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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论述 了学界对科 学的理解和解释正从理性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解释走向文化学 

的解释；阐明了文化语境的结构、特征和作用于科学的机制；探讨了文艺复兴影响科学的典型案例 ； 

结论是：科学是一种文化现 象，可从其文化语境得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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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离开 

文化，科学将无法生存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普 

里高津指出：“有一种倾 向，忘记了整个科学是与人 

类文化紧密相连的，忘记了科学发现，哪怕那些在当 

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以掌握的发现，离开了它 

们在文化 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毫无 意义 的。”u J本 

文从狭义文化(哲学、文学、宗教 、法律 、制度和道德) 

角度探讨文化语境对科学的影响。 

一 科学的文化解释趋向 

1．从 自然生存到文化生存。人的生存在经历了 

自然生存和技术生存后 ，正走向文化生存。人 的最 

基本生存当然是 自然生存 ，因为人来 自自然，是 自然 

的一部分。自然生存指人依赖 自然提供的物质和环 

境的生存 ，其特点是 自然提供什么 ，人就利用什么 ， 

人的生存完全由自然决定 ，人只是消极地适应 自然， 

自然主义是其核心思想 。在 自然生存阶段 ，虽然人 

也创造了工具、房屋、衣食 、社会规范等 ，但人的生存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人力和 自然。 

近代科学产生后特别是进入工业化社会后，人 

的衣 、食、住、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活在一个完全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中，生活在“人化 自然”的世界中， 

因此 ，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也就 自然 

而然地应运而生。于是 ，出现技术对 自然的异化、人 

对 自然的异化、社会的异化 ，其后果是 自然环境的恶 

化。这引起了哲学家、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思 

考 ，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 、马尔库塞等都对 自然的异 

化、人的异化、技术 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进行追问、 

批判和反思 ，试图从人类创造的文化本身寻找根源。 

我们认为 ，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 ，它把物理的实在转 

变为经验的实在 ，科学家个人的文化素养受到预先 

给定范畴的文化传统的制约，属于不同类型文化的 

人，都具有几乎相同的基因和相同的神经系统 ，智力 

也没有什么差异，而他们的认知模式却大不相同，这 

是文化在其中起到了作用，而基于文化的科学认知 

是普遍存在和普遍起作用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 

会以科学和技术为主导的文化进行批判、解构，主张 

建立一种文化多元 的、生态化的社会 。从这种意义 

上讲 ，具有后现代性的哲学就是一种文化哲学 ，其典 

型代表是语境论的科学观。 

2．从科学的理性批判到科学的文化批判。传统 

哲学对待知识的态度是理性批判 。近代哲学发展的 

收稿 日期 ：2003—01—08 

作者简介 ：魏屹东 (1958一)，男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哲学博士 ，山西大学哲学 系教授 ，主要从事科技史和科 

