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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以《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俄文杂志为依据 ,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试图得出俄罗斯科学史走向

特点 ,并且尝试对其进行原因分析。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 ,一是希望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二是以期能引起国

内学者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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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 ,自从成为独立的一门

学科以来 ,发展非常迅速 ,科学史对于人类道德进步和智力

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是现代人文精神不可缺少的建构

因素。正如苏联著名科学家瓦维洛夫 (С·И·Вавилов) 所说 ,

“科学史丰富了科学家的思维 ,促进现代科学和技术理论的

精确及发展 ,方法论问题的转换 ,它以自然知识的方法和批

判分析的独特方式著称。”[ 1 ]各个国家科学史的发展都是世

界科学的一部分 ,对于俄罗斯科学史的研究 ,不但能够使我

们从总体上了解俄罗斯科学发展的进程 ,从中也可看到世界

科学发展的脉络。

一 　《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统计与分析

(一)期刊简介

1. 期刊宗旨

《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是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和技术

史研究所对外发行的杂志。这本杂志主要介绍各个领域科

学史的进展及俄罗斯科学现状等 ,主要栏目有科学史、技术

史、科学方法论、世界科学等。该杂志反映了俄罗斯科学史

最新的成就和理论发展动态 ,在俄罗斯国内和国外期刊中具

有较大的权威性 ,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成为

弘扬俄罗斯科学成就、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的综合性科学史刊

物。杂志从 1980 年创刊 ,书刊式版本为季刊 ,容量从最初的

每期 700 页左右扩充为现在的 800 页左右 ,至今已经发行了

96 期 (截止到 2004 年底) 。2000 年是杂志的 20 岁生日 ,经

过 20 年的努力 ,该杂志已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以其丰富的

内容、新颖的学术观点和严谨的学风 ,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 ,

是弘扬俄罗斯科学成就的主要刊物之一。杂志总编阿辽尔

认为 20 年时间改变了一切 ,其中包括“科学传统性质及其主

要思维 ,科学应用甚至科学社会地位的转换的范围”[ 2 ] 。杂

志的很多合作者都是科学史、技术史的国际组织成员、国际

奖章、奖金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

先生在 2001 年的第 3 期发表的“21 世纪科学史展望”一文 ,

引起了很大反响。

2. 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概况

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成立于 1932 年 ,其前身是 1921 年

的知识历史委员会。在 1932 年 2 月 28 日科学院全体会议

上宣布知识历史委员会改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历史研究所 ,当

时所长是 Н·И·布哈林 ,主要任务是 :“在马克思列宁学说基

础上研究其他国家从古到今的科学和技术。”[ 3 ]下面设 6 个

部门 : Н·И·瓦维洛夫院士领导农业部门 ;科学院自身发展的

历史由 С·Ф·奥尔登堡主持 ; Б·А·凯勒院士领导生物学史 ;

В·Ф·米特凯维奇院士负责技术史 ;Б·И·门舒金和 Т·Р·克拉

维茨负责化学史 ;С·И·瓦维洛夫负责物理学和数学。由于

这些大多是著名的科学家 ,因此 ,研究所当时研究的领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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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科学为主。这些科学家在 1936 年 - 1938 年的政治斗

争中 ,被污蔑为“反革命组织成员”、“人民的敌人”,并“对他

们实行从精神上压制 ,从肉体上消灭 ,”[ 4 ] 1953 年 ,这个所注

册为“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和技术历史研究所”,1991 年研究所

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的名字命名。

《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创刊封面及目录封

　　技术所现在的职责不仅是分析发明、历史、技术、科学活

动的影响 ,而且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 ,对技术哲学、工程

活动、科学学的研究也是主要的方向。现在所里有 200 多位

科研人员 (其中 39 位博士 ,104 位副博士) ,有 6 个部门加上

圣 - 彼得堡分院 ,17 种专业的精英汇集这里 ,他们的研究几

乎囊括所有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的科目。1996 年又成

立了网络中心 ,现在各行业、各国的交流通过网络就可以进

行了。

(二)对杂志内容的统计与分析

1. 统计的研究方法

计量研究方法是一种受社会学、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

学影响而逐渐兴起的一种定量方法 ,本文主要用这种方法进

行统计分析研究。

2. 内容统计

(1)论文总数统计 :统计科学史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 ,

以突出科学史的份量。杂志从 1980 年 - 2003 年 23 年间共

发表论文 1540 篇 (截止到“编辑部来信”栏目之前) 。比例如

下 :

