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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

前言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并塑造着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在学术研究领域，这里主要
指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相应的形成了复数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思考和研究(STUDIES)，即是体现了
从哲学社会科学多角度对于科学技术的思考和研究。中国的“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传统(即中国
的科学技术哲学)，却与这种当代世界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如何促进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交叉、融
合和创新，并在其中若干更狭义一些的方面夯实其规范性基础，成为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中要
处理好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说，在清华大学出版社支持下，从2001年开始推出的《清华科技与社会
丛书》体现了关于科学技术的多视角研究，那么，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新推出的《清华大
学科技哲学文丛》侧重聚焦于关于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从2001年4月开始举办的“清华大学科学哲学
与技术哲学沙龙”，也体现了这种愿望。“沙龙”的启动，是与筹划《清华大学科技哲学文丛》同步
的。说是“沙龙”，实际上采取了介于真正漫谈式的沙龙与比较正式的“讲座”之间的形式，原则上
每月一次，至今已经举办了50多期。学术研究，贵在坚持，贵在思考，贵在积累，贵在创新。本着这
种信念，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长期努力，通过学术积累和思考，深化学术研究，孕育和促进一些新的
学术生长点。清华大学科技哲学文丛编委会二OO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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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

内容概要

《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收录的是2005年7月22—23日于清华大学召开的科学实践哲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发表的文章。这次会议是国内围绕科学实践哲学主题召开的首次学术会议，本书也应该是国内第
一本科学实践哲学的专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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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

书籍目录

THE HEURISTIC STRUCTURE 0F SCIENTIFICPRACTICES：A non—rcductionistic account of practicesas
Heuristic StructuresTHE DYNAMICS 0F EXPERIMENTAL PRACTICESSIMULATI0N AND THE
FRONTIERS 0FSCIENCEELEMENTS FOR AN EPISTEM0IC0GY BASED 0NPRACTICES THE
NORMATIVE NOTI0N 0F PRACTICES  FROM HISTORICAL TURN T0 THEORIES 0FSCIENTIFIC PR
ACTICEs：HPS AND ITsPROBLEMSIS THERE SUCH THHNG AS A C巨：TERISPARIBUS LAW?聚焦实
践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视野中的风水实践及其理论研究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科学活动的负面效应权力
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从科学实践的观点看当代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特征科学史研究中对人类学方
法的引入和借鉴——以“深描”为例简评技术史研究的若干新视角——结合中国古代技术史的相关研
究谈起SSK的实验室研究——科学知识的微观经验考察实验有其自己的生命——新实验主义视野中实
验与理论的关系透视凯勒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略述——以(社会性别和科学的反思)为例知识的“话
语实践”考察浅谈科学研究中的语用行为李仪祉治黄方略及其实践建构另类的科学与另类的发展——
印度喀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的科学观与发展观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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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

章节摘录

聚焦实践的科学哲学吴彤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l00084摘要：本文评述了科学实践
哲学的两个主要研究进路的主要观点和进展，在一些重要观点上比较了两个哲学；介绍了科学实践哲
学对“理论优位”的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观点，以及对“观察/实验负载理论”命题的批判观点。分析
了两个研究进路的差异。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科学实验哲学理论优位理论负载实践优位一、导言：
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若干进路从最近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看，以往的科学哲学都可以被称
为传统科学哲学。而在传统科学哲学中，我们知道，按照历史进程它又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即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两个阶段。逻辑主义的科学理性研究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开，认为对理论
理性的逻辑分析是理解科学理性的唯一途径，并把实践理性归入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
的研究中。许多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在否定逻辑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因为未能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重新整合，从而对科学理性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怀疑主义态度。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采取
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方向，它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并试图对科学
实践的结构和变化的主要特征做出深入研究。在这个研究方向下，对科学理性的理解要求我们放弃理
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人为分界，而对科学理性的主要特征做出各种经验研究。目前科学实践哲学研究
也可以清晰地区分为三个研究进路：认知科学进路、解释学进路和新实验主义进路。其中认知科学的
科学实践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脑机制、个体实践方式和实践活动对于认识的涌现和影响的研究上，这
个进路着力的是，认知活动的实践性在塑造知识中的机制和作用，一些人建议关于科学的认知科学应
当取代科学哲学。如丘奇兰德(Churchland)、基尔(Giere)、西蒙(Simon)等等，他们基本上是用自发的
认知个体的内在心理机制对实践进行说明和解释，提供了实践的微观机制，这是典型的自然主义进路
。但是，它多被批评为认知个体主义。本文不去过多涉及这个方向的研究，下文所说的科学实践哲学
所包含内容，均以后两个进路为主。科学实践解释学进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瑟夫·劳斯(J．Rotlse
，1987，2002)。而新实验主义的研究进路则涉及一大批科学哲学家，他们主要是：伊恩·哈
金(IanHacking,1983)、艾伦·富兰克林(AllanFranklin，1999)、彼得·路易斯·伽利森(PeterLouisGalison
，1997)、大卫·古丁(DavidGooding，1990)和黛博拉·G·梅奥(DeborahG．May-o，1996)。事实上，
对这些研究进路起推动作用的还有大批的SSK(SociologyofScientincKnowledge)学者，如科学知识社会学
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中文版，2004)，米切尔·林奇(MichelLynch，1993)，卡林·诺尔一
塞蒂纳(KarinD．Knorr-Cetina，中文版，2001)，以及一些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如依夫琳·福克斯·
凯勒(EvelynFoxKeller，1985)，等等。SK对科学实践研究的贡献是被逐渐认识到的，SSK把实践理性从
具体操作中转变成为一种认识论上语境相关的重要概念，并把实践活动置于文化场景中，这点对于科
学实践哲学研究的进展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而女性主义则从性别的独特视角，表明科学知识不仅
是更为一般实践性的，而且可能是地方性的、文化性的，可能是具有社会性别实践性的，这为科学实
践具体化提供了论说。可以说考察和重新审视科学实践的哲学是以科学实践(ScientificPractices)作为出
发点，对科学理性在科学哲学内部的作用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不仅重新审视科学哲
学的经典问题，如科学说明，科学推理，科学与价值，科学发展模式等，而且将这些经典问题同一系
列新研究领域，如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等，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更有效地理解科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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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

