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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

前言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是我的学术研究从原初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转为文化学和文化社会学以后的
第一个成果，这一成果既可以被当作文化学的某一专题研究的成果加以阅读，也可以被视为进一步朝
我的最终研究方向——作为“文化社会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舍勒语）的知识社会学——转换的
一个过渡性成果。因此，这部著作的内容，一方面，涉及到对科学与人文这两大文化的差异及隔阂的
叙述，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学的视野——即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考察这两大文化的此消
彼长的演变过程。至于我为什么要作出上述研究方向的调整，本书的后记将略予陈述，这里恕不赘言
。作为本书的一个简短的前言，我只拟为读者就本书的内容安排作一点必要的说明，希望这有助于读
者更方便地阅读本书。与本书的题目大体对应，本书的内容被分为如下几章：第一章遵循分析哲学的
基本原则，主要是对一些相关概念——比如文化、科学、人文以及作为科学的三大分支的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等作出必要的辨析。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在目前许多相关的学术文本中，这些概
念被赋予了过多不同的内涵，而这就导致了研究上的大量毫无疑义的重复。第二章在揭示科学（含技
术，特别是舍勒所强调的西方的针对外物世界的技术，以下均仿此）与人文的基本差异的基础上，分
别从诸如方式、语言及对象等八个方面描述了它们两者的更为具体的区别。在接下来的第三章里，作
者就两类知识分子——专家与学者——的区别作了必要的考察与讨论。随后，作者又在第四章里对科
学与人文的种种隔阂以及导致这些隔阂的原因进行了必要的阐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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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

内容概要

《科学与人文:关于两种文化的社会学比较研究》共分8章，内容包括：科学与人文的概念辨析、科学
与人文的差异、专家与学者、科学与人文的隔阂、科学与人文的社会学研究、科学与人文的历史演变
、科学面临危机、科学与人文：发动机与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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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

作者简介

曹文彪，男，1950年生，江苏泰州人。现为浙江省委党校学术委员，教学指导委员，社会学文化学教
研部教授，主要从事科学与人文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化社会学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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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科学与人文的概念辨析　第一节　科学原本属于人文　第二节　科学与人文的涵义    一
、什么是文化？      二、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的两大文化　第三节　三大世界与三大科学    一、自然世界
、社会世界与人文世界    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三、人文世界与人文科学第二章　科
学与人文的差异　第一节　科学与人文的基本区别    一、科学的工具性和价值相关性    二、人文的目
的性和价值直接性　第二节　科学与人文的具体区别第三章　专家与学者　第一节　什么是知识分子
？  　第二节　专家与学者的区别第四章　科学与人文的隔阂　第一节　科学与人文的隔阂　第二节
　隔阂的种种原因第五章　科学与人文的社会学研究　第一节　人文的社会学研究    一、意识形态诸
理论    （一）特拉希：观念学的意识形态理论    （二）马克思：批判手段的意识形态理论    （三）列
宁、卢卡奇：中性化的意识形态理论    （四）批判理论家：批判手段的意识形态理论    二、人文的社
会学研究    （一）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的基本观点    （二）丹纳：艺术的生成、动因及评价    
（三）普列汉诺夫：艺术的生物学因素与社会学解释    （四）弗里契：艺术的阶级、经济、社会进化
及社会形态决定论　第二节　科学的社会学研究    一、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    二、默顿：17世纪
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    三、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　第三节　知识的社会学研究    一、舍勒：人
、内驱力、抵制与知识的等级    二、曼海姆：意识形态、乌托邦与知识社会学    三、布鲁尔：知识和
社会意象第六章　科学与人文的历史演变　第一节　科学、人文与社会形态　第二节　当代与境中的
人文    一、人文学科的科技化变异    二、学者的专家化变异    三、人文功能的娱乐化变异第七章　科
学面临危机  第一节　科学的客观性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一、理论诠释学　⋯⋯第八章　科学与人文：
发动机与方向盘结语　关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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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科学与人文明概念辨析尽管“科学”与“人文”在今天不仅在专业的学术界而且在一般的文化
领域以及甚至在普通的大众生活中几乎已经成为两个非常流行的语词，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人们——
包括许多专业人士在内——对这两个语词的涵义似乎并没有清晰的和准确的理解与把握，特别是到底
什么是人文、为什么会将科学与人文并列而提、这样的并列而提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引发的后果又是
什么等问题，事实上，很少给予必要的思考与探讨。有鉴于此，在一本以科学与人文为主题的专门著
作的一开始，对这两个语词的涵义作出适当的阐释，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以为，
分析哲学尽管的确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流派——因为它的确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所
应提供的某种哲学理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它只是一种“哲学活动”，但是，毫无疑问，
它是任何学术研究工作所赖以顺利地和富有成效地开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第一节 科学原本属于人文
令我颇感惊讶的是，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习惯于没有任何疑义地把科学与人文并列而提；在我看来
，这不但在逻辑上颇成问题——科学与人文并不是两个可以并列而提的概念，可以和科学并列而提的
概念，应该是伦理、艺术、宗教等，而可以和人文并列而提的概念应该是自然或社会，并且也与人类
早期的历史事实——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不相符合，换句话说，正如本节标题所表明的那样
，无论就概念的逻辑关系而言还是就历史的史实而言，科学原本均属于人文的范畴。当然，这特别需
要就历史的史实作出必要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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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

后记

部分地因为我的学术旨趣原本就偏于形而上，或者说偏于宏观和偏于综合——这一点早在二十八年前
我在扬州师院中文系就读本科时就已经初露端倪，那时候，我在课余时间阅读得最多的乃是王国维、
康德、黑格尔及叔本华等学者的作品。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从图书馆借出顶边上落满灰尘的黑格尔的
《大逻辑》时，那位性格温和的中年女管理员曾经满脸显出疑讶和不解地问我：“你借这书干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杭州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中文系攻读《文心雕龙》和《诗品》
的比较研究的硕士学位时，这一旨趣便表现得格外强烈了。事实上，在整个三年的攻读生涯中，我的
阅读涉及了文艺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的众多领域，部分
地也是为了顺应我所供职的单位的学科建设的思路。1998年当我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论》这
部古代文学理论的著作出版之后不久，我便开始了学术研究方向的调整：先是转为文艺学，然后又转
为文化学，接下来再转向文化社会学，特别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比较研究，最后便决定以知识社
会学作为最终的研究方向，并且以此来结束我未来的学术生涯。平心而论，这一学术方向的调整，对
我来说，可以说是得失参半。就失而言，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我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论》出版
以后的第八年，我才向读者们奉献出了这部有关科学与人文之比研究的学术著作，我的意思是说，这
一调整耗费了我巨大的精力和几乎是无穷的时光。就得而言，我感到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个失毕竟
获得了相当的补偿，这就是，它使我有可能从非常宽广的视野去全方位地思考和探讨工业化与技术化
时代人的生存这一最为重大和最为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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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与人文:关于两种文化的社会学比较研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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