表 1 - 1 杂志历年论文数目

年代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论文 95 88 86 86 84 85 90 71 66 69 84 69 63 68 56 58 40 35 37 46 39 48 33 44

总数 132 137 134 116 128 129 133 120 107 101 109 109 99 98 83 83 75 63 70 73 73 80 78 74

比例 % 72 64 64 74 66 66 68 60 62 68 70 63 64 69 68 70 53 55 53 63 53 60 42 59

图 1 - 1 　研究论文所占论文总数比例图
88



　　由表 1 - 1 和图 1 - 1 可以看出 :科学史的研究比例从

1996 年以后略有下降 ,但仍超过 50 %以上。发表论文数目

下降 ,是与当时苏联思想界的变化、政治动荡有一定的关系。

从 1992 年开始 ,国家缩减了对科学院的拨款 ,使“基础科研

处于最严重的状态 ,科学工作者灾难性地贫化”[ 5 ] 。1990 年

是论文比例高峰 ,2002 年是论文比例低谷 ,试析如下 :1989

年的东欧剧变对苏联影响很大 ,“俄罗斯思想理论界出现了

‘史学危机’、‘哲学贫困’”[ 6 ] ,这方面的文章也相应增加 ,因

此 , 1990 年出现了高峰。普京当选总统以后 ,“怎样接受历

史遗产”、“怎样纠正一边倒”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人民的广

泛关注。一些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提出一些新

的理论模式来探讨国家的发展问题 ,以 2002 年最多 ,因此在

2002年出现了低谷。从上面给出的两个表可以看出 ,在

1995 年之前 ,比例始终占到 60 %以上 ,从 1996 年以后略有

下降 ,但仍超过 50 %以上。

(2)论文分类统计 :在这类统计中 ,将内容按照学科、年

代、主题进行分类统计 ,以凸显科学史研究的走向。

首先 ,按学科进行统计分类 ,其统计情况如下表和下图 :

表 1 - 2 研究论文内容学科分类统计表

年代 数学 科学学 物理学 生物学 地球科学 医学 科学技术 哲学 其他 小计

80 - 83 16 98 75 9 23 9 21 9 97 355

84 - 87 27 95 26 17 25 2 30 10 78 330

88 - 91 7 72 38 10 13 7 35 11 95 288

92 - 95 14 82 19 5 4 3 18 6 94 245

96 - 99 6 67 13 5 4 2 6 3 52 158

00 - 03 9 51 21 4 7 5 9 1 57 164

图 1 - 2 研究论文内容学科分类统计表图

　　在历史的同期 ,物理学史和科学学的研究多于其他学

科 ;在不同时期 ,物理学史的研究起伏比较大 ,科学学的研究

比较平缓 (表 1 - 2 和图 1 - 2 可以看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到 21 世纪初 ,各学科史的研究论文总数呈下降趋势 ,我们以

每 4 年为一个单位进行统计可以看出 ,直到 2000 年 - 2003

年这个时间里 ,发表的论文总数才有所回升。

具体到单一学科史 ,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又有所不同。物

理学史研究包括量子力学史、电磁学史等内容 ,如阿列克谢

夫的《量子学理论》具体研究的是量子学史 ,发表在 1981 年

第 2 期上。物理学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取得了大量的研

究成果 ,相对于其他学科史来讲成就是突出的。这正是苏联

与美国展开军事竞赛 ,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时期 ,大量的研究

是围绕这方面展开的 ,而且这方面的一些研究走在了世界的

前面。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尽管物理学史的研究比其

他学科史的研究要多一些 ,但再也没有出现像 80 年代初期

那样的辉煌成就。

在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史中 ,地球科学史、数学学科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成就也较突出。地球学科史的研究包括地

