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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兴起

范岱年

（ 中 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

摘要 ： 作 为 用 社会学 方法研究科 学这一社会建制 、 科学共 同 体和科 学

知识的建构的一 门 学科 ，科学社会学在 中 国 大陆地 区的 兴起 ，
呈现 出 多 元融

会的发展特征 。 本文 系统回顾 了 科学社会学在 中 国大 陆地 区 的 学科渊 源 和

发展脉络 ，对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 学 兴起的社会语境进行 了 分析 与

反思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了 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 与 科学哲 学 的 内

在联 系 。

关键词 ：科学社会 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共 同体 ，科学哲学

一

、我国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学科渊源与历史脉络

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 它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这一社

会建制 、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知识的建构的
一

门学科 。

社会学在中 国有 比较悠久的历史 。 早在 2 0 世纪 3 0 年代 ，
继西欧 、北美

之后 ， 中 国的社会学形成了世界上第三个活跃的 中心 ， 出现了陶孟和 、李景

汉 、晏阳初 、 陈翰笙 、吴文藻 、潘光且 、费孝通 、陈达 、吴景超等这样
一

批杰出

的社会学家 。

［ 1
］

1 9 5 2 年后 ，社会学在中 国大陆 ，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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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取缔 。 1 9 5 7 年鸣放期 间 ，

一批社会学家 ， 呼吁恢复社会学的研究与教

学 ，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专家企图 复辟资产 阶级伪科学的 活动 ，李景汉 、 吴文

藻 、费孝通 、潘光旦 、陈达 、吴景超等社会学家被打成右派分子 ， 陶孟 和 的发

言被认为是右派言论受到批判 。 直到 1 9 8 0 年代初 ，社会学才得以恢复 、重

建 。

也许是因为 当时 中 国 的科学比较落后 ，科学家的队伍很小 ，所 以中 国 的

第一批社会学家 ，都没有研究科学社会学 。

1 9 7 9 年 ，
赵洪洲 、蒋国华 、李秀果 、冯之浚 、刘吉等一批青年科学工作者

和 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开始 了科学学的研究 。 1 9 7 9 年 、 1 9 8 0 年召 开了第
一

、

二届 科学学学术讨论会 。
1 9 8 2 年成立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 他们采

用科学学的名称 ， 主要是继承了 贝尔纳 、 麦凯的传统 。

［
2
］

 1 9 7 9 年 ，美 国默顿

学派 的朱克曼的 《科学界的精英
——

美国 的诺贝 尔奖金获得者 》
一书 （周 叶

谦等译 ） 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 。

1 9 8 0 年秋 ，范岱年 （以下简称范 ）被任命为 自 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副

主编 。 由 于范的建议 ，编委会同意给杂志加上一个副标题
“

关于 自 然科学的

哲学 、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 、理论性杂志
”

。 但是 ， 当时的副社长孟昭文主

张用科学学的名 称 ，
所以 ，在 1 9 8 1 年 ， 杂志的 副标题是

“

关于 自 然科学的哲

学 、历史和科学学 的综合性 、理论性杂志
”

。 后来 ，孟 昭文离开 了杂志社 。 从

1 9 8 2 年起 ，就开始用
“

关于 自 然科学 的哲学 、 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 、理论

性杂志
”

这一副标题 。 范为什么主张用科学社会学的 名称呢 ？
一是因为科

学学的 内容太广泛 ，它包括
“

科学 、技术 、 医学等等的历史 、哲学 、社会学 、 心

理学 、经济学 、运筹学及其他
”

。 二是科学学这
一

名称在 国际上不太流行 ，只

有波兰等国采用 ，而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科学社会学的名称 。 贝 尔在 《第二

次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 》
一书 中 ，列举了 1 9 0 0 

—

1 9 6 5 年间世界上 6 2 项重大

的哲学社会科学成就 ，其中第 2 3 项就是知识和科学社会学 ， 列人了曼海姆 、

默顿 、普赖斯 的贡献 。

［
3 ］

从 1 9 8 2 年开始 ，范和 自 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 同事们就开始介绍默顿

