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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研究转向意味着什么 

魏屹东 A／o 

内窖提要 拳文对科学支研究从内史转向外史，从内部思想走转向，卜部社会史，再走向二者的综台这一 

现象．多方位、多视角地进行了反恩。认为科学史研宄转向是其斫克传统的进化，它直接导致了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从而 f电科学史研究方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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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史 研究传统 

纵观科学史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科学史研 

究一般地从内史转向外史，从内部思想史转向外部 

社会史．再走向内外史的缘合。发生转向的探层原 

因笔者己作过一些探讨，⋯但转向意味着什么还需 

作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认为科学史研究转向是其研 

究传统的进化。而研究传统是关于 该研究镊域罔5 

些可以做，哪些不町以做的一套本体论、认识论和方 

法论的信念”。 这样．科学史研究传统的进化问厦 

就自然转变成科学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祁价值观 

念的转变。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 研究对象的转变 

往何-I'1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研究 

对象的改变，无疑会 l起这f】学科研究方向发生变 

化。就像靶子移动会引起瞄准方向改变一样。科学 

史研究转向正是如此。那么，科学史的研究对象是 

什幺?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昵?这正是下面进一步 

要讨论的问题。 

科学史已是一门独立性专门学科 从系统观来 

看，它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演化系筑。有着理论白勺、 

拟经验的、经验的和实在的多个层次-J J。这些不同 

层攻列应着不周的具体历史形态，它们的相互作用 

构成了一个立体网络的结构系统。 

理i台的历史 描述的历史 实在的历史 

(经验的或拟经验的) 

{ 

历史3 历史2 历史 l 

+ + 、 ★ 

科学编史学 科学史 科学的客观历史 

f科学空学) (人撰写的) (人刨造的) 

弼宪 伺 

显而易见，科学史的研究对象为历史 1．郧实在 

的历史或科学的客观历史。而历史 1是过去发生 

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是人刨造舯)，是最 

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是科学史的本体。但历史 l须 

与认识主体人(科学史寡)发生联系才有意义．即它 

必须通过科学史研究人员经过对科学史料或历史事 

实(对历史 l的真实的或近似真的记录)的研究而产 

生效果 这样，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就变为对历史 l 

描述舶科学史料即历史事实．而这种历史事实显然 

具有拟经验性和一定的主观性，饵为它不可避免地 

受到史学家们既有的理论框架、价值标准、选择依据 

和认识趋向等背景固素的“污染”，因而给科学史的 

研究对象蒙上了神秘的复杂“面纱” 但同时也为研 

究对象的演化和转变提供了客观依据。科学史研究 

对象的演化与扩展见下图所示 

综合研究对象 

社会环境 

科学史料 

历史 I(历史实在) 

内史 I(历史事实) 

外史 2 

综合史 3 

可见，科学史研究对象随着科学史 自身的发展 

由内向外演化和扩展，经历丁内史研究对象(史料 + 

历史1)．外史研究对象(内史研究对象 杜会环境) 

和综合研究对象(内史研究对象+外史研究对象)。 

内史指科学知识发展史，其研究对象就是科学 

历史实在(历史 1)．但科学历史实在的表现形式往往 

是记录它的史料(一般是历史事实．第一手或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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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研究人员不能直接面对过去发生的历史 1，只能 

