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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科 学 的 社 会 语 境 

魏屹东 I叩 
山西大学 科技哲学研 学系 太原 030006 l／ (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及哲学系太原 ) l， 

楠 要 争弓 ／ 
科学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反过来．是社会造就了科学。本文运用语境分析方法，将科学当作 『 

功能做 了进一步的探 究。 

关键词芝  数  j幽 

科学作为知识形态，是人类知识语境(context)中的一个文本；科学作为社会现象，是整个 

社会语境中的一个网结。因此．科学是在其社会语境 中存在和发展的。离开社会语境，科学便 

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社会语境?它有什么样的结构、性质和功能? 

1 科学社会语境的涵义与结构 

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种文化，它在人类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 

程 中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那么。科学究竟是什么．定义起来并不十分容易。 

J-D·贝尔纳在其巨著‘历史上的科学)中明确指出[1J，“科学可 作为 1)一种建制 ；2)一种 

方法；3)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4)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5)以及构成我们诸信仰和 

对宇宙、人类诸态度的最强大的势力之一”[1J。这里贝尔纳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的特性和功能 

作了诠释。如果从不同角度去透视科学，就会有不同的定义和诠释。 

从知识论角度看，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实征知识。这是科学的知识论。 

从认识论角度看，科学是一种探索性的认识活动。这是科学的活动论。 

从工具论角度看，科学是一种人类探索 自然奥秘的有力工具。这是科学的工具论。 

从文化论角度看，科学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是科学的文化论。 

从约定论角度看，科学是一种科学共同体，是在共同范式支配下的活动。是科学的约定 

论。 

从生产力论角度看，科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力，科学转化为技术并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就是 

“第一生产力”。这是科学的生产力论。 

这些观点足以说明科学是一个多涵义、多性质和多功能的复杂有机整体 ．任何用单一的观 

点和用一种性质或功能诠解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在肢解科学。 

巴伯在其名著‘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导言中指出，“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系统理解。我们 

需要一种把科学本质的这种多样性与其内在的整合性和统一性联系起来的方法，科学并不是 

要素与活动的杂乱无章的组台 ，而是一个具有凝聚性的结构 ，其各部分在功能上有互相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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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简言之，我们需要对科学本身有一个更科学的理解。这种对科学的系统理解就是首先 

从根本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看作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l2J。科学，不 

单单是一条条零散的确证知识，而且不单单是一系列得到这种知识的逻辑方法．科学首先是一 

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 

科学的这种多涵义、多性质和多功能性恰恰体现在它与其周围的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 

与相互关联之中。离开社会历史环境，科学将不复存在，它的各种性质和功能都是通过与其周 

围的诸多社会因素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相互作用来体现的。托夫勒 曾指出“科学不是一个 

‘独立变量 ’，它是嵌套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的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 

它受到外部环境的有力影响，而且一般来说，它的发展是因为文化接受了它的统治思想l3】。 

贝尔纳也认为要全面地看科学的功能，就应该把它放到尽可能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4】。 

为合理地解释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机制，我们引入语境(coatext)概念。语境是规定一个词、 

句和文本的意义所必需的“上下文”的结构性关联体 J．其结构为 

可见语境是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是内在意义与外在 童 

社会环境的统一。 ／  I ＼  

将语境概念从语言哲学扩展到社会领域．自然会得出“社 坩，l ■一 义— 爵用 

会语境”概念。再将科学作为一个“文本”放到其“社会语境”中 、 磕 一， 

去考察，就构成了科学社会语境观。科学的意义、性质和功能 ／  I ＼  
就体现在它的社会语境之中。科学的社会语境是运动、变化和 理论背景一社会背景一历史背景 

发展的，由此推动科学的发展。 图 1 语境的结构 

科学社会语境观是把科学赖以存在的社会诸因素全部关 

联起来，本质上是一种整体观 ．它克服了从一个方面或层面考察科学的缺陷．力求全面、系统地 

描绘出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图景。 

像语境有其结构一样，科学社会语境从科学与其周围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关联上以 

及从科学 内部和其外部的结合上体现了如下结构： 

自然环境或 自然条件是整个人类社会赖 斟堂 i 

以生存的基础 ，它 当然也是科学 活动的前提 I 

和基础。如果将人类 社会作为一个“文本”， ／  ＼  

那么自然环境就是其“语境”．可称之为自然 仪 语言一 方法 

语境 或生 态语境，人类社会是嵌套在 自然语 、=- 
．

一， 

笑 ⋯ 思 州 与政策＼科学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 。一r～⋯ ⋯⋯i⋯ 。。 r 
式。譬如古代文明都是在自然环境优良的地 政治状逗——经 况— 岁化状况 
方出现的。不 同的 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文明 、 自然环境 

