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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内容概要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是世
界科学与工业之都，当时在那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作者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
、技术与社会》中对当时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性定量分析，涉及公众对科学技
术的职业兴趣；清教伦理、文化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动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科
学文学及技术等许多问题。作者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勾勒出了科学社会学这
门学科的基本轮廓，提出了它的基本命题。

Page 2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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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70年再版前言序言第一章 导言第二章 社会背景：职业兴趣的转移第三章 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的汇
聚与转移第四章 清教主义与文化价值第五章 新科学的动力第六章 清教主义、虔信主义与科学：检验
一个假说第七章 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采矿业第八章 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交通运输业第九章 
科学与军事技术第十章 科学研究的外部影响第十一章 科学进展的若干社会和文化因素附录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1970版）人名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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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还有两个重要的兴趣领域有待于我们加以讨论；每一个都表现出该时期里一种值得
注意（但却又互成对照）的长期趋向。虽然在这整个世纪里宗教一直保持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
量，不过也许可以公正地说，教士的声望却随着时间而降低。麦考莱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描绘出教
士们的地位每况愈下的情况，这在各乡村教区里尤其如此。教士声望的这种跌落，无疑部分归因于宗
教改革的教义，这种教义认为，救世的重担应由个人而不是教会来承担。《辞典》的数据表明，对于
牧师职业的兴趣的下降几乎是连续无中断的，这是一种为当时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所注意到的趋向。 而
且我们将要详细揭示，教士们当时也在传播那些与我们已经发现明显流行于其他文化领域的相同的功
利学说。布道者们认为，向教徒会众们说明，他们可以最充分地利用今世来世这两个世界，他们应该
在“学习最深刻最玄妙的真理”之前学习“那些最明白最有用的东西”，这并没有什么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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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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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拖了那么多年终于将这本书看了。。。
2、已成默顿粉。真是个聪明的用功的人啊！就是经济军事对科技兴趣影响那部分相对有些弱。几十
年后他自己还纳闷，说明明这里用力最多啊，你们咋只关注宗教那部分啊？很好理解的，看宗教那几
章的时候，那真是边看边搓着手跺着脚说啊呀这人能看出这样的联系来真是太了不起了！等看到经济
军事几章的时候，就觉得像打棉花，用不上力。
3、作者用清新的文字描述了彼时英格兰的社会，如何在清教精神的鼓舞下，科学技术开始建章立制
，并初具规模。
4、又到了一月一度上豆瓣的时节 科学社会学是目前接触的比劳动社会学还无聊的分支，明天过后
5、不止是科学社会学，对思想发展的思考也有启发
6、除了清教部分，其他部分很闷。而且，居然是在火车上读的
7、没办法，老师是默顿的脑残粉。
8、结论很明确，这一点值得赞
9、甚无感。我这会儿是心疼那几千字的读书笔记背后的时间哪。
10、不错，很不错

