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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整合微观分化的科学技术学

葛秋萍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

摘 　要 : 当今和未来的科学技术在微观层面加速分化的同时 ,在宏观层面上呈现更大的综合趋势。本文从历

史、哲学、社会的多维视角 ,指出与 STS关系密切的科技史、科技哲学、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 ,都是理解和反思科学

技术的重要分支 ,仅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科技与社会研究 ,将顺理成章地发展为以整个现代科技为对象的科学技

术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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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STS 研究现状
当下的科学技术正改变着传统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的关系 ,长期以来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

界探讨的重点和热点。目前对科学技术问题研究的发展方

向及前景 ,是各学术网站及学术刊物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话题

之一。

在美国 ,STS作为一个英文缩写词代表着两种不一样的

说法 ,一是指“Science , Technology and Society”,即“科学技术

与社会”;一是指“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即“科学技

术学”或“科学技术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STS 这

一学科的名称很不统一 ,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习惯以

自身学科的特征来定义。从哲学历史主义立场出发的学者 ,

倾向于采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名称 ;侧重于从事科学技

术哲学研究的学者 ,将其称之为“科技哲学”而不是“科学

学”;20 世纪 90 年代 ,人们又在使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

础上 ,逐渐采用“新科学学”的名称。在近 20 多年的百家争

鸣之中 ,很多学科在许多研究问题上是重复的 ,作为“科技与

社会”的 STS停留在“研究领域和问题”上。

其实 ,与 STS关系密切的科学史、自然辩证法 (科技哲

学) 、科学学、科学社会学、SSK等 ,虽然分属不同的母体 ,但

都是从历史、哲学与社会的多维视角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

层次研究科学技术整体 ,是理解和反思科学技术的重要分

支。我们有必要在科学技术史的广泛背景下 ,立足于当今社

会发展的总框架 ,以科技哲学为灵魂 ,以科学技术社会学为

主要内容 ,结合国家科学技术政策进行研究 ,使科学技术学

STS完善成一门横断性的新兴交叉学科。

二 　多维度多方位的 STS 研究门类

1.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科学技术 ———科学史 ( History of

Science)

马里奥·邦格认为 ,在研究科学的诸学科中 ,科学史是老

大哥。“最早出现的科学元研究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远溯

可到弗兰西斯·培根 ,近可追溯到 19 世纪的孔德 ,真正作为

有建制的学科是在 20 世纪。”[ 1 ]在传统的科学学产生以前 ,

对科学的研究大多分散在各类人文学科中孤立进行。科学

史这种科学自我认识的最初形式 ,不仅开辟了历史学的新天

地 ,而且成为科学自觉反思的开端 ,这门关于科学发现历史

结构的学科成为研究科学诸学科的基础。

研究科学技术史 ,能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科学技术发展

的总趋势 ,有助于确定各部门科技发展的方向。国际上许多

知名学者 ,如贝尔纳、李约瑟、库恩等 ,都先后转行研究科学

技术史 ,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20 世纪 20 年代 ,科学史从历

史学的母体中脱胎而出 ,成为独立的学科 ;50 年代 ,哈佛大学

建立了“科学史系”。

但由于科学发展的历史既有确定性 ,又有不确定性 ,其

不可重复性使我们可以了解科学家过去是怎样做的 ,却无法

重复他们的工作 ,“曾经怎样”不等于“应当怎样”,这种古今

不一致性说明科学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逻辑 ,科学史研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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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运用方法论的手段。于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开始

对科学家行为、科学的社会和经济效果进行研究 , 20 世纪 20

- 30 年代 ,作为学科的科学哲学应运而生 ,开始探讨、分析和

研究自然科学史中的哲学问题。70 年代 ,剑桥大学等建立了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哲学家的智慧 ,与历史的反思在这

里相得益彰。

2.从哲学的尺度探讨科学技术 ———科技哲学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ilosophy)

一百多年前 ,恩格斯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 ,其初衷

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泛滥 ,强调辩证法不

仅在社会生活、人类思维中起作用 ,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同

样有效。它侧重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 ,对科学的划界、

科学探索及科学的基本概念方法有深刻研究 ,其本质是研究

自然科学本身。中国自然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注定了

它在中国的政治角色和政治功能 ,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

政策学兼而有之 ,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 :自然观、方法论和

科技观。

于光远先生多次指出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大调整的时

代。他主张 ,自然辩证法这个包括许多学科的大口袋 ,要研

究这个时代中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发展等问题。[ 2 ]随着

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的飞速发展 ,由恩格斯开创的自然辩证

法 ,已不仅要考察自然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在矛盾 ,

更要考虑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影响和行为。[ 3 ] 20 世纪 80

- 90 年代之交 ,“自然辩证法”改名为“科技哲学”。应该肯

定 ,传统的科技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科学方法的

合理重建等 ,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认识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