通过史料对其进行研究(当然史料有真伪，这里不谈 

史料真伪及其鉴男 ，这是史学研究 的一个显著特 

征。内史的这种独特的研究对象构成了科学史区别 

于其它相关学科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的特质。 

构成了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石，是科学史研究的起点 

及其发展的生长点。内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 

然会出现新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外史研究。 

外史指科学在社会中的发展史即科学与社会环 

境的互动关系史，其研究对象不是科学的历史实在 

与历史事实(真实可靠的史料)，而是科学外部的社 

会环境因索与科学相互作 用的历史实在与历史事 

实，即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盲而喻，外史 

研究对象要 以内史研究对象作为作 用的基础和前 

提，否则，它便失去作用的对象而变得毫无意义。这 

意味着外史和内史不是彼此独立 的，而是有着内在 

联系和相通的。外史研究尽臂有 “失去科学睐之 

撵”，但毕竟开辟了科学史研究时一个新领域 ，实现 

了科学史研究的第一次转向。 

综合史是指内史与外史的有机统一史，其研究 

对象自然就是内史与外史的研究对象的合二为一。 

它将科学史看作一个整体，是整体意义上的科学史． 

代表了科学史研究发展的方向。综合史的 起意味 

着科学史研究从外史到综合的叉一次转向 

很显然，科学史研究转向从根本上讲是其研究 

对象的演化与扩展的结果，而且在诸研究对象中．内 

史研究对象是最根本、最本质的，是科学史的灵魂和 

核心，外史研究对象是在它基础上前扩展，因此，科 

学史研究必须围绕它来进行。换句话讲，内史研究 

对象是科学史的本体，这一本体不是科学哲学“本体 

论的承诺 ，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事实，它是科学史 

发展和变化的内在根据，是我们应该坚持井贯彻始 

终的东西。 

二 研究方法的转变 

科学史研究对象的变化，决定 了其研究方法的 

转变。相应于内史、外史和综台史。无疑存在着内史 

方法、外史方法和练台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 

方法特别是前两种是对内史研究传统、外史研究传 

统和综合研究传统中运用的方法论的概称，并不是 

一 种具体方法。也即它们是某一研究传统中运用的 

具有共同特征的各种方法的概括和综合 下面详加 

讨论。 

1．内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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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很长历史 中，人们撰 

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内史。采用的方法也基本上是 

编年的、实证和分斩的方法。这些方法统称 为内史 

方法 

1)编年方法。这是一种按人物出现或事件发生 

时间先后进行编史的方法 ，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 

史学方法。对其历史作简单回顾是有意义的。 

在 18世纪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兴起之前 ，科学 

史研究仅处于萌芽时期，对于科学史细致的系统的 

研究几乎还不存在。人们写出的一些科学史著作均 

是学科史或专题史，且是对学科或专题历史的一般 

性描述或人物事件的简单记教，缺乏细致与系统的 

分析。如古希腊的希 波克拉底(1iipoerates)的医学 

史，普洛克劳斯(prceAtts)撰写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史， 

丹麦化学家和医生博里修斯(0·Bc l蠡)于 1668 

年写成的化学史等等。这在科学史研究早期是很 自 

然的，因为一是科学发展还不成熟，研究人员也不 

多，而滞后于科学的科学史研究的人则更少，且写科 

学史的人全是科学寡而非历史学家 这样，科学家 

写出的历史自然会缺乏历史味而偏 重逻辑性；二是 

科学史研究还授有现成的模式和方法可循，一切还 

在探索之中，只能就科学人物或事件本身作出描述。 

因而写出的科学史 自然而然地(不 自觉地)是 内史式 

的，很少考虑到社会环境对科学发展有什幺影响。 

伴J蘧着 l8世纪开始的蛊蒙运动和科学的兴起． 

科学史研究前进了一大步，人们将科学史看作理解 

科学进而了解社会的重要工具。认识到不理解科学 

史。就无法理解科学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但这时期 

的科学史“更多强调对有关课题的编年细节与概览， 

科学史研究的典型做l法是选择某一个已经确立的学 

科或学科分支作为对象，井描述构成了该学科当代 

主题的各种因素是在何时、何地形成以及怎样形成 

的0-[4]这是典型的内史式的、编年和逻辑分析式的。 

沿着这样一种思路写科学史(严格讲是学科史)主要 

仍是科学家自己撰写的。他们开始是在自己的学术 

著作的某个章节中叙述该学科的历史，后来随着科 

学的发展，往往在其著作中专门写出 历史导言”。以 

便将自己的研究置于该学科的历史传统的背景之 

中，旨在强调其独创性和重要性 ，如达尔文韵<物种 

起源>，拉格朗日的数学著作和赖尔的地质学著作中 

都有这样的历史描述。这种依附于专业著作 的“历 

史导言 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仅是一种 

重要文献而己。 

当然，科学家也写出了专门而较系统的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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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如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里的(电学的历史与现 