学哲学研究。 

1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认识论转向”的实质就是转 向知识批判。对于科学 

知识 ，理性批判哲学 的中心任务是思考 自然科学知 

识的性质、成立的可能性和条件性。康德哲学是对 

数学和物理知识的批判 ，恩格斯 的 自然辩证法是对 

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知识的批判 ，马赫哲学是 

对传统物理学的批判。逻辑经验主义是这种哲学的 

现代代表。理性批判的基本方法是逻辑思维，理性 

和逻辑是其根本特征。而以理性和逻辑形成其概念 

和理论 的传统哲学难以解释人生意义、价值观念、终 

极关怀等人文精神问题 。譬如 ，神话故事中的“神话 

思维”方式，卡西尔称为“隐喻思维”是难以用逻辑思 

维来理解的。因此 ，纯粹 的理性批判不适用于人文 

科学，它既不能理解宗教 、艺术 的思维方式 ，也不能 

理解科学家 的心理世界和认知的非逻辑过程。看 

来 ，知识批判需要扩大的认识论 ，需要从对科学知识 

的批判扩展人文知识，把理性批判变为文化批判。 

科学知识之外的宗教、艺术、道德等人文科学所表现 

的人文精神恐怕比科学更深刻和更根本，它是科学 

知识和文化的基础。卡西尔指出：“科学只不过是心 

智得以把握存在和解释存在的诸多形式之一”，“作 

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 ，除了在一个科学概念 

系统内起着作用并表述 自身这种理智综合形式外， 

还存在于其他一些形式中”L2J。 

就科学而言 ，它并不排斥文化的东西。内在的 

人文精神世界如隐喻 、意义 、生命 、情感、直觉等是先 

于逻辑的科学前提。20世纪哲学中的现象学、存在 

主义、解释学、后期分析哲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都 

不约而同地将其 旨趣归于人的人文精神世界和文化 

世界。胡塞尔拯救科学危机 的“生活世界”，所讲的 

“加括号”、“悬搁”就是要把逻辑思想悬起来 ，括起 

来。海德格尔的“先行结构”，认为解释都有一种先 

行给定、不言 自明的先人为主。伽德默尔的“先入之 

见”，认为是全部认识的基础。库恩的“范式”不是反 

映客观知识 ，而是社会集团的共同信念，不是认识论 

问题 ，而是社会心理学问题。这些思想倾 向都一致 

地表明，探索超越科学 、理性 、逻辑的人文世界是 21 

世纪哲学的趋向。 

3．从科学主义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科学主义 

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科学的实证性 、逻辑性和客 

观性，拒绝科学的人文性和价值性。但科学哲学在 

向纵深发展中，发现了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 中深刻 

存在和渗透着人的主体性 、人的社会心理、人的信念 

等文化问题 。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 向、修辞学转向 

和认知转向深刻地表明了科学哲学 的人文化趋向 ， 

出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融合的倾 向。美国著名脑 

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佩里指出“早先的科学及 

其局限 ，对世界和人的本质的看法 ，以及科学作为一 

种智力、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所起的社会作用都正在 

发生根本变化。过去在对待人和 自然上，科学观点 

和传统人道观点之间常常存在着分歧和不可调和的 

冲突。现在我们发现 ，这两种不可调和的观点已开 

始融合起来 了，一种新 的统一 的解释框架出现了。 

它的出现不仅对科学 ，而且对人类的生活和找到意 

义的基本价值——信念的行动纲领都将有着深远的 

影响。’’[3] 

历史主义是科学哲学人文化趋向的标志。库恩 

的范式概念就表现出科学 人文精神的融合 ，因为范 

式不仅包括理性、逻辑，而且包括社会、文化和心理 

因素。他把范式理解为“科学共 同体”的信念 ，这样 

作为科学理论中心范畴的范式就不单纯是个科学问 

题 ，更是个社会 、文化和心理问题 ，对于科学不仅从 

理性还要从非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分析哲学 

的反叛者罗蒂是推动科学哲学向文化哲学转向的又 
一

人。他批判了近代哲学对知识合理性进行辩护的 

基础主义倾向，认为知识合理性问题不能靠知识和 

事物的关系来说明，而靠社会实践和社会承认来说 

明，知识合理性应当社会化。也就是说，知识就是被 

社会辩护的信念 。这样 ，罗蒂便把人文价值、社会行 

为、信念等文化因素引入哲学 ，使哲学由知识走向文 

化，由认识论转向解释学。而解释学本质上是一种 

关于人的哲学 、文化的哲学 。瓦托夫斯基更 自觉地 

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 ，他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问 

题就是科 学和人的结合 问题 。20世 纪 80年代 以 

来，具有人文化倾向的哲学家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 

使科学哲学走向了文化哲学。譬如 ，认知科学哲学 

家萨伽德(P·Thagard)的整合认知——社会解释模 

型就认为认知是一种精神表现和信念展示的过程。 

这一过程包括社会利益和权利 、心理意识 、文化等， 

它们共 同对认知过程起作用。 

4．从科学的社会建构到科学的文化建构。在科 

学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演进 中，对科学 的研 

究也从社会学走向文化学。人类学方法和文化分析 

方法 ，特别是 民俗学方 法 (ethnomethodology)的引 

入，使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文化学倾 

向 J。如果说拉 图尔研究实验室的人类学方法介 

于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那么，科学的民俗学方 

法就是地道的文化学方法。 

科学的民俗学研究不同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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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在于，它强调用普通人和当事者的方法和观点 

考察科学活动，把科学知识看做是一种文化互动的 

产物，反对用社会学专家的观点和立场把社会的一 

切规范和秩序运用到科学上 ，把科学看做仅仅是社 

会互动的产物。譬如，“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 

用文化互动来描述科学 的整体图景 ，它与社会建构 

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不仅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 