献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但仅仅从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显然是不

够的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传统的科技哲学的定位具有

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科学同时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 ,

现代的科技哲学研究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

学的各个分支领域 ,正由先前的抽象层次逐步转向具体层

次 ,由强调科学活动的规范性作用转变为反映实际科学活动

的本质。“科技哲学名为哲学的二级学科 ,实则无所不包 ,学

科名实之间向来严重冲突 ,以致学科建设举步维艰。”[ 4 ]科技

哲学目前依然处于边缘性社会地位的现实 ,在建制中因缺乏

一致性而陷入“连续性开始的悖论”之中 ,想要在原有的基础

上进行深入研究障碍重重。“实际上 ,确有一些与科学技术

有关的根本性问题是只从科学观、科学哲学 ,或只从技术观、

技术哲学所难以说明的。”[ 5 ]

科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 ,但它本身又属于社会

科学范畴 ,与专业科技人员的松弛结合 ,使科技哲学研究人

员不能及时快速地吸收科学技术前沿的新成果新思想 ,一些

领域的研究无法深入。科技的日新月异与社会的飞速发展 ,

需要我们用新的思维模式与新的方法对自然与社会作出新

的注解 ,就学科自身建设而言 ,我们可以通过学科交叉使得

科技哲学的研究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 ,STS 研究体现了一种

新的视角 ,也可以说是科技哲学跟踪社会的一种现代形态。

3.从社会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 ———科技与社会 ( Sci2

ence , Technology and Society)

科学技术与社会是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在欧美发展起

来的 ,由于它代表了科技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的

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克服了传统工业文明的深层次矛盾 ,因

而发展迅猛。从社会视角来研究科技的 STS ,与从认识论层

面研究科技的科技哲学 ,互为补充。

(1) 科学学

科学学的产生 ,与科学史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其

早期研究者多是科学史家或自然科学家 ,依赖于自然科学史

所提供的史料 ,随着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越深入揭示自然科学

发展的规律越深刻 ,科学学从中获益越丰。

科学学产生的另一个源泉 ,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马克

思、恩格斯率先考察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同

时也分析了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条件对科学技术的反作用 ,

其关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有力杠杆 ,是最

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论述 ,对科学学的产生和发展以思

想的启迪和研究思路的昭然。

当我们把门类繁杂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

体 ,考察研究科学总体发展的规律以及它与社会其他因素之

间的内在联系时 ,就形成了科学学。1926 年 ,波兰社会学家

兹纳涅茨基首创“科学学”一词 ;1931 年 ,原苏联科学史家革

森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写的《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文为科学学的萌生奠定了必要基础 ,科学史研究开始由传

统的内史研究转向外史研究 ;1939 年 ,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

出版科学学领域的第一部基础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第一

次详细提出一系列科学学研究课题 ,对科学学后来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影响。

(2)科学社会学

与科学学同时酝酿产生的 ,是科学社会学。两者产生的

历史背景大体相同 ,但并非等同 ,科学社会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以默顿为代表的狭义的

科学社会学 ,和以贝尔纳为代表的广义的科学社会学 ,是科

学社会学历来存在的两种研究传统。前者以专业的社会学

家为主体 ,以社会学的理论为指导 ,运用社会学的概念、范畴

分析问题 ;后者不仅有各学科学者的广泛参与 ,还包括哲学、

史学、计量学、情报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的不同取向。正是如

默顿、贝尔纳等大师的不懈努力 ,科学社会学培养起重视科

学与社会之间关联的自觉意识 ,50 - 60 年代西方科学社会学

迅速成长。

有人把科学社会学作为科学学名义下若干专题中的一

个 ,有人把科学社会学视为科学学的同义词 ,也有人称之为

“科学的科学”、“科学的社会研究”等。[ 6 ]我们认为 ,科学社会

学是运用自然科学理论、技术科学及方法 ,探讨和研究社会

各个领域的问题及相互关系的总称 ;而研究自然科学的内在

矛盾、整体科学的本质、自然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 ,

应该是科学学的研究范围。其实 ,关于科学学与科学社会学

的关系问题 ,是一个“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问题 ,其看法归

属虽各有异同 ,但都是对科学从社会的视角进行研究。

从这个视角展开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弥补科学史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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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局限性 ,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