状 和<关于视觉、光和颜色发现的历史和现状)、法 

国数学家蒙蒂克拉(J·E-Montucla)的<数学史 等 

等。但这些书仍是内史式 的学科史．这种学科史的 

研究传统直到夸 日仍未 中断，其发展趋势是研究得 

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即便是对后来出现的综合史 

(通史)也产生了授为深刻的影响。([4]，Pl1) 

科学综合史的出现是科学史研究史中的重大转 

折 ，但研究方法并投有因为综合而有多大改变，仍是 

编年式的缘合 19世纪英国科学史家惠威尔(W- 

wheweU)的<归纳科学的历史》可看作是第一部综合 

科学史(指通史，不是指内外史的综合)，他试图对归 

纳科学的历史发展作出综合评价，试图以历史为基 

础 ，从历史中引出一种准确的科学方法。但他的综 

合史是从哲学角度写的，是对科学进行哲学的理解 

而写的，且用的文献多是二手资料。这样，他的 综 

台史”与其说是综合史，不如说是综合名称下将各门 

学科史的汇集和堆砌，因而方法基本上仍是内史的 

和编年史的。 

2)实证主义方法。这卒质上是一种哲学分析方 

法，将它首先用于科学史研究的是法国哲学家孔德． 

他从实证主义哲学观出发，强调从总体上研究所有 

学科史．强调统一的科学和统一的、综合的科学史， 

但他对科学史的实际研究仍是实证主义的哲学分析 

式舶，脱离历史实际，缺乏历史昧。 

坦纳里(P-T卸I )这位被萨顿称为“在上世纪 

束本世纪初⋯⋯最伟大的、而且实际上是第一位科 

学史家⋯⋯是最早充分研究科学史的人” j，受孔德 

实证主义观的影响，他将科学史分为学科史和综合 

史，强调科学史不仅仅是许多学科史的一种总汇或 

精炼，它要研究科学的社会环境、各学科间的关系、 

科学家传记、科学的交流和科学的教育等，但从本质 

上讲，他的研究方法仍未完全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 

科学史大师萨顿(G-Satt~~)探受孔德和坦纳里 

思想的影响，创造性地对科学进行 丁深入研究，写出 

了不朽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和创办了科学史综合性 

刊物 璐璐。他的信念是将方法论、社会学及哲学与 

纯史学的观点融合起来，以建立他的最高目标—— 

科学的人文主义科学史观：但萨顿的研究方法如容 

量分析法、引证分析法 和集体传记法世系统分类法 

等均是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分析方法，他的实际 

研究方式与他的信念和 目标相去甚远，因而从本质 

上讲，萨顿的科学研究风格仍是内史式的实证主义 

的编史学方法。 

3)概念分析方法。这是法国内史大师库瓦雷创 

立的一种分析方法。库瓦雷与萨顿同时代 ，对内史 

研究传统及方法论的形成产生了更大影响。从 3O 

年代起，他在代表作(伽利略研究 中开创了“观念 

论 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充分显示了概念分析方法的 

具大魅力。 一这种方法从科学概念人手，对其进行深 

刻的分析，从演化发展中探求科学发展的规律。他 

的科学史观及方法开科学史研究一代先河 ，奠定了 

科学史内史的研究传统。此后的库恩、拉卡托斯和 

霍尔顿等受到库瓦雷的影响，也主张在科学史研究 

中广泛运用概念分析方法。所不同的是，库 恩将这 
一 方法称为内部史分析方法，拉卡拉斯称 为内因史 

分析方法，霍尔顿称为基旨分析方法。 在内史研究 

传统下，产生了许多出色的研究成果，如萨顿奖获得 

者的成果多是内史式的 足见，内史研究传统及其 

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外史方法 

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内史研究传统只是当本世纪 

初出现外史论的观点及其历史分析方法和以这种观 

点为指导运用其方法而写 出外史科学史著作后，内 

史传统及方法才受到挑战，内史与外史的区别才出 

现，人们才开始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对立起来。 

外史论认为社会环境因素对科学发展的方向和 

速度有影响，主张在进行科学史研究时 要把科学的 

发展置于更复杂的社会这一大背景中 外史观点的 

逐渐兴起，形成了外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传统，同时 

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即以历史观为指导的 

外史方法，外史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方法 ： 

1)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这是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科学的发展史的方法。第一位持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史家是德国有机化学家肖 

莱马，他的(有机化学的兴超和发展’(1885)可 说 

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写成的科学史。在 

这部著作问世后近半个世纪的 1931年，苏联物理学 