社会交往互动 ，而且强调人与物之 间的物质文化互 

动，人与制度和道德之 间的行为文化互动。这种不 

同文化层次的互动其实就构成了一种文化语境。 

二 文化语境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科学的机 

制 

1．文化语境的结构与特征。文化语境的结构用 

集合可表示为：C={C1，ca，c3，⋯⋯ }。科学与文化 

语境 的相 互作 用 的集 合 为 ：cs= {S，C1，ca，c3， 
⋯ ⋯ }，其中 S代表科学 ，C1，C2，C3⋯⋯分别表示哲 

学、宗教、文艺 、法律、制度 、道德。哲学 、宗教、文艺 

为精神文化；法律、制度、道德为行为文化。 

文化语境具有人文性 、整合性 、规范性特征。人 

文性是指人的生命意义 、人性、人的价值和 自由等精 

神因素。文化语境中的哲学、宗教和文艺是精神文 

化 ，处处体现文化 的历史性、累积性、价值性和 自由 

性。 自由性是人文性的核心。科学也强调 自由，如 

研究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争鸣的自由。自由性是人 

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体现。因此 ，在文化语境中，科学 

受到人文性制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自由上是 
一

致的，在文化语境 中是统一 的。因为人是文化的 

主体 ，实践是文化的基础 ，自由是文化的灵魂 ，符号 

是文化的存在方式 ，科学只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 

文化语境将这些特点表现出来并加以整合。因此， 

在文化语境 中，科学与人文是彼此不分 的统一体。 

在古希腊“人是万物 的尺度”，科学理性是用来探索 

自由的方式和手段。近代科学 的兴起，使人性 中的 

理性凸现 ，功利思想统治了人性，科学与人文逐渐分 

离。于是 ，便出现 了科学主义和人文 主义 的分野。 

可以说先是人文孕育了科学，培育了科学，而后，科 

学疏远了人文 ，游离于人文 ，对抗于人文。文化语境 

具有将科学与人文进行整合的功能。文化语境中的 

法律、制度和道德是行为文化，它们对社会中的人的 

行为加以规范 ，使人们在社会允许 的范 围内行动。 

科学的管理体制 、研究体制 ，科学家的行为规范都受 

到法律 、制度和道德 的制约。科学 的人文化不仅是 
一 个理念问题 ，更是个规范实际问题 ，法律、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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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规范一定会使科学主义人文化。譬如 ，立法 

对于克隆人的控制 ，制度对于科研方向的影响 ，道德 

对科学家行为的约束 ，都是文化语境对于科学的规 

范性表现。 

2．文化语境作用于科学的机制。文化作用于科 

学的机制可以用矩 阵式描述。如果用 fij表示相互 

作用(I，J=1，2，3，4，5，6，7，分别表示文化语境 中的 

每一个独立要素科学、哲学、宗教、文艺、法律、制度 、 

道德)，则它们的相互作用共有 49种 。为简化起见， 

我们只考虑其他 6种 因素对科学 的作用 ，而忽略科 

学对它们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 ， 

相互作用就只有七种 ：f11，fl2，fl3，f14，f15，f16，f17。f11 

是不同地域的科学或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 ，f12 

是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作用，f13是科学与宗教的相互 

作用 ，f14是科学与文艺 的相互作用 ，f15是科学与法 

律的相互作用 ，fl6是科学与制度的相互作用，f17是 

科学与道德的相互作用。由于我们将科学看做一个 

整体。因此 ，科学内部的自相互作用 f11可忽略。 

哲学、宗教、文艺和道德通过影响科学家作用于 

科学的。哲学影响科学家的世界观、方法论；宗教影 

响科学家的信仰 、信念和意志；文艺影响科学家的情 

感 ，启迪直觉思维 ；道德影响科学家的行为规范。 

以宗教为例，宗教与科学既对立又融合。原始 

时代，科学与宗教浑然一体 ；近代二者出现对立。宗 

教作为一种神学世界观，总是利用以往旧科学，将其 

变为教条来维护和完善 自身 ，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 

盖伦的学说和托勒密 的地心说被用于教义的诠释。 

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一方面是当近代科学 的发展触 

及宗教教义时，另一方面当新科学与变为教会 的旧 

科学发生冲突时，对立便不可避免 ，这时宗教利用 自 

己的势力打击迫害科学家 ，譬如 ，烧死布鲁诺和塞尔 

维特，监禁伽利略等。宗教与科学也有同一的一面， 

它们各以不同的方式解释 自然力 ，以不 同的方法协 

调人与 自然的关系，更为同一的是均以抽象 的思维 

解释 自然及其与人的关系。 

法律和制度通过科学管理体制影响科学。法律 

为科学研究立法 ，该研究什么 ，不该研究什 么，是 以 

法律为依据的，如对克隆人的立法禁止；社会制度规 

定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 ，譬如 ，前苏联的计划管理模 

式 ，欧美的市场管理模式。英国皇家学会体制 ，法国 

科学院体制，德国教育型大学体制，美国工业实验室 

体制都与这些 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相关。 

三 一个典型案例 ：文艺复兴对科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文化运动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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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 的进步和变 