的科学社会学 。 他们编辑出版的《科学与哲学 》 1 9 8 2 年第 4 期 ，是科学社会

学专辑 ，译载 了默顿《科学社会学 》
一书 中的导言和 7 个章节 。 吴忠同范建

年合译的小李克特的 《科学概论——科学的 自 主性 ，历史和 比较的分析 》 （范

岱年校 ）于 1 9 8 2 年由 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 出版 。 范岱年 同吴忠 、蒋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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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翻译了默顿的 《十七世纪英 国 的科学 、技术与社会 》
，作为

“

走 向未来丛

书
”

之一 ，于 1 9 8 6 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

南开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科学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大学 。 1 9 8 6 年 ，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小李克特教授来 中 国 ，同南开大学商谈 ，美国纽约州立大

学奥尔 巴尼分校和南开大学合办科学社会学博士生班 。 小李克特教授 ，范

岱年 1 9 7 9 年访美时就同他相识 ，
1 9 8 2 年吴忠等翻译 出版了他的著作《科学

的 自 主性 》 ， 1 9 8 6 年他也曾 到 中 国科学 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 自

然辩证法通讯 》杂志社访问 、座谈 。

1 9 8 6 年 1 1 月 ， 中国科学院 自 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广州 召开 了第
一

届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 。 会上 ，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刘現琚和吴忠教授就

科学社会学的历史源流 、发展背景 、 问题结构和研究方法等做了专题报告 。

浙江大学的赵佳苓介绍了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本 ？ 戴维的工作 。 在会上

发言的还有郏斌祥 、赵雷进 、范岱年 、王德禄 、李真真 、杜开昔 、姚蜀平 、 金正

耀 、王兴成等 。

ｗ

在 1 9 8 6 至 1 9 8 8 年间 ， 出 版了李汉林的 《科学社会学 》 （中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
1 9 8 7 年 ）

，又翻译出版了本 ？ 戴维的 《科学家在社会 中的角 色 》 （赵佳

苓译 ，
四川人 民 出版社 ，

1 9 8 8 年 ） 、克兰 的 《无形学院
——知识在科学共 同体

的扩散 》 （刘現捃 、顾昕 、王德禄译 ，华夏 出版社 ，
1 9 8 8 年 ） 、齐曼 的《元科学导

论 》 （曾 国屏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1 9 8 8 年 ） 、加斯顿的 《科学的社会运行

一

英美科学界的奖励系统 》 （顾昕等译 ，光 明 日 报出 版社 ，
1 9 8 8 年 ） 。

1 9 8 8 年 1 0 月 ， 中 国科学 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华 中理工大

学社会学系在武汉召开了科学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协调会议 。 有 1 2 家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 2 0 余名代表参加 。

［
5 ］

刘現瑭教授做了关于国外科学社会学发

展 的综述报告 。 会议商定 在 1 9 9 0 年召 开第二届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 。

1 9 8 9 年 ，默顿学派的 Ｊ． Ｒ． 科尔和 Ｓ ． 科尔 的《科学界的社会分层 》
一

书 （赵佳

苓译 ） 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

1 9 9 0 年的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未如期举办 。 但在这一年 ，刘捃琚教

授写的 《科学社会学 》
一书 由 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 。 何亚平 、赵佳苓 、许为民

等编写的《科学社会学教程 》 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

1 9 9 2 年 4 月 ， 自 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 中国 自 然辩证法研究会 、南开大

学社会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召 开了第二届 全 国科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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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的情况可见一鸣 写的会议报道 。

Ｗ

第三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在何时 、何地召开 ，我至今没有找到

有关报道 。 第四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是 2 0 1 2 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 。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方面 ，
2 0 0 1 年东方出 版社出版了