社会人们的不 同性格、不同生活方式和思维 图2 科学社会语境的结构 

方式，从而从根本上影响科学的发生和发展。 

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性因素。它们通过影响 

科学主导思想、科学体制和政策以及科学教育等进而影响科学活动的主体。这种影响是背景 

性的，是任何科学主体都无法 回避的。背景化的主体运用一定的仪器和方法．通过适当的语言 

表征其研究的客体，从而形成科学知识。这里，客体是语境化的客俸，是主体化的客体，主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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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对立 已消解。科学社会语境观要求从整体上去解决科学认识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问题。 

2 科学社会语境的性质 

科学社会语境表现出历时性、共时性 、整体性、聚焦性、基底性 、渗透性和实践性。 

(1)历时性 。科学社会语境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语境，同一 

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社会语境也不同。同社会发展一样．科学社会语境也有一个从低级向高 

级发展的过程。科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经验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充分证明了科学社会语境 

不仅整体，其构成要素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从而构成 了整体的社 会语境的变化。罗蒂 的 

“再语境化”指的就是语境的变化，意昧着文本意义的改变，科学社会语境的变化，意味着科学 

这个文本意义的变化 科学史上出现的科学繁荣或停滞，均与科学所处的社会语境有关 ，因为 

如果科学是独立 自主的．它的发展应该是连续的、累积的。科学史的事实表 明：科学的发展强 

烈地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因素影响，因而分析不同时代科学社会语境的变化．对于理解科 

学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共时性。科学社会语境不仅是历史地发展的，而且构成它的诸要素处于密切的相互形 

式关联与相互作用之中，也就是这种作用是同时存在、不断地 同时进行着物质流、能量流和信 

息流的交换，由此维系着社会语境的存在与演化。共时性强调社会语境．对其构成要素的约束 

性 ，构成要素对社会语境的依赖性以及相互共存性。关联性决定了其共时性，共时性依从于关 

联性 譬如．没有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科学是难 发展的．它们共存于社会语境中。 

(3)整体性。科学社会语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自然环境系统、社会环境系统、科学社 

会系统、科学认识系统和科学知识系统构成。 自然环境系统和社 会环境系统是科学社会语境 

的外语境．科学社会系统、科学认识系统和科学知识系统构成科学社会语境的内语境。内外语 

境的统一形成了整体的科学社会语境。 

(4)聚焦性。科学社会语境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指 向科学，向科学施加影响．这可称为“中心 

聚焦”，科学同时也进行着“优势扩散”，将其影响扩展到任何一个相关联要素。科学社会语境 

的“中心聚焦”和“优势扩散”的不断进行．推动其不断运动、变化与发展，即不断 再语境化”。 

(5)基底性。社会语境作为科学文本的背景性大文本 ，显示出对于其文本所具有的本体性 

和基础性。本文的变化可 以通过其社会语境 的变化得到说 明。社会语境好象一只“看不见 的 

上帝之手”，无形中起着支配、控制文本的作用。 

(6)渗透性。社会语境作为文本的基底．对文本起着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这种渗透是通 

过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方式进行的。 

(7)实践性。这是社会语境最本质的、最基本的特性 。科学首先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 

和发展起来的．社会语境 的实质就是实践语境。这首先表现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人为预设 

的；其次它表现为本体性，科学发展的根源问题可通过分析其社会语境得到解决。实践性表 

明：社会语境是主体与客体，感性物质活动与理性精神活动的统一。 

3 科学社会语境的结构与功能关系及其功能 

3．1 科学社会语境的结构与功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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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是社会语境对科学的功能．不是科学的社会功能 我们知道，科学一般有认识功 

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社会语境有什么功能呢?它的功能肯定与它的结构有关，那么，结 

构与功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看来，在讨论其功能前．应先探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一 般来说，结构与功能表现为双 向作用关系 ：即结构一一功能。可进一步分解为三种情 

况：一是结构决定功能，即结构一功能；二是功能制约或反作用于结构，即功能一结构；三是在 

一 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结构与功能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同构 同功、同构异功、异构同功和异 

构异功等多种复杂关系。 

科学社会语境的功能总是与其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不可分割的结构功能统一体。 

(1)科学社会语境的功能对其结构表现出依赖性。即社会语境的功能取决于 自身的结构 

状况，结构不同，表现出的功能也会不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科学发 

展的快慢不同．也可解释为什么不同时代同一国家或地区科学发展的慢快也不同，原因是社会 

语境不同．表现出的功能不同．因而结果也不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政策，科学体制、经 

济制度、传统文化和政治状况均不一样，它们可能有相同的社会语境的形式构造，但各构成要 

素的内涵可能不同．因而会产生同构不同功的结果。社会语境 中只要有一个要素发生大的变 

化．整个社会语境的结构可能会不变，但功能会有大的变化。社会语境表现为整体效应，有“牵 
一 发而动全身”的特性。社会语境的不断“再语境化”就表现为结构和功能的不断适应化。结 