家黑森(msse．)在英国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 

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 

论文，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 了牛顿力 

学产生与发展的时代的经济状况、阶段斗争、哲学背 

景等社会 因素。遮篇论文对外史研究的兴超和外史 

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创了科学史外史研 

究的新时期。此后不久，英国物理学兼科学史家贝 

尔纳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科学史进行了广 

泛而探人的研究，写出了<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 

和(历史上的科学)(1954)等外史著作，分析了科学 

，43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对社会和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被西方科学史家称为 

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 

2)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科学史中的计量分析方 

法主要是受科学社会学、文献计最学和科学计量学 

的影响而在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定量方法，这种方法 

之所以越来越受到科学史家的关注，是因为它在对 

科学进行深^细致的定量化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在科学史研究中最早运用历史计量分析方珐的 
一 般认为是动物学寡科筇(F．J·Cole)和博物学家埃 

姆斯(N·B·F2mes)，他们在 1917年发表的题为(比 

较解剖学的历史：对文献的统计分析)论文中，对 

1543--1860年闻欧洲各国关于动物解剖学的论文进 

行了统计，井据此比较和分析 丁欧洲各国在此期闻 

对比较解剖学的贡献l：(业不同时期的各种研究、论 

文和研究者对解剖学发展的影响([4]，P109)。1929 

年苏联科学家雷伊诺夫(T·J·Ramoff)用历史计量分 

析方{击对18—19世纪的物理学进行了研究，他通过 

文献和物理学发展数目舶统计分折，试图把科学发 

展的涨落和社会经济史联系趄来([4]Pll0)。萨顿 

在科学史研究中经常使用 内容计量分析方法对一 

部科学著作进行分析，试图从整体上查畴该部著作 

对科学描述的情况，它的学生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 

顿将这一方法称为“萨顿算术 。 J受其导师的影响． 

默顿1938年在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 

技武与社会》中广泛运用厨 电计量分析方法 ．对 l7 

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了外部社会、经济、x化 

等环境因素的系统舶分析，这部著作被认 为是科学 

社会学舶开山之作，它对科学史研究也有着重要影 

响 

美国科学史家和科掌计量学家普赖斯(D·J·De· 

s Price)在科学史计量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在 6O 

年代初出版的‘巴比伦以米的科学)和<小科学、大科 

学)中，琵用 计量方法对科学增长作了探^研究，得 

出许多具有启迪意艾的结论。此后，这种方法不断 

得到广泛应用，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在辩学史中 

运用这种方法的确是一种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扩展和 

进步。 

3)历史主义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主义 

研究传统中引伸出的一种方法，主要指在对科学进 

行动态的历史分析中引出符台科学发展规律和实际 

的结论而不脱离实际历史的理性建构的方法。代表 

人物是库恩。他主张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科学史 

研究中引出符台历史实际的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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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反对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所谓理性的逻辑的 合理 

重建”。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对科学外史研究起到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库恩的历史主义分析方珐分为内部史分析方法 