巴恩斯的 《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 》 （鲁旭东译 ）
；大卫 ？ 布鲁尔 的 《知识和社

会意象 》 （艾彦译 ） 。
2 0 0 2 年 天津出 版社 出版 了 赵万里 的 《 科学 的社会 建

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巴恩斯和布

鲁尔的 《科学知识 ：

一种社会学分析 》 （邢冬梅 、蔡仲译 ）
；
上海科学技术教育

出版社出版 了齐曼的 《真科学
——它是什么 ， 它指什么 》 （曾 国屏 、匡辉 、张成

岗译 ） 。 2 0 0 4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 》 （ 刁 小英 、张伯霖

译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皮克林的 《实践的冲撞 》 （邢冬梅译 2 0 0 6 年 ，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聚任等翻译的马尔凯的《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 版了皮克林的 《作为文化和实践 的科 学 》 （柯文 、伊 梅

译 ） 。
2 0 0 8 年 ，上海世 纪出 版集 团 出 版了 夏平 、谢弗 的 《 利维坦与空气泵 》

（蔡佩君译 ）
；科学出 版社出版了邢冬梅的《实践的科学与客观性回 归

——科

学的社会建构 的实践解读 》 。 2 0 1 0 年苏州 大学出 版社 出 版 了拉图尔 的 《 我

们从未现代过 》 （安保思译 ） ；林奇的 《科学实践与 日 常活动
——

常人方法论

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 》 （邢冬梅译 ） 。
2 1 世纪 以来 ， 国 内对科学知识社会 学

的兴趣很大 ，讨论的文章很多 。 也有学者从女性主义 （如刘兵 、章梅芳 ） 、后

现代的视角 （如 田松 ） ，来探讨科学知识社会学 。

在传统的科学社会学方面 ，上海人民 出版社在 2 0 0 1 年 出 版了Ｓ ． 科 尔

的《科学的制造——在 自 然界和社会之间 》 （林建成 、王毅译 ） 。 商务印 书馆

在 2 0 0 3 年出 版了默顿的 《科学社会学 》 （鲁旭东 、林聚任译 ） ；
2 0 0 7 年出版了

默顿的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 、技术与社会 》 （范岱年等译 ） ，这个版本增加

了
“

走向未来丛书
”

出的版本中删去的大量注释 ，
增加 了默顿为中译本写的

“

前言
”

。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 2 0 1 0 年出版 了 《林聚任讲默顿 》
一书 。 人 民文

学出版社 2 0 1 3 年出版了Ｊ ．Ｒ ． 科尔的 《大学之道 》 （冯国平 、郝文磊译 ， 曹聪

校 ） 。 曹聪在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 ，是科尔兄弟的 学生 ，

是默顿学派的后继者 ，他的博士论文 《 中国的科学精英 》
，
用社会学方法研究

了中 国科学院的 院士 。 论文的英文版本于 2 0 0 4 年在 Ｒｏ ｕｔ ｌｅｄｇ ｅＣｕｒｚｏｎ 出

版社 出版 。 中文摘要
“

中国 的科学精英及其政治社会角 色
”

在 《 当代 中 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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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2 0 0 7 年第 1 期发表 。 这些都表明 默顿学派也未被人忽视 。

2 0 1 2 年 9 月 ， 由南开大学 、 《科学与社会 》编辑部 、 自 然辩证法通讯杂志

社和中 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

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

［ 7
］在会上 ，南开大学的赵万里教授回顾并展望了科学

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在中国 的发展历程 。 山东大学林聚任教授对美国

科学社会学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进行了 回顾与展望 。 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

强调了科学人类学对科学 的社会研究的价值 。 洪伟教授梳理了后默顿时代

的默顿式科学社会学研究 ，认为其学术价值在公共政策领域和经济管理领

域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应用 ，近年来可见度正在逐步提高 。 会议对转基因 、 网