后记

这本文集收录的是2005年7月22-23日于清华大学召开的科学实践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文章。
这次会议是国内围绕科学实践哲学主题召开的首次学术会议，本书也应该是国内第一本科学实践哲学
的专题文集。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高度实践性的活动。然而长期以来，科学的实践性在科学哲学研
究中却多少被有意遮蔽或者无意遗忘了。这种遮蔽和遗忘并非偶然，它实际上在西方哲学历史上具有
深刻的根源。在古希腊哲学中，理论总体上说来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价值。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的形态
，它更是一种不带功利色彩的静观的态度。这种以满足求知好奇心为目的系统化知识是独立自足的，
没有任何外在目的。这种态度被认为是与自由人的身份更加相配的，因为自由人同样也是只为自己而
存在的。显然，古希腊哲学家崇尚理论、轻视实践的态度，与古希腊当时的奴隶制不无关系。然而在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除了理论学科之外，还有像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追求实践智慧的学
科。除了基于逻辑证明的分析、确定和普遍有效的理论知识外，还有基于商谈和论辩而达成的实践知
识。但总体而言，哲学中理论始终是最受关注核心的因素。中世纪经院哲学是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
的综合，同样也继承了希腊哲学推崇理论、轻视实践的风格。尤其是被诟病为烦琐哲学的经院哲学崇
拜权威，过分倚重演绎法，坚持十足教条主义的研究路数，使得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更是与实践相
去甚远。反而是中世纪热衷于炼金术的神秘主义者们，坚持从实践操作中获取知识。后来这一传统与
学者传统合流，形成了近代科学中实验传统与数理传统结合的局面，近代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合法性也
随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权力”，表明科学从此不是为了抽象地获取解释世界
的理论，而是为了获得改造世界，控制自然的权力。在社会实践中，科学给人类所带来的权力成为了
掌握真理的证明，近代笛卡尔二元论所造成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理论鸿沟，在实践中通过权力的掌控
而被跨越。然而，这种实践的成功在哲学上却被解释为理论对实在的符合。尽管对于科学真理与实在
的符合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表征主义的立场是不同学派的哲学所共同接受的。从笛卡尔以来的近代
西方哲学家们，都在试图为知识寻找牢固的基础。而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哲学肇始于维也纳学派，它
从一开始就给科学哲学定下了以理论为中心的基调。逻辑经验主义热衷于利用当时刚刚研发打造的新
式武器——数理逻辑来进行语言分析，自然将科学归结为科学的陈述系统。所以，致力于所谓的逻辑
重建，将活生生的科学实践活动仅仅当作是生产和验证科学理论的过程，本身并无独立意义。卡尔·
波普尔的理性批判主义虽然更加重视科学的发展过程，但仍然将发展理解为围绕着理论进行的。由于
奎因对于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著名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开始走向衰落。及至托马斯·库恩、保罗·费
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科学实际活动的复杂性开始进入科学哲学视野了。范式理论将科学
知识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使得科学实践不再仅仅作为背景，而是作为一个主题化关
注的对象显现出来了。这种转变是多种学术思潮合流的结果，例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奥
斯丁的言语行为论、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的解释学、彼特·温奇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这种转变后
来进一步为新实用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实验主义科学哲学、社会建构论、文化人类学、交往理性、
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福柯的知识权力论等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旨趣的思潮所进一步推动和深化。
以科学实践哲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史，就会发现其实以实践的视角来看待科学和知识同样也具
有十分深厚的学术渊源。亚理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自不用说，黑格尔以辩证法来替代康德的先验论
，知识是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其合理性在时间中展开和体现。工业化社会中。在社会层面影响最大
的两种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都高度重视实践，以实践来解决和消解在理论视野中难以解
决的传统哲学问题，科学的合理性与实践的有效性紧密相连。在尼采哲学中，科学是权力意志的体现
，科学知识不再被视为无动于衷的理论静观，而是介入性的实践的组成部分。海德格尔背弃了现象学
创立者胡塞尔的科学主义理想，将科学看成是此在生存论解释的体现，强调必须将科学知识放在我们
的生活世界中来理解，必须将科学知识当作一种实践的领会来理解。在这种以科学实践为关注焦点的
学术思潮中，理论最为系统、影响最大的当属约瑟夫·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博
采众长，取精用弘，自成一家之言。在劳斯所继承和吸收的思想资源中，比较突出的有库恩范式理论
中重视科学实践的因素、伊恩·哈金等人新实验主义对科学实验独立性的重视、海德格尔、迦达默尔
的哲学解释学、福柯的知识权力论、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女性主义对科学实践本身的改造和介入等
等。科学实践哲学在吸收这些学术资源的同时，也从自己的立场对于相关思想提出批评，进行了重新
整合。所以说，科学实践哲学不仅是科学哲学的一种很有启发力的研究纲领，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
独特视角来审视和理解各种当代有影响的学术思想。国内有关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和其他领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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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