但同时 ,科学社会学也有自身的限度。它在自主运用科学及

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知识上相对乏力 ,从而难以准确有效地

选择、改造和移植社会学的理论来重构科学社会学的知识体

系。如果对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一个整体透视 ,一个共同的不

足是缺乏与科学技术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社会、政治、文化

变迁的敏感性 ,这使得我们的研究往往给人滞后的感觉。

(3)科学技术政策研究

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向科学界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从

科学技术的选择、中试的组织到科技成果进入生产和市场的

一系列活动 ,都受到社会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制约 ,这就要求

STS研究在更广的层次上与之适应 ,研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

规律以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及政策 ,并向规范化和成熟化方向

发展。

二战以后 ,由于政府的大量资助和大规模研究计划的出

现 ,发展了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科技政策成为一个专业性

术语并被科技发达国家共同采用 ,源于 1963 年联合国在日

内瓦召开的科学技术会议。它是指国家为科技活动的投入、

运作、产生、转化各环节进行调控而建立的有计划、有组织地

推进知识生产的科技方针及体系。60 - 70 年代 ,科学技术政

策研究逐步体制化 ,80 年代趋于成熟 ,出现了许多新的科学、

技术和公共政策方面的机构。90 年代以来 ,科技政策日趋成

熟 ,将科技政策的存在与活动统一起来把握的整体方法已成

为科技政策研究的行为规范。虽然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未知

领域 ,其中充满不可预测性 ,但是根据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

的发展趋势 ,仍然可以在宏观上加以规划。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对科学技术的其它方面的研究渐

次展开 ,如研究科学家认知和心理活动的科学心理学、研究

科学的美学因素的科学美学、研究科学家语言的科学语言

学、研究科学技术投入产出的科学经济学等 ,都对科学技术

的自我认识作出了贡献。

三 　走向融合的科学技术学 STS

科学史、自然辩证法 (科技哲学) 、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

学科间内容的承续、交融和移植 ,表明对科学技术问题研究

的内部历史、逻辑的关联。在经历了多学科并列阶段与交叉

学科阶段之后 ,“仅以自然科学为对象的科技与社会研究 ,顺

理成章地发展为以整个现代科技为对象的科学技术学研

究 ,”[ 7 ]而“科学的科学”、“科学的社会研究”、“SSK”等 ,都不

过是作为“科学技术学”的 STS 的一部分。这就如同对一件

工艺品的研究 ,科学心理学可以研究创造者的动机和寓意 ,

工艺美术学可以研究它的结构造型 ,科技哲学可以把它作为

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来研究 ,不同学科的相互补充使人对这

一工艺品的认识更加全面完善。在现代科学日趋综合化、整

体化的背景下 ,当今和未来的科学技术在微观层面加速分化

的同时 ,在宏观层面上呈现更大的综合趋势。70 年代末 ,作

为“科学技术学”(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 的 STS 在美

国出现。

从科学技术学的发展形势来看 ,单纯作哲学已有不便 ,

科学技术学固然以哲学思维见长 ,但它切入问题的角度复杂

多样并非纯“哲学”式的。科学技术学这门跳出了以往小交

叉的范畴、以“无所不包”的大交叉气度所体现出的横断性特

征 ,使它“既不同于科学学也不同于技术学 ,它是把科学技术

作为一种有机的生命系统 ,对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研究和系

统反思。”[ 8 ]以美国康奈尔大学为例 ,它在 20 世纪 50 年代建

立起科技史计划 ,又发展起一部分科学哲学 ,70 年代建立起

科技社会学和政策学 ,90 年代汇合成“科学技术学”。如同其

他学科一样 ,科学技术学可以分为理论和应用两部分 ,前者

是描述和分析 ,说明科学和科学家的活动方式 ;后者是综合

和规范 ,研究如何使科学满足社会的需要。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 ,21 世纪是一个逐步走向科学技

术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代 ,决定该时代特点的是生产的技术

方式和社会方式 ,只有从科学技术和社会两个方面才能全面

揭示一个时代的特点。科学技术学的建构与发展在当代具

有客观必然性 ,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是科学技术学的一大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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