革”，[ ]这场文化运 动的直接结果是促使近代 自然 

科学的诞生。 

1．意大利文艺复兴对科学的影响。14至 15世 

纪的意大利是手工业和文化精神繁荣的时期。当时 

的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是意大利最繁荣的工商业 

和文化中心。佛罗伦萨“文坛三杰”但丁、彼特拉克、 

薄伽丘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斗争 

锋芒直指天主教的黑暗、腐败和伪善 ，以人性反对神 

性。他们的行动不仅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也直 

接鼓动了科学家向宗教神学世界观挑战的勇气 ，涌 

现了哥白尼、布鲁诺 、伽利略、维萨里这样 的科学斗 

士 。 

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达·芬奇把科学和艺术相结 

合，以艺 术启 蒙科 学 ，影 响 了卡尔 达 诺 (H·Car— 

damo)、非尔洛 (S·Ferro)、卡瓦列利 (B·Cavaliri)等 
一 批著名的科学家，“从此 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 

解放出来，⋯⋯科学 的发展便从 此大踏步地前 进 
⋯ ⋯ ，，[6] 

人文学家加林指出：“如果说人文主义真的重新 

发现了对人 、人的能力和人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力的 

信念 ，那么 ，科学试验的新方式 、革新 了的世界观、企 

图征服和利用 自然 的努力也应归于人文 主义 的影 

响。”l6J英 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也指 出：“虽然 由 

于当时的思想方式习惯于宗教的权威 ，人们在世俗 

文献方面也容易接受权威 ，而且过度看重希腊哲学 

家的学说也是危险的，但人文主义者毕竟为科学的 

未来的振兴铺平了道路 ，并且在开阔人们的心脑方 

面起了主要作用。只有心胸开阔了，才有可能建立 

科学。假使没有他们 ，具有科学头脑 的人就很难摆 

脱神学成见的学术束缚；没有他们，外界的阻碍也许 

竞无法克服。”l7 J据笔者的统计 ，整个 13世纪意大利 

只有 3项科学成果 ，14世纪文艺复兴兴起 ，科学成 

果为 13项 ，而 15世纪的前 40年就有 12项 ，文艺复 

兴中后期 ，科学全面繁荣 ，成为世界第一科学中心。 

2．英国文艺复兴对科学的影 响。14世纪 中期 

文艺复兴传人英国后 ，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首 

先发动了一场倡导科学的经验主义运动。人文主义 

和现实主义文学家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的杰出 

代表。他的作品比早期意大利“三杰”更具有明显的 

资产阶级思想，反封建反宗教更具有战斗性，要求个 

人 自由，追求科学 、探索 自然的意志更强烈 ，为英 国 

科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英国的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代表培根从他的经 

验论哲学出发 ，第一次肯定 了科学对社会的作用 ，提 

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 口号 ，发展了实验归纳法 ， 

提倡科学实验 ，对 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推 

动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培根给予高度评价：“英 

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 

根。在他眼里，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 

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 自然科学的最重要 的部分。 
⋯ ⋯ 科学是实验的科学 ，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 

