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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20世纪欧洲卓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NiChael P01anyi，189l—1976)凭其著名的意
会(tacit)认知理论和富有人性的科学哲学观引发了现代认识论上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科学、信仰和
社会》是根据1946年波兰尼在英国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发表的路德演讲结成的集子，该书
是波兰尼第一部系统的科学哲学著作，可说是波兰尼哲学生涯的开端，波氏在其中首次阐明了自己哲
学的总体轮廓，同时也为他最主要的作品《个人知识》一书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该系列演讲概括
地陈述了波兰尼的科学观，包括科学发现的性质和特点以及通过发现的正确道路，首次将科学客观性
的问题放在一个大的语境中加以讨论。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在这个大的语境中重新考虑一些问题
，这就是波氏关于知识的理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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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代译序 科学、个人知识与意会认知
科学、信仰与社会
前言 背景与展望
第一章科学与实在
第二章权威与良心
第三章奉献与奴役
书目说明
附录
1.人之研究
2.科学共和国及其政治和经济理论
3.身体与精神
4.意识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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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围绕着科学的良心展开。无法说服某的原因是对良心的定义比较模糊⋯⋯终究是难以穷举且具有
相对性罢。而且他太过乐观与理想主义，一直是用“应该是”而忽略了“现在是”何种局面。
2、由于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各书店都买不到，只能用这本书作个替代，即使是一本早期之作，仍
不失为一本好书，书中的洞见令我折服。对于有志于学术研究人员非常有价值。
3、“人本主义的个人科学认知论框架。”
4、翻译不行，生搬硬套，书比较老了，部分理论无现实意义，大道理永远在。
5、与Personal Knowledge相比还是差些
6、这个假期读得最累的一本书。
7、我要说我能完全明白我是那个！！！最终，还是没怎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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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波兰尼看来人类知识都具有一般无二的认知过程－－意知，对于人类的认知来说意知既是手段
也是目的，在人类认知热情的统领下向着（知识）上帝而前进。具有知识的人不少，能具有如此大局
观的人不多。这本书对翻译来说真是辛苦的工作，不过译者的工作完成的非常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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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科学、信仰与社会》的笔记-第1页

        代译序是一篇独立的文章，系统地介绍和梳理波兰尼的意会认识论。读的过程中脑子里不停地有
个问题在打转：这是现象学？这是现象学吗？这是现象学吗？
尽管在好多处描述的字句里偷偷地用《现象学导论》里学到的词汇来替换辅助理解，但是本文通篇下
来没有一个现象学的术语，没有一处拿现象学来对照。只有海德格尔的名字作为存在主义大师出现了
一下。
于是我很好奇，作为一个以德语为母语，并且1920年代在德国工作过十年的学者，他跟现象学思想之
间是否有某种隐秘的关联？
在我读过的有限几篇波兰尼研究文献里，涉及的只有从思想上与现象学的某种对应参照。而在现实的
历史上这种可能的关联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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