络等新技术对社会的 巨大影响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会议决定建立科学社

会学专业委员会 ，并以 《科学与社会 》为学会的主要园 地 。 这就为今后我国

科学社会学 的顺利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 。
2 0 1 3 年 1 1 月 。 科学社会学专业

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
‘ ‘

科学社会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久
［

8
］

二、我国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的语境

上世纪 8 0 年代我国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兴起之时 ，正是科学主义盛行

之时 。 这一阶段实现 了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反科学 、反知识 、打击知识分子 、

打击科学家的拨乱反正 。 全 国科学大会之后 ，

“

科学是最高意义 的革命力

量
”

、

“

科学是第
一生产力

”

、

“

发展是硬道理
”

、

‘‘

科学技术是四个现代化的关

键
”

等话语愈加得到强调 。 在此背景下 ， 科学 日 益表现为
一

种新 的意识形

态 ，对科学观念 的推崇与追逐 ，使科学主义 的语 言几乎侵入方方面面 ， 例如

胡乔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科学 ，
苏绍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

生产力论是科学 ，金观涛要用控制论来论证辩证法 ，

“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 自

己
”

。 钱学森要用系统科学来诠释马克思 主义 ，查汝强把 自然辩证法等 同于

科学 ，提出三条宇宙总规律 ，等等 。

1 9 9 0 年 ，顾昕在《 自 然辩证法通讯 》第 3 期发表
“

唯科学主义与中 国知

识分子
”
一文 ，受 到许 良英 的严厉批驳 （见该刊 1 9 9 2 年第 4 期

“

为科学 正

名——对所谓
‘

唯科学主义
’

辨析
”
） 》 在 8 0 年代 ，鼓吹人道主义 ，呼吁民 主 ，

会被指责为
“

搞精神污染
”

、

“

资产阶级 自 由化
”

。 提倡科学 ，鼓吹科学主义 ，

则没有这种危险 ，
所以 ，科学学得到官方的支持 ，提倡科学社会学也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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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障碍 。

到 2 1 世纪初 ，我国的生产力 、 ＧＤＰ 、科学教育事业都有 巨大发展 ， 同时 ，

贫富差距拉大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 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 开始浮现 。

2 0 0 2 年 1 1 月 ，京沪两地的科学文化人吴国 盛 、江晓原 、刘华杰 、 刘兵 、 田 松

等发表了
“

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
”

的
“

学术宣言
”

，对科学主义进行 了分析

批判和反思 。 结果 ，在 2 0 0 3 年却遭到 了龚育之 、何祚庥 的严厉批判 ，认为他

们是
“

反科学
”

，

“

反马克思主义
”

。 2 0 0 5 年 ，范岱年在 《科学文化评论 》第 6

期上发表了
“

唯科学主义在 中 国
——历史 的 回顾与批判

”

，与何祚庥进行了

争论 ，可是他没有回应 。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几个主要流派都是反对科学主义 的 。 科学知识社会

学在我国的兴起与有关科学主义 的争论和批判是密切相关 的 ，不少反对科

学主义的研究者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积极推介人 。 但是 ， 官方意识形态

还是赞赏科学 ，片面强调增加 ＧＤＰ 的发展观被否定了 ， 提出 了
“

科学发展

观
”

，科学还是好东西 。

三 、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没有科学哲学 ，是盲 目 的
；
科学哲学没有

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 ，是空洞的 。 正因 为此 ，无论是从研究取 向还

是从研究群体的构成来看 ，我国 的科学社会学及科 学知识社会学 的发展
一

直都与科学哲学紧密关联在
一

起 。

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论和科学实在论 。

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是正确描述实在的客观真理 ，科学知识与价值无关 ，与人

们的利益无关 。 因此 ，科学社会学不 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 。 而科学知识

社会学的哲学基础是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 、相对主义的认

识论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 。 因此 ，他们主张对科学知识也要进行社会

学的研究 ［
9
］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哲学渊源深厚而多元 。 为其提供 了理论给养的哲学

