的答案。这种基本问题的混淆远比任何其他混淆更容易导致显著性检验的广泛误用。因

此，第4章讨论了贝叶斯推断的逻辑，它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与奈曼-皮尔逊方法针锋相对。本书的专属网
页（http：//www.lifesci.sussex.ac.uk/home/Zoltan_Dienes/inference/）还提供了用贝叶斯方法分析数据的程
序。最后，第5章将介绍统计推论的第三大流派——似然推断。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实践中使用似然推
断，以及它怎样推导出与其他学派不同的研究结论。本书专属网页上也有进行似然分析的程序。

各章内容对读者数学水平的要求，都不会超过普通大学心理学系开设的统计学课程范围。各个章节的目

的只是提供基本的概念，并将它们与实际的研究决策联系起来。各章概念性地呈现了每个学派的观点，

试图使统计水平一般的读者能第一次在完全知晓背景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并在理性的基础上接受或者拒

绝传统的统计方法。

我想提醒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读者，本书的内容需要你们用新的方式来思考。所以尽管它第一眼看上去

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坚持下去你就会获得回报。不要嘲笑自己的反应。因为关于哲学很有意思的一件

事情是，无论你持什么样的观点，肯定都有某个地位显赫的哲人与你的看法相似。很多时候，我不会给

出固定的答案，所以在仔细思考你自己的观点时请自信一些。然而，在哲学上，观点的多样性既不说明

这一领域什么成就也没有，也不代表所有的观点都可以被接受。相反，理解了本书所讨论的议题，你将

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评价和操作研究。在开放的议题上，无论你决定持什么样的观点，只要思考了

本书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将有助于你成为更出色的研究者和评估者。



若在阅读本书时感到困惑，那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困惑意味着你发现了一个通向更深层次理解的途径，

请珍惜这种感觉。当然，产生困惑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是一个提示思考方向的路标，也是让你把问

题彻底想通的鞭策，因为此时你的头脑已日臻成熟。虽然我希望能使你产生困惑，但同时也希望已经给

了你在随后获得清醒所需要的东西。任何由我的错误或是遗漏产生的困惑都非我所愿，如果有未来的版

本，我将尽力改正。你可以通过dienes+inference@sussex.ac.uk联系到我。

感谢认知科学学会（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允许我复制图1.4和图1.5，他们拥有这两张图的版权。非
常感谢罗伯特·克洛斯（Robert Clowes）、艾伦·加纳姆（Alan Garnham）、诺米·奥索恩（Nomi
Olsthoorn）、莱安·史考特（Ryan Scott）和丹·赖特（Dan Wright）以及四位匿名审稿人，他们对我先前版
本的手稿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评论。同时，非常感谢在过去两年听我讲授本书内容的学生们，没有他们，

本书无法成册。我很感激何雷鸣（Leiming He）和张小龙（Xiaolong Zhang）为本书绘制了精彩的插画。
最后，非常感谢我的妻子米娜（Mina）和儿子哈利（Harry）在过去一年里给予我的耐心。

卓顿·迪恩斯（Zoltán Dienes）

布莱顿（Brighton），英国，2007



第第1章章 卡尔卡尔·波普尔与分界问题波普尔与分界问题

有人说，就哲学的本质而言，并不能产生什么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它既不能影响科学，也不能影有人说，就哲学的本质而言，并不能产生什么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它既不能影响科学，也不能影

响政治。但我认为，思想是危险且强大的东西，而哲学家们有时候恰会产生思想。响政治。但我认为，思想是危险且强大的东西，而哲学家们有时候恰会产生思想。——卡尔·波普
尔（Karl Popper，1963，第6页）

资料框资料框1.1 问题问题

什么是科学？

科学和伪科学之间有什么差异？

好科学和坏科学之间有什么差异？

科学期刊应该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或接受提交的论文？

基督科学教会（Christian Science）、神造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科学论派（Scientology）、占星术
（astrology）、传统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以及脊椎指压疗法（chiropractic sciences）等是科学
吗？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很重要？

心理学是科学吗？它是一种好科学还是坏科学？

知识是如何不断发展的？

关于“应该相信什么”，我们经常面临选择，而每个选择对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以及个人发展都有重要的影
响。如果我抑郁了，服用抗抑郁药有用吗？该用中草药还是其他药物来治疗我的花粉过敏？某个政党控

制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是否比另一个政党的政策更加有效？为了减肥、练出肌肉或者提高运动成绩，某

种锻炼方式是否比另一种更有效？什么方法能帮助我克服焦虑？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方法是什么？什么

原则可以使不同群体的人能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或使群体内的成员更顺利地一起工作，或使群体内的

关系运转得更加良好？

选择相信什么不只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了解世界的渴望似乎是人类的本能。记得在青少年时代，我发

现只需有高中代数知识就能理解狭义相对论中关于空间、时间的基本概念，因此被该理论深深吸引。这

些优雅的、反直觉的定律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对我而言，仅凭这一点，该理论就堪称人类最伟大的成

就之一（现在依然如此）。此外，进化是如何发生的？遗传是如何进行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人的心

理是如何工作的？这些问题肯定值得悉心探究，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和世界的运行规律。书店