理学史、地质学史、大地测量学史等等 ,如达拉索夫在 1981

年第 1 期《地质科学史的现状和当前任务》一文中详细介绍

了苏联地质学史的发展状况。数学学科史也有很多成就 ,对

其研究包括逻辑等内容 ,1983 年第 4 期瓦西里耶夫在其论文

《谈三角形》里介绍了关于几何学史的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

以后 ,在世界科学史的研究中出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方面

的内容 ,而且有了从内史向外史过渡的萌芽 ,在这一世界学

术背景下 ,苏联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研究方向的内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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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涉及到科学人物、科学组织、科学教育、科学与经济

等方面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该国科学史走向。

另外 ,从表 1 - 2 中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对于技术史方面

给予很多关注 ,涉及到机械制造技术史等内容。医学研究包

括药物学史等方面。生物学史研究有生物化学史、心理生物

学史等方面。相对于以上分析的学科史而言 ,医学史与生物

学史的研究比较薄弱些 ,这是否可以看成是李森科事件对这

些学科史发展的历史影响。

其次 ,按照不同主题进行分类 ,又可以获得如下统计表

格和图形 :

表 1 - 3 　研究论文内容主题分类统计表

年 代
科学

哲学

科学

与社会

科学

思想史

科学

与教育
专题史

科学

方法史
国别史 学科史 其他 小计

80 - 83 8 16 31 25 110 7 26 66 66 355

84 - 87 10 15 29 31 80 8 8 61 88 330

88 - 91 32 9 22 24 25 5 11 51 99 288

92 - 95 3 30 18 18 57 16 9 28 66 245

96 - 99 3 25 15 20 44 12 8 15 16 158

00 - 03 1 27 16 17 43 15 7 18 20 164

图 1 - 3 研究论文内容主题分类统计表图

　　从表 1 - 3 和图 1 - 3 可以看出各类论文的总数总体上

随着历史的进程呈下降趋势。从各主题的统计情况看 :科学

哲学方面的研究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研究内容在各个时期是

不同的。80 年代以研究自然科学史为主 ,如物理哲学史、数

学哲学史、化学哲学史等 ,90 年代研究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和

科学人物方面的成果较多一些。科学与社会在 80 年代初期

主要研究科学各学科史本身进化的过程 ,如科学的起源 ,各

个学科史发展过程 ,从 90 年代开始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关于科学与经济、科学与文化、科学与军事等方面的

研究 ,并且有上升的趋势。科学与教育研究的内容有大学的

介绍、学校里课程的设置、教育传统等内容 ,随着年代的进

程 ,对科学人物、科学知识学的研究相对多了起来。科学与

思想史主要是介绍学科发展史和科学家思想史 ,这方面的研

究成果是逐渐增加的。

专题史的研究一直是被关注的重要内容 ,以学科史和人

物史的研究为主 ,如物理学史、地球化学史等。人物史注重

对人物传记的研究 ,在专题史 359 篇论文中人物史占 75 篇 ,

其中介绍俄罗斯科学家的有 60 篇。国别史栏目中 ,以前着

重介绍苏联各个国家和中亚的科学史及理论动态 ,现在研究

较多的是西方的科学史发展状况 ,研究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

可以看出俄罗斯科学史注重对发达国家科学的研究。

再次 ,以断代史内容为标准 ,将论文进行分类统计 ,可得

出表 1 - 4 和图 1 - 4。

从表 1 - 4 可以看出 ,研究 20 世纪俄罗斯科学史方面的

表 1 - 4 研究论文内容断代分类统计表

年 　代 古俄罗斯 中世纪 16 世纪 17 世纪 18 世纪 19 世纪 20 世纪 21 世纪 其他 小计

80 - 83 3 17 4 4 22 77 137 - 91 355

84 - 87 1 15 1 5 12 45 123 - 128 330

88 - 91 3 8 - 2 9 33 112 - 121 288

92 - 95 2 9 1 5 6 30 82 - 110 245

96 - 99 1 10 - 8 8 25 60 - 46 158

00 - 03 3 2 5 6 9 29 62 1 47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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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4 研究论文内容断代分类统计表图