理念 ，包括康德的建构主义认识论 ；蒯因对逻辑经验论 中的还原论 （化约论 ）

教条的批判 ， 以及对整体论的主张 ；库恩对逻辑经验论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的批判 ，带来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折 ，他把诠释学和科学共 同体引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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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 ）

学哲学 ，为科学知识社会学 开辟 了道路 ，库 恩关 于科学发展及其变迁 的解

释 ，被认为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理解时所不可或缺 的哲学背景 （虽然库

恩本人不同意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和强纲领 ）
；
胡塞尔的现象学反对

科学的数学化 ，主张回到实事本身 ， 回 到 生活世界 ； 海德格尔和后期维特根

斯坦认为实在是语言的建构 ；法 兰克福学派 的批判理论认为科学技术异化

成了统治者谋利的工具 ；
后现代思想家否定现代科学和理性 ；

等等 。

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 的深度互动 ，
不仅体现于两

者之间 内在逻辑的深刻关联 ，在兴起过程 中 ，两个研究群体之间也持续着深

人的影响 。 我国学界最初涉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者 ， 多半具有科学哲

学或 自 然辩证法的研究背景 ，他们在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评介

过程中展现出 了重要的 作用 。
2 0 0 3 年举行 的第十

一

届全 国科学哲学学术

会议上 ，科学知识社会学还被作为与会者探讨的一个核心主题 。 部分出 于

这
一

原因 ，完全出 自 社会学背景的学者 ，反而并未在我 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研

究群体中 占据主导地位 。

［ 1 °
］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为科学相关研究领域和我国学界带来 了诸多

积极意义 。 它突破 了传统科学哲学在认识论上设置 的禁区 ， 强调科学知识

的社会成因 ，主张把科学知识视为负 载着科学家认识和社会利益 的建构产

物 ，拓展了关于科学的研究视野
［ 1 1 ］

；它推动了对科学 自 身的深人反思 ，纠正

了理解科学的片面观点 ，科学知识社会学着力解构了关于科学的真理性 、客

观性等传统话语 ，使得我们能够 以
一种平常心来看待一种世俗化 的科学 ，能

够形成一种不同于唯科学主义的认知视角
Ｄ 2 ］

； 它超越了抽象思辨 的传统哲

学方法 ，不再聚焦于宏大叙事 ，而是更加注重脚踏实地 的经验案例考察 ， 对

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有 了更具深度 的刻画
［ 1 3 ］

； 它反对辉格史观点 ， 拓展 了科

学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与深度 ，同 时也为科学哲学提供 了重要 的素材和方法

论资源 。

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其发展及演变过程 中 ， 所遇到 的责难 和疑难也 时时

不断 。 它对科学的
“

祛魅
”

，侵蚀了传统上科学 的权威形象 ，弱化 了理性 、客

观 、求真等一直 以来被认为是归属于科 学的价值立场 ， 由此被认定是
一

种
“

反科学
”

的主张 ，受到坚持科学合理性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持续反对 。

就其 自 身而言 ，过于强调社会因 素的决定性作用 ，以至于在阐释科学知识的

过程中用
“

社会实在
”

完全取代了
“

自 然实在
”

，使 自 然科学疏离了 自 然本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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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本身的复杂性 ，从一个极端走向 了另一个极端 ，

进而出现的
“

反身性难题
”

以及 由此产生的
“

方法论恐惧
” ［ 1

4 ］

，成为科学知识

社会学难以摆脱 的理论困境 。

在兴起过程 中 ，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借鉴和吸纳了多元学科

的理论洞见 ，并在我国特有的社会语境下 、在与科学哲学的交融与交锋中不

断成长壮大 。 在此基础上 ，我国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近年来

开启 了更为切实的本土化进程 ，更加注重贴近我 国社会 的现实问题 。 科学

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我国兴起之后 的 进一步发展 ， 值得我们拭 目 以

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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