11、社会科学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式。宗教和经济结合起来为科技的功利性提供论证
12、开创了一种后来被称为“默顿范式”的研究方法~~
13、多的一颗星是因为这是一篇博士论文，博士论文能做得这么原汁原味像模像样很不容易好么亲~~
虽然为了应付读书报告，我大大吐槽了这本书。但讲真心话，毕竟是开山之作么~~另外，要习惯默顿
的写作风格啊。。。
14、理性主义的兴起
15、....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读这种体量的书是什么时候了，有种淡淡的悲伤....P.S.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本
书是主要有关清教-科学关系的呢，作者只是提了一下而已啊
16、统计数据如何支持你的论点？“人造韩寒”事件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我第二天赛车，前一晚熬夜
写博客这一事实究竟能说明什么？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这本书里对统计数据的使用非常严谨，也许能
帮助我们了解统计学的本质。
17、清教与科学的那点事嘛，翻译感觉啰嗦了，读完感觉书里的核心都在序言里写出来了，没有展开
的必要
18、在技术与社会这个层面，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尤其是在这个科学沙文主义横行的时代。
19、文献研究法
20、这书应当放在作者撰写论文的学术和时代背景下阅读
21、一个蛮有意思的总结式论文，看完就在想二十世纪的科技与社会是怎么样的？现在的功利性应该
是更明显的
22、同样是在09年北京地坛书展上入手的
一看到书封面和名字就忍不住买了
不过，之前自辩老师有提到这本书就是了
超级赞，其中关于清教文化与科技史最赞
作为默顿的博士论文，作为中国的大部分硕博毕业生
看看人家做的多认真，自省一下吧
23、应该是好书，范岱年也不错——为什么翻译那么不良呢？不解~~~
24、科学社会学的永恒经典，实证主义的研究范例。
25、简要翻阅。翻译不佳影响阅读。论述在目前看来已不算新鲜，但在1940年代作为博士论文则颇有
开创性地位，此类经典宿命大抵如此。虽主要被奉为科学社会学经典与开山之作，但方法和思维对于
知识社会学、宗教与社会及职业社会学亦有颇多助益，可从几章综述性的章节中找出许多细化的研究
内容。Andrew Abbott应该是参考了莫顿的思路来进行他的精神病院和病人研究的。
26、沉闷，看得我想睡觉。关于清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对我来说也不算多有新意。
27、70年前的名著，思路很棒，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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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新教伦理与自杀论”，为成系统地对STS研究奠定方向基础。
29、高逼格老师推荐，勉强翻下来，回答老师三个字，没意思。高老师怒值飙升，再次推荐，考完研
的寒假再次翻阅，这一遍有了质的飞跃，那些看似无聊的话我都想摘录下来，现在回想，能记住的观
点貌似只有一个：科技的发展是有先后顺序的，是一连串的事情。本文的论证很强大，可能因为是由
博士论文整理出来的。
30、科学社会学奠基之作之一，1938年发表。“默顿命题”，科学兴趣转移的功利因素背景（经济发
展、军事变革因素）和宗教因素（清教伦理）。现在来看，还是简单化。
31、某通选的读书笔记对象⋯所谓科学社会史开山之作，默顿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如何作为科学技术产
生和发展的温床；其采用的考量指标是否能完全代表当时科技发展水平，在现在来看有待商榷。
32、其实只读了“清教-科学假说”那部分_(:_」∠)_
33、葫芦话~
34、这学期有一门课叫科学社会学，学这门课 不得不去研究莫顿，研究莫顿不得不去读他的博士论文
即此书。从书名来看，很容易发现和赫森的《牛顿力学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根源》是有联系的，莫顿写
此书正是受了赫森的启发。书中的一些论述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有新颖。因为自莫顿写之后对这本书
的解读实在是太多了。宗教和科学的关系，这个话题太过于老，研一有一门课叫科学史，有一些幼稚
的人将科学和宗教完全对立起来。这本书能给予最有力的打击，当然还有莫顿的学生巴博的科学与社
会秩序也肯定了经院哲学对日后科学的发展。我想写个书评！
35、七八十年之后作者的很多观点已经成为社会学常识，以至于原著反而显得冗长了
36、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是工业文明的开端。的确很有搞头。
37、科学和技术并不像科学自己声称的那样一刀两断。
38、本书作为科学技术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颇有些景点 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些统计方法去运用在科学技术
上面 不过越看越不像一本书 更像博士论文 还好是值得一看的
39、清教徒们好神奇啊......另外为啥英文版的都是节选...
40、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由现象推到结论的过程。越来越崇尚严密的实证方式，对默顿保持敬仰==
41、默顿的这本书对了解西方科技哲学发展作用很大。另外，亚马逊的服务态度很好，物流发货很快
，送货及时，快递员服务态度很好。
42、前面講清教的部分還有點意思，後半段就了無新意了。
43、研究生政治课，课后作业，这本书的阅读笔记。如果没有这个契机，很难想到自己会读一本社会
学的书籍。一门很不受重视的课程，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连老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把一门枯燥
的形式课上升到了道德的指导课，并且他是有这个资本和基础的——那通过谈吐传递出的价值观和对
人生、自我的要求和剖析。觉得有些幸运，可以碰到这样的政治老师。只是人生中一共八周每周两个
小时的谋面，甚至本想利用这种形式理论课看点论文做点作业，但很快就被课堂所吸引。老师透过历
史在向我们传达道德上的追求，很多时候，一些平凡的话却可以深深地触动到我，让我感到浑身颤栗
。还有我喜欢的<乌合之众>和<狂热分子>。
44、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简直这么多年过去了作品中使用的手法却依然没有过时。只是，翻译的
功力欠佳啊！比较生硬。
45、还是挺无聊的。。。
46、科技哲学教材思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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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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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笔记-第103页

        “这里所指的理性主义并不是通常哲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即那种认为理性本身是知识的源泉，
理性高于并独立于感觉的理论，亦即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理论；也不全是神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即
那种认为宗教观点应该建立在理性而不是启示的基础上的理论，虽然该词的确把这后一种意义作为特
例包含在内。 该词在这里指的是 有理由（性），即理性和经验的一致；它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
结合⋯⋯”

经验——理性主义，用理由去相信经验？为什么相信它是有理由的？——可能这样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

而且，终于在茫茫的书海中意识到，理性和经验的对立并不就是非此即彼的，当理论关照现实时，就
会变成不伦不类的样子。
所以也怪不得清教在之后会变成异教被清除了。

恩，但是到此为止，我仍旧没有能够对莫顿本人的研究方式产生一点怀疑。社会学的路数不就是这样
的吗，建立在大量传记、文本基础上的归纳法，把所有要素中有用的东西抽离出来——咦，所以这里
是不是会有一种倾向？只选择为我有利的？而且我们不会再去探究那些文本路数——还是说我想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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