科学论文 576 篇 ,其他依次为 239、66、36、11、11 篇。关于 20

世纪的论文最多 ,其次是 19 世纪的 ,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俄

罗斯科学发展的成就 ,也说明俄罗斯科学史关注近现代科学

史的研究。是因为科学本身发展的特殊性。16 世纪俄国 ①

曾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17 世纪时彼得大帝

进行改革 ,并引进西方科学和技术 ,发展工业经济 ,建立近代

教育体制。18 世纪 ,俄国才产生了自己的科学家 ,如罗蒙诺

索夫在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建树。19 世

纪俄国的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时教育事业也有了新的起

色。1804 年 ,莫斯科大学进行改组和重建 ,此外还创立了一

些新的大学 ,这些大学对于俄罗斯科学的发展直接起了推动

的作用。

俄国经过前几个世纪的科学积累 ,到 19 世纪终于结出

了硕果 ,1826 年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独立完成了非欧几

何理论 ,1869 年门捷列夫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 ,这些成就

的取得使俄国成为世界科学研究中心之一。20 世纪俄罗斯

出现了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的科学家 ,如创立条件反射概念

并于 1904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巴甫洛夫 ,物理学家约飞、卡

皮查、库尔恰托夫 ,化学家谢苗诺夫 ,数学家科尔摩哥罗夫 ,

领导苏联氢弹研究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等等。通过上面

的简单分析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科学主要在近代后期才发展

起来的 ,所以 ,俄罗斯断代史研究的重点在近现代。

二 　俄罗斯科学史研究走向

(一)研究涉及范围广

俄罗斯科学史的研究设有自然科学史、科学学、科学史、

技术史等几个大栏目 ,在每一个大的栏目下 ,对各个门类进

行研究。数学学科史研究包括逻辑学史、几何学史等。科学

学涉及人类学、教育学等内容。物理学史研究包括力学史、

热学史等。生物学史研究包括动植物学史、生物化学史等。

地球科学史研究包括地理学史、地质学史、矿物学史等。医

学史包括生理学史、药物学史、遗传学史等。科学技术史的

研究包括计算机科学技术史、机械制造学史等。即使在同一

个栏目下 ,对科学史的各个方面也都有研究 ,从不同方面、不
同角度了解科学 ,使科学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都呈现在我们

面前。如在技术史栏目中有大到关于空间技术史的研究 ,小

到生活技巧技术史的研究 ,1982 年第 2 期中有人造脂肪技术

及 1998 年第 3 期中俄罗斯古老山地缆车技术的研究介绍。

(二)注重对近现代史的研究

俄罗斯科学史由于科学独特的发展历程 ,研究重点放在

近现代史上。俄国 17 世纪开始引进西方科学 ,18 世纪才有

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本国科学家。19 世纪“在苏维埃以前的

时期 ,俄国人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方面 - 非欧几里

得几何学、周期表的确定形式和条件反射理论”[ 7 ] ,使俄国成

为世界科学发展中心之一 ,20 世纪初有些领域的研究成果

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特别是在物理学和数学方面成就更为

突出。这样一种科学发展历程决定了俄罗斯科学史研究以

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为主要内容 ,如 1988 年第 3 期中列格列

尔的论文《现代地质学的演化史》研究的是现代地质学史 ;

1991 年第 2 期《化学元素的发现 :过程和结果》研究的是近代

化学史。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中 ,20 世纪科学史居首位 ,其次

是 19 世纪科学史 ,再次是 18 世纪科学史 ,科学史的研究重

点依次递减 ,说明俄罗斯科学史研究及时反映了科学研究发

展的最新动态。

(三)注重于物理学史和数学史的研究

这两门学科史在俄罗斯研究传统中一直很有优势 ,物理

学科史在 20 世纪的成就就很引人注目 ,低温超导史、核物理

史、航空技术史等自然科学史方面的研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

位 ,18 位诺贝尔获奖者中就有 8 位是获物理奖。虽然数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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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章统计资料内容涵盖苏联以前、苏联时期、现在的俄罗斯国家的科学成果 ,由于国家政权更迭 ,称谓不一 ,为统一起见 ,