里不断扩大的科普类读物专区证明了人们对理解周遭世界（亦即寻求对周围现象的最佳解释）有着最朴

素的渴望。然而，对于现象的解释怎样才是令人满意的呢？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说一种解释比另一种解

释更好呢？这虽然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并不是空泛的。无论我们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还是理解现象本

身，这都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奥地利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用科学和非科学（包括伪科学）间的差别来阐述这个
问题，并将其称为分界问题（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他不关心将事物归为（或命名为）科学还是
不科学，他关心的本质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探究有关世界的知识。他的工作鼓舞了很多科学

家，包括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公开表示波普尔的哲学对于科学家的工作大有裨益。波普尔的学术

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职，教授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同时他还是一位富有影响

力的政治和社会哲学家。他笔耕不辍，直至92岁去世。由于波普尔的杰出成就，他于1965年被授予爵
位。



背景：逻辑实证主义背景：逻辑实证主义

1902年，波普尔出生于当时西方世界的智慧和文化中心——维也纳。当时，维也纳正在进行一场卓越的
哲学运动，被称为“维也纳学派”（Wiener Kreis）。该学派由一群科学家和哲学家组成，他们定期开会讨
论当时科学界发生的重要变化，尤其是那些被爱因斯坦的研究所触发的革命（参见爱德蒙兹

（Edmonds）和艾德诺（Eidnow），2001）。会议由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主
持，只有接到他私人邀请的人才可以参加[1]。会议成员包括，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因哥
德尔定理闻名于世）、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和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以及经济
学家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等，他们构建了一种称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哲学方
法。为理解卡尔爵士对该方法的部分批评意见，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在德国流行的华而不实、艰难晦涩的写作风格。维也纳学派的成员

一直怀疑那种作品究竟有没有表达了什么真正的内容。为了区分无意义的废话和有意义的句子，逻辑实

证主义提出，有意义的句子要么是定义（因此必须是真的，如“一个三角形有三条边”），要么是能被证
实的（verifiable）经验性陈述（关于世界的陈述）。经验性陈述只有在满足证实标准（verification
criterion）时才是有意义的，即必须能够说明验证该陈述真伪的步骤。比如，“我的书桌高三英尺”这句话
可以通过用尺测量书桌高度来证实，因此该陈述是有意义的。但是，人们如何才能证实“精神的本质是
自由”、“世界其实并不真正存在，它只是人们头脑中的概念”、“世界真实存在”、“自由意志是一种错
觉”、“上帝存在”或“上帝是仁慈的”等表述呢？对逻辑实证主义者而言，这些无法证实的句子都只是形而
上学的（metaphysical）废话。按此标准，很多传统哲学都会被清除，因为它们探讨的都是假问题
（pseudo-problem）！但人们可以继续从事发展数学、逻辑学（它们探讨必然真实的陈述）以及自然科
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于是，科学就被理解为各种经验性的陈述，它们只涉及那些可被直接验证的观

测，以及那些作为定义连接专业术语（如“电子”）和实际观测的理论陈述。如果你曾经读过很多旧时的
德国教材（或者甚至很多如今用英语写的，例如索卡尔（Sokal）和布里克蒙（Bricmont），1998），你
可能会同意将它们扔进标着“胡言乱语”的垃圾箱。

资料框资料框1.2 操作性定义操作性定义

受逻辑实证主义启发，并在现代心理学中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是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s），它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eman）于1927年提出。操作性
定义是指采用一种精确的程序来定义一个概念的意义，该程序用于决定这个概念的存在和数量。例如，

智力的操作性定义，可以是在某个智商测验中获得的分数；无意识知识（unconscious knowledge）的操作
性定义，可以是在一场知识测验中，人们表示自己是在猜测时高于基线水平的成绩；女性阴茎妒忌

（penis envy）程度的操作性定义，可以是在某个测验后归还铅笔的数量。实验心理学家经常提出操作性
定义，它们确实很有价值；但一般而言，该“定义”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定义，对于我们想测量的事
物，这只是一种不太完美的测量。这种有缺陷的测量与下定义是不同的。如果这种测量就是定义，那结

果就太完美了。如果将“成功地麻醉”定义为“接受标准剂量的麻醉药”可能会让某些人遭受不幸，因为这
个定义完全没有抓住要领。当一个心理学家被指责他所测量的并不是他想要测量的内容时，总有一种诱

惑促使困境中的他说出：“但是，我所说的情绪智力就是‘指’这个测验中的分数。”（此时“指”这个词通
常会被强调。）在心理学中，通常应该抵制这种诱惑。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概念所“指”的意思，
都无法通过一些特定的测量方法来穷尽。操作性定义，不应该成为研究者停止对测量有效性进行批判性

思考的借口。

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决定一句话是否可证实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证实与特定个体及其可观测属性

有关的陈述，比如“天鹅艾玛（Emma）是白色的”；二是如何证实普适性的陈述，比如“所有天鹅都是白
色的”。第一个问题必须通过直接观测解决，而第二个问题，则可以通过被称为“归纳法”（induction）的
假想逻辑过程解决。归纳法恰和演绎法（deduction）相对。演绎是举一反三的过程，如果前提正确，那
么结论肯定正确。例如：

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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