究一样，也是一个成果不断积累、思路不断澄清明晰的过程。近年来我们对此研究的重要性认识日益
深刻。2005年，我们联合墨西哥、西班牙等国学者一道在清华大学举办了科学实践哲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通过这次会议的交流，我们加深了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也产生了一批成果。这个集子就是这些
成果的集中展示。其中，SergioF.Martinez的“TheHeuristicStructureofScientificPractices”给出了一个科学
实践作为启发性结构的非还原论说明。VictorRodriguez的“TheDynamiCsofEx-perimentalPractices
：SimulationandtheFrontiersofSci-ence”，研究了实验实践的动力学特征，对科学实践中曰益流行的仿
真模拟的认识论作用及其限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PatriciaKingDdvalos的
“ElementsforanEpistemologybasedDnPractices”，论证了科学辯护的概念与实践的概念的内在联系
。HuangXiang的“丁"heNormativeNotionofPractices''论述了实践的规范概念。GodfreyGuillaumin的
“FromHis-toricalTurntoTheoriesofScientificPractices：HPSanditsProblems”，从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角度
，论述了科学实践哲学视角的合理性。王巍的“工s．ThereSuchThingasaCeterisParibusLaw?”，论述了
即使在现代科学中对于法则的成立，CP条款也是不可或缺的。吴彤的“聚焦实践的科学哲学”，介绍
了科学实践哲学的两大主要研究进路。李静静和吴彤的“科学哲学视野中的风水实践及其理论研究”
，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分析了风水实践及其理论。蒋劲松的“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科学活动的负面
效应”，从科学实践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研究活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王娜的“权力与科学知识的地方
性——从科学实践的观点看”，研究了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权力的关系。田小飞和吴彤的“当代科学
哲学的自然主义特征”，研究了当代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卢卫红和刘兵的“科学史
研究中对人类学方法的引入和借鉴——以'深描'为例”，以“深描”方法为案例，介绍了科学史研究
中人类学方法的移植。章梅芳和刘兵的“简评技术史研究的若干新视角——结合中国古代技术史的相
关研究谈起”，以白馥兰和费侠莉关于中国古代技术史的相关研究工作为主要案例，介绍了中国古代
技术史研究的一些新方法。姚莉萍的“SSK的实验室研究——科学知识的微观经验考察”，以拉图尔
和塞蒂娜为代表，介绍了他们的实验室研究和科学知识动态建构图景。郑金连和王巍的“实验有其自
己的生命——新实验主义视野中实验与理论的关系透视”，介绍了新实验主义对于实验与理论关系的
研究。王思敏的“浅谈科学研究中的语用行为”，介绍了科学研究中的语用学行为特征。邱惠丽的“
知识的'话语实践'考察”，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对知识进行了重新考察。刘亚静和蒋劲松的“凯勒女性
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略述——以(社会性别和科学的反思>为例”，研究了著名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凯勒
的学术观点。包和平的“李仪祉治黄方略及其实践建构”，通过水利专家李仪祉治理黄河的案例，说
明了西方近代“标准化”科学技术知识和工程实践在中国的“地方化”过程。付云东的“另类的科学
与另类的发展——印度喀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的科学观与发展观”，通过印度KSSP的案例，介绍和分
析了科学普及与应用中地方性因素及其作用。这些研究，背景不同，方法不同，涉及到科学哲学、科
学史、科学传播、科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然而共同点是都紧紧围绕着科学实践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
论视角展开，生动地体现了科学实践哲学的广阔视野和强有力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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