继续沿用历史上的称谓。因此 ,这里用俄国这个名称 ,其他类似情况不再说明。



认为是“俄罗斯的树干痛苦地和艰难地嫁接在外国的树根

上”[ 8 ] ,但这门学科史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罗巴切夫斯基、

奥斯特罗格拉德斯基和车比雪夫在 19 世纪初就已巩固了俄

罗斯数学的地位 ,罗巴切夫斯基发明的非欧几何理论“完成

了自欧几里得时代以来使几何学家们困惑难解的一次基本

概念的飞跃”[ 9 ] 。被誉为“数学中的诺贝尔奖”- 菲尔兹奖是

数学界的大奖 ,苏联谢尔盖·彼得洛维奇·诺维秩夫在 1970

年获此奖项 ,是苏联第一个获此奖的人 ,至今苏联和俄罗斯

已有 6 人获此大奖 ,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数学的实力 ,至今

“莫斯科大概是数学英才最集中的城市”[ 10 ] 。如此可以看出

俄罗斯科学史对于物理学史和数学史的研究 ,是在向世界展

示最新的物理和数学成就。

(四)注重对科学外史的研究

俄罗斯自然科学史成就很高 ,但俄罗斯科学史并不仅仅

局限于对这些学科史本身的研究 ,同时也注重科学与其他交

叉学科的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则是科学发

展的趋势 ,“在 20 世纪 ,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 ,甚至可以说更

加强大了。”[ 11 ]如 20 世纪 80 年代物理学和数学取得辉煌成

就的同时 ,物理哲学史、数学哲学史学科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科学外史研究方向主要有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经济、科学文