构的差异性表现为功能的差异性。反过来，功能的改变．也必然引起结构的调整。通过社会语 

境的结构一功能分析和功能一结构分析，就可以解释科学发展的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 

(2)科学社会语境的功能对其结构表现出相对独立性。社会语境的结构决定其功能，但功 

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相对独立性，结构的变化并不必然引起功能的变化。社会语境 的功能 

对其结构的影响既可表现功能优化和进化导致结构有序变化 ，也可表现为功能劣化和退化引 

起的结构紊乱或消失。如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可导致对科技结构的调整。结构是 内在的．功 

能是外在的，正如一般系统论创立人贝塔朗菲所说 ，“对系统的描述有 内部和外部之分。内部 

描述本质上是结构性 的，力图以状态变量和它们的相互依赖来描述系统的行为。外部描述是 

功能的。以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描述系统的行 为”_6 。社会语境作为系统与环境的统一 

体，显示出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社会语境的功能是通过 制度”这一中介环 

节体现的，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科学制度等深刻地制约着社会语境的结构和功能。一般来 

说。一个社会的制度一旦确定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它既维 系着社会语境的结构，也体现着其 

功能．表现为如下结构 ：功能一一制度一一结构。 

(3)科学社会语境的结构和功能可以相互转化。科学社会语境结构与功能的转化主要表 

现在 ：其一，社会语境的结构与功能彼此相通．包含着相互转化的趋势；其二，社会语境的结构 

与功能互为因果．在结构一功能一结构因果链中形成相互转化的前提．社会语境的“再语境化” 

就意味着其结构的改变和功能的强化。功能的强化反过来促进了结构改变。 

3．2 科学社会语境的功能 

社会语境是整个科学活动的基础，具有实在性和本体性等多种性质．因而具有独特 的地位 

和作用，像科学具有多值功能一样．社会语境也具有多值功能。 

社会语境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对科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第一，社会语境 

为科学提供一种动力。社会语境涵盖了主体与客体、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物质与意识等多种 

因素。自然包括了人和社会的需要，人有什么样的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社会有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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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人有认知的需要，就会有探索 自然奥秘的科学活动 ；社会有技术 

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像恩格斯所讲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而，社会语境为科学 

发展提供了需要动力。这种动力一旦枯竭，科学就会停止。第二，社会语境作为一种实存的状 

态，它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综合体，它必然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科学施加广泛的影响。 

因为科学也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这种影响是背景性 的，是科学无法摆脱和消除的。第三，社 

会语境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必然引起科学的“再语境化”，从而带动科学一起发展。因为说到 

底，科学是嵌套在社会语境中的一分子，整体社会语境 的运动，必然带动其 中一部分的运动。 

社会语境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对科学的独特的功能。 

(1)动力功能。从社会语境涵盖了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这一点讲，它形成了科学发展的 

内在和外在的原发性驱动力。没有这样的驱动力，科学不可能产生，更谈不上发展。当然，其 

他科学如哲学 、艺术等也是靠这种驱动力推动的 

(2)亲和功能。社会语境的聚焦性决定了它的亲和、谐调、定 向的功 能。当社会语境对其 

中一要素如科学施加影响时，它是调动了各种社会的因素一起起作用的。社会语境不仅亲和． 

也排斥不适合 自己的东西 ，亲和和排斥的现象在社会语境 中都 出现。如在中世纪的社会语境 

中，科学是受到排斥的，在文艺复兴后时代的社会语境 中，科学是受亲和的。 

(3)评价功能，社会语境作为某一种因素的基底，不仅影响和制约该因素，而且对该因素作 

出客观上的评价。科学的合理性 、进步性、价值性等要在其社会语境 中得到评价，离开社会语 

境，科学无所谓合理不合理，进步不进步，就连其真假性也无从判断，就像评价一个人不能离开 

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一样。 

(4)解释功能。科学文本的含义、结构、功能等，只有放到其社会语境 中才能得到解释。对 

科学文本来说，社会语境就是它的“解释语境”或“理解语境”。古代、近代和现代 的科学 的含 

义、规模等的不同，即科学的异质性，是社会语境 的变迁造成 的，因而探究社会语境的变化，就 

可以解释科学的变化。解释的另一个方面即辩护，社会语境即可以保护科学。也可以扼杀科 

学，科学在某一国的兴盛或者在某一目的衰落就说明了社会语境的这种功能。 

(5)支持功能。如果将科学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其社会语境便是整个 自然环境。树之 

生长离不开其 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消失，意味着树木的枯竭 。科学之树的生长同样离不开其 

社会语境，这样，社会语境便成了科学的根基，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反过来，就像树 

木对其 自然环境有改善、调节的作用一样，科学对其社会语境也有改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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