整理感性材料 。归纳、分析 、比较、观察是理性方法 

的主要条件。”L8J 

17世纪英国的清教文化与科学精神的结合 ，使 

“17世纪英国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 

特别肥沃的。”l9J在思想上为科学的复兴扫清了障 

碍，促进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据 

笔者的统计 ，16世纪英 国的科学成果仅有 4项，16 

世纪前 60年有 17项 ，到文艺 复兴高潮时 (1660～ 

1749年)达 136项 ，成为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 

3．法国文艺复兴对科学的影响。法国的文艺复 

兴是启蒙运动 ，巴黎是启蒙运动的中心 ，文艺复兴中 

期和后期的文学家蒙 田等受意大利和人文主义的思 

想的影响，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向法国的封建势力 

和天主教会发动了思想攻势 ，引发 了法 国的启蒙运 

动。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怀疑论和唯物主义决定论成 

为法国文化传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他建立的理性 

主义认识论 ，主张发扬理性 ，改造认识，改造社会 ；唯 

物主义的经验论者伽桑狄 ，反对笛卡尔的唯心主义 

的天赋论、二元论 ，为法国唯物主义的原子论的确立 

奠定了基础。这两个传统的融合使法国在 17世纪 

初出现了第一次数学的繁荣 ，涌现出笛卡尔、费尔玛 

等一批数学家。 

启蒙运动的高潮是“百科全书派”及其唯物主义 

哲学的形成。狄德罗是“百科全书派”的领袖。该派 

的共同纲领是 ：崇 尚科学 、坚信科学 ，科学可以合理 

地阐明 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增加人类知识，促进社 

会不断进步。这一纲领使法 国科学走 向了唯物主 

义，走向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 ，造就了一大批 

著名科学家 ，如拉 马克 、拉普拉斯 、蒙 日、盖 一吕萨 

克、泰纳尔等 。据笔者的统计，16世纪法 国的科学 

成果仅 13项，17世纪就增 加了 4倍 多，18世 纪前 

60年就有 47项 ，在 1760～1839年 的 80年中，猛增 

到 194项，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4．德 国文艺复兴对科学的影响。德国的文艺复 

兴表现为宗教改革。它是人文主义与德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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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产物。在文艺复兴 中期 ，以路德为代表的 

人文主义文学家揭发、批判、抨击教会的革命行动， 

激发了德国的社会改革。 

康德是德 国自然哲学的核心人物。他批判了近 

代科学僵硬的形而上学 自然观，将演化的 自然观引 

人哲学和科学 ，被恩格斯誉为是在僵化的 自然观打 

开缺 口的第一人。康德之后的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 

义的“自我哲学”，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同一哲 

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 

义一起将德 国自然哲学推 向高潮 ，形成了德 国的 自 

然哲学流派 ，为科学提供了有别于经验论和机械论 

的自然观和新方法。 

17、18世纪的德国政治分裂 ，经济落后 ，限制 了 

科学的发展，但正是通过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来推 

动科学的进步。正如罗素所说：“在先进的国家 ，实 

践启发理论；在落后的国家，理论鼓起实践。”【10 J据 

笔者的统计 ，德国的科学成果 ：16世纪 22项 ，17世 

纪 48项 ，18世纪 67项 ，而 19世纪前 40年就有 94 

项，1840~1910年间高达 384项 ，成为世界科 学中 

心 。 

5．文艺复兴对美 国科学的影响。在文艺复兴影 

响下而形成的英法传统和德国传统在美国得到继承 

与发展，并与美国传统文化——自然权利哲学和实 

用主义哲学结合，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到 

美国的英国移民多是新教徒，他们将新教的伦理价 

值观念带到美国并发扬光大，促进 了美国科学技术 

的发展。 

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 

构成了美国现代进程借以发微的哲学依据—— 自然 

权利哲学。自然权利哲学激发了美国人的开拓精神 

和创业精神。而 自然权利哲学又进一步发展成美国 

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继承的古希腊“变化的哲学” 

思想和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科 

学理性主义思想，吸收了康德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 

为自然立法的观念 ，崇 尚人 、自然和科学 ，反对宗教 

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张以人为中心，从价值和意义的 

立场观察一切 ，重视人的行动 ，反对抽象理论 和教 

条；重视行动的实际效果 ，反对虚夸空谈 ；重视实用 

性 ，反对形式主义；重视相对性 ，反对绝对主义；重视 

多样性和多元论 ，反对呆板的统一性和一元论。重 

视或然性和可能性 ，反对机械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重 

视不断进取，反对停滞不前；重视不断探索、实验和 

创新 ，反对保守和守旧。正是这种重行动 、重实践、 

重实效 、重进取的精神激励 了美国人勇于探索的精 

神。根据笔者的统计 ，18世纪美国的科学成果仅有 

10项，而 19世纪的前 70年就有 61项 ，19世纪 70 

年代到 20世纪 20年代的 50年间，科学成果就多达 

214项 ，20世纪 20年代以后，美国进人科学技术全 

面发展时期 ，成为继德国后的世界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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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ontextual Expounding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 EI Yi——dong 

(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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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uthor po ints out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experiences a cultural shift from a rational， 

philosophical an d social po int of view．Moreover，the pape r offers a detailed an 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context，characteristics an d mechanism．The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f the Renaissance effect on science
． The 

conclusion is safely drawn that science，one kind of cultural embodiment，can be perfectly interpreted from pe r— 

spective of cultural context． (责任编辑 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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