和外部史分析方法。内部史分析方法是对科学知识 

进行动态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外部史分析 

方法是指对科学的社会环境及其对科学 的影响进行 

动态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内部史分析方珐是 

主要的，但同时也承认外部史分析方法也十分重要， 

两种方法是互补的，应结合使用。这为综合方法的 

出现怍了准备。 

拉卡托斯也主张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进行科学 

史研究。他将这一方法分为内因史分析{去和外因史 

分析法。他认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就是内因史分析 

法，而单独运用这种方法是远不够的．因为科学是一 

个整体，应同时运用外部史分析法，才船算得上是真 

正的科学史研究方法。 

3．综合方法。 

随着系统科学的兴起，系统观及其方法论不断 

渗透到科学史研究中，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新方法 ．加之内史方法和外史方法均存在片面 

性，使综合方法(即系统方法)的出现成为可能。在 

这一新方法的兴起 中，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 家均 

做出丁贡献。 

在辩学哲学上，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科学哲 

学家费耶阿本德．他极力主张多元主义的方法论(某 

种程度上的后现代主义方法论)，这或多或少地对科 

学史综台方法的出现产生了影响，因为多元主义方 

法论反对单一的方法论，含有某种程度上的综合性。 

其次是加拿大科学哲学家邦格，他十分注重逻 

辑分析、语义分析和历史分析的结合，并广泛吸取系 

统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用系统方法给物质下定义，用 

系统方法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对科学的影响 

等，建立丁一种系统主义的科学哲学体系 ，对在科学 

史中运用系统方法作出了典范。 

在科学史上，有不少科学史家如 卫s 主编撤克 

利、罗森博格等为解决内外史之争。主张用系统方法 

研究科学史，主张内外史的综合。1981年在罗马召 

开的第 l6孜国际科学史大会上 ，科学史家安吉拉 - 

博载斯等人明确提出科学史的系统观及系统分析方 

珐。这种方法是将科学史看作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 

子系统，用系统的整俸观及方法来研究科学史这个 

子系统本身的结构 、功能以及同社会这个大系统问 

的相互关系等 它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抽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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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台的统一、哲学与历史的统 