化等方面 ,从前面学科统计中看到 :在学科史统计中科学学

的研究成果一直呈上升趋势 ,在主题统计中科学与社会、科

学与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 ,说明了科学史研究很重视

外部环境研究 ,此研究包括科学与教育、科学与经济等方面。

国际科学史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由内史转向外史 ,

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科学史的走向与世界科学史的走向在

这方面是一致的。

(五)注重对人物史的研究

人物史研究一直是俄罗斯科学史的重点 ,除此之外在科

学思想史栏目中 ,关于科学家及其思想史的研究很多。人物

史介绍俄罗斯科学家的有 60 篇 ,关于罗蒙诺索夫的文章很

多 ,其他如维尔纳得斯基等科学家也有介绍。在门捷列夫诞

辰 150 周年时 ,1984 年全年专题史一直集中在对门捷列夫的

研究上。除了这些我们熟悉的人物外 ,还有对其他一些科学

家的研究 ,如土壤学家道库恰耶夫、地质学家费尔斯曼等。

80 年代后期 ,布哈林、瓦维洛夫、萨比宁等一批遭斯大林迫害

而死的科学家事迹引起人们的关注 ,期刊予以及时介绍。同

时期刊对国外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麦克斯韦、居里等科

学家也有大量的研究。

(六)注重国外科学史发展动态

俄罗斯科学史的研究是在世界科学史研究的背景下进

行的 ,因此对国外科学史最新成就、理论动态都极为关注 ,并

专门开设了世界科学栏目 ,介绍世界科学的成就。对于 20

世纪的克隆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 ,杂志上也有系列研究 ,并

围绕此话题展开了伦理方面的争论。此外 ,对国外的教育模

式、建筑风格、同行期刊、专业书籍的发行都有详细的研究。

三 　原因分析

1. 科学史研究传统具有持续性

尽管现在俄罗斯国内局势有所好转 ,但仍然存在经济失

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不安稳社会因素。由于缩减

科学院的拨款 ,使得科研人员工资下降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

下 ,俄罗斯科学史研究仍在关注国外科学史领域最新动态和

国内科学史最新成果 ,科学史研究始终持续着 ,这表明科学

史的研究传统已经形成 ,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意外事件影

响继续进行科学研究 ,科学史研究传统持续性很强。

2. 研究机构健全

俄罗斯科学研究机构分为国家科学院、大学里的研究机

构、部级工业研究所及工厂里下设的科学试验机构等。目前

俄罗斯科学院是俄罗斯最大的研究机构 ,是全国的科学研究

中心 ,“在本国科学和世界科学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同

时 ,在造福于人民利益的新型项目研究中 ,科学院有权骄傲

自己的成就。”[ 12 ]虽然现在科学院的研究设施有待于改善 ,

但科学史研究一直没有中断 ,正是因为科学研究机构的存

在 ,才使得研究所的科学史研究人员能继续关注国外科学及

科学史界的发展 ,及时了解国内学界的思想动态。

3. 开展学术交流 ,扩大期刊知名度

期刊很注重吸收国外成果 ,经常刊登国外学者的文章 ,

同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经常邀请一些国外学者、论文作者

来作客 ,进行学术交流。科学家玻尔曾两次被邀请 ,中国科

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于 2001 年也到此进行过交

流 ,并制定了“科学史和技术史从 2001 年 - 2006 年的工作研

究计划”[ 13 ] ①。这些交流对科学史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期刊还经常刊登科学史会议方面的通知 ,发布论文征稿

通知 ,并派学者出席大会。俄罗斯科学史界在关注国外科学

发展动态的同时 ,也积极走向国外 ,与国外同行建立合作关

系。俄罗斯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与美国的科学史学会、法国

的科学和技术史研究中心都有密切往来 ,2003 年研究所所长

来清华大学讲学 ,给中国科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信息。

4. 科学受政治影响

科学发展是受政治影响的 ,而苏联受政治影响要比其他

国家更明显、更深刻。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 ,“斯大林模式”对苏联各个领域影响都很大 ,体现在科学

上就是“斯大林思想”占统治地位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肃

反大革命”将这种意识的统治威力发挥到了极点。一切科学

的发展、进步都要冠以“政治”的帽子 ,“符合当时思想观点的

言论及理论就是进步的科学 ,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观点 ,

就是‘资产阶级’或‘唯心主义’的科学 ,”[ 14 ]这样的科学活动

马上要停止 ,完全不遵循科学发展规律。苏联的遗传生物学

是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这之前的苏联遗传生物学在世界上很

有威望 ,但这段黄金时代很快就被李森科主义给埋没了 ,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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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计划包括四方面 :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在 20 世界 50 年代的具体状况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技术仪器和手段 ,20 世

纪 50 年代苏联转移中国的技术 ,中世纪中国、中亚和西欧的数学研究往来。



到毁灭性的打击。由此看出 ,将政治强加给科学的做法 ,不

但毁了一代人 ,而且毁了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氛围。

5. 文化对科学的影响

俄罗斯文化兼具东西方特色 ,由于“科学系统具有特定

的文化功能 ,对文化系统产生明显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 ,科学

系统又受文化系统的制约 ,以文化系统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

的外部环境条件”[ 15 ] ,从而使科学也具有了相应的两重性。

俄罗斯的科学在 13 世纪以前是欧化阶段 ,13 世纪 - 15 世纪

时候是亚化阶段 ,从 15 世纪以后是再次欧化阶段。

13 世纪以前的俄罗斯从拜占庭吸取了关于科学的最初

知识 ,为以后俄罗斯科学的发展起了铺垫作用。13 世纪 - 15

世纪亚洲的科学开始进入俄罗斯 ,期间医学水平非常发达。

17 世纪彼得大帝进行改革 ,使西欧的科学真正融入了俄国

的社会生活 ,科学史关注的重点又回到了欧洲部分。如前面

分析的那样 ,19 世纪和 20 世纪俄罗斯科学在世界上取得了

很多成就 ,是俄罗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各个时期的科

学史都是俄罗斯科学史的一部分 ,这三个时期的科学史在俄

罗斯科学史研究中都有反映 ,研究的内容是随着历史进程而

增加的 ,在再次西化的过程中 ,以 20 世纪科学史为研究重

点 ,“20 世纪是科学研究和科学史无前例协调的世纪”[ 16 ] 。

以上是影响俄罗斯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所

受影响还有很多 ,如科学的传播与创新、社会需求对科学的

影响、国家政策对科学的牵引作用等 ,在这里就不作过多的

阐述。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魏屹东老师特赠送专

著《爱西斯与科学史》,对作者论文思路有很大帮助。此外 ,

内蒙古大学哲学系任玉凤老师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刘兵老师、鲍鸥老师在论文的写作中

也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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