一

、科学与社会的统一。可以预见，系统方法的广泛 

运用，必将引起科学史研究酌兴盛。 

三 价值观念的转变 

科学是人类‘白q一项伟大事业或括动，以科学发 

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史必然会隧着科学的发展而发 

展。科学概念、科学观、科学史功能及价 值观的变 

化，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科学史观 、辩学功能及价值观 

的变化。 

】．科学蠹念的演变，引起人们科学史价值观的 

改变。本世纪初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系统他 

的实证知识体系”，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的、抽象 

的知识活动，而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环境因索 

无关，科学史自然就是研究这种知识发展的历史即 

内史，关注的是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等。内史的 

存在价值就在于对这种知识体系进行探人研究，为 

科学研究提供成功的范例或研究模式。随着人们认 

识的搡化，科学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变化，认为科学 

不仅是系统的实证知识体系，而且更是人类生存的 
一 种活动方式和体制，因而人们的眼光从科学知识 

本身转移到这种知识对科学之外的社会产生的巨大 

影响方面，科学 史研究重点自然地转移到科学与社 

会的相互影响方面．其价值在于探究这种相互影响 

的程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随着科学的社会化 

和社会的科学化，人们又认识刊科学是一十整体，其 

内涵与外延都应受到重视，这样，科学史的研究重心 

就逐渐向科学的综合研究上转移。 

2．科学观的改变。引起人们科学史价值观的变 

化。科学是能满足人类各种需要的活动，而需要产 

生价值，因而有什么样的科学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 

值观 。反映到科学 史上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科学史 

观和价值观。一般来说，在科学观上人们有三种观 

点：一是乐观主义．认为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源泉 

和动力，科学的无限增长，会使人类社会隧之无限进 

步，人们的生话会更美好。相应的科学史观是对科 

学家及其英雄事迹的研究，其价值在于弘扬科学精 

神及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教育人们通过了解 

科学史而理解科学，其结果是促使 了内史研究。二 

是悲观主义，认为科学是 凡类走向毁灭的力量。科学 

的无限增长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主张禁止或抑制科 

学研究，提倡反科学。这种观点反映到科学史上便 

是人们对科学的影响进行反思的外史观 ．其价值在 

于引起人们对科学的消极一面的警觉。三是辩证的 

科学观，认为科学具有积极和消极、正面效应和负面 

效应两重性，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样既可防卫又可杀 

人，主张人们应辩证地看待科学，全面地理解科学， 

并通过科学史的研究让人们认清科学的双重功能， 

以便张扬科学的正面效应而克服囊抑制其负面效 

应，园为通过人们素质的普遍提高，完全可以克服科 

学对人类不利的一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便是 

基于这种观点 反映到科学 史上即是对科学史的综 

合研究。 

3．科学功能的改变，引起人们科学史价值观念 

的变化。科学一般有两种功能：认识功能和经济功 

能。认、识功能联系着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对象；经 

济功姥联系着人自身的生活与生产需要。两种功能 

是互补的和相互 转化的，在需要层面上是统一的。 

立足于第一种功能，科学史研究就是思想史或智力 

史即内史；立足于第二种 功能科学史研究便是社会 

史即外史；立足于两种功能的互补便是科学的综合 

史。但 由于科学认识功能的目标往往指 向经挤功 

能，鼢认识需要往往转向经济需要，使科学的经薪价 

值比认识价值显得更加突出，从而使^们由理论兴 

趣转向应用兴趣。科学史研究也同样随之转向，由 

理论性的内史研究转向应用性的外史研究，使人们 

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而格守认识功能或虹范式的 人 

们 ，由于社会环境甲经济成份的增加而面临着职业 

危机，科学史专业的学生更是就业难，这迫使他们 寻 

找出路，纷纷转向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体 

方向有垂}学制度、科学政策和科学教育等 这样势 

必会导致科学史的研究转向 

4．对科学史功能的反思．5I起人们科学史价值 

观的改变。舢 年代以来，一些科学史家对传统科学 

史的功能发生了疑问，科学史难道仅是对科学且科 

学家的赞扬史?科学史家难道便是科学及科学家的 

赞颂者?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反叛者”首推当代 

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兼社会学家弗曼(Paul l~'efman)， 

他对传统的辩学史研究方式、目的、功能提出丁挑 

战。他认为科学史家不仅应是辩学的仲裁者，而 且 

应是科学价值的鉴定者和 审查者；科学史的主要研 

究应从道德判断开始，各』、文科学应从科学之外找 

到不受现实意识形态歪曲的伦理价值 ；科学史的中 

心任务是研究科学 的社会 问题和社会 的科学 问 

题。u 弗曼将科学史的功能和研究方法引向科学的 

伦理学和科学的社会学 ，将科学史家的角色由仲裁 

者和评价者引向鉴定者和审查者．这是极富启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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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是 两大主题，科学的昔遍性得到发扬，科学的 

国际合作也赦注入全新观念，可以说，用国际合作的 

方式来发展本国科学将 成为科学发展战略的新形 

式，新趋势。中国曾探受闭关锁国之苦，当前，我们 

应抓住机遇，不仅从种学本身的意 义，也应从经济、 

政治、文化的角度束重新审视科学国际台作的意义。 

加大科技开放的力度，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广泛利用 

凰际智力为我国科技发展服务，为剖造和平友好的 

外部环境服务，为社会经薪发展暇务 

第三，我们也当认清当前科技一体化的形势下 

国际台作的种种复杂背景，区分国际合作中的伦理 

背景与非伦理动机的界线。既要抓住机遇扩大国际 

台作，也要警倡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广泛开展 

台乎法律，台乎伦理，台乎国际惯例的“白色台作 ； 

反对不利于我国人才培养，违背科学道德，违反国家 

法律导致国家科技资源藏失的“黑色台作”；规范舟 

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台作【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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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见解，对科学史研究的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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