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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这一用语在我国学术界开始逐渐被人们所熟悉，这一方面
来自于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前沿学术思潮的敏感反应，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公共哲学研究者在我国的推
介多少有关。
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前，“公共哲学”这一用语就在美国出现了，1955年著名新闻评论家、政论家李
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了一部名为《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的著作，倡导并呼吁
通过树立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自由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他把这样的理论探索命名为“公共的哲学
”。
但是，此后，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在美国乃至西欧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尽管也有少数学者如阿伦特
、哈贝马斯等相继对“公共性”问题做过一些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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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漫长的19世纪为对象，创作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描述了欧洲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市民、
劳动者走上历史舞台，不断壮大，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段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的时代”落下帷幕，也使一系列矛盾急剧爆发，历史由此进入到了“短暂
的20世纪”。
20世纪是一个围绕这一系列矛盾发生变革的“极端的年代”，它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第二
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民族解放、冷战体制、越南战争、大量消费、环境破坏、苏联解体等一系
列历史事件，确实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
　　首先，19世纪是科学技术从人民大众的心目中的神圣领域转向世俗领域的一个转换时期。
国家主义（national）就是这个漫长的19世纪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而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
动使之进一步强化，走向了世界化。
科学技术承担起了国家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建设之任务，它的公共性也就显著地体现于此。
之所以会这样，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在于科学技术对于旧体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它不仅可以带来富
国强兵的社会变革，而且也标志着人才与知识权威的新旧交替。
因此，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的教育制度之中得到了优待与重视。
　　其次，科学技术被委以维持新出现的流动型社会结构之原动力的重要使命。
它在被期以“破坏力”的同时，也被世人赋予了“构筑力”的属性。
由此，科学技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人类脱离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之规则，即
避免人类陷入一方以革命或者斗争的形式来掠夺另一方之陷阱，体现为了站在人类社会之外，为人类
社会带来富裕的“价值投资”。
这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的形象，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超越阶级或者阶层，统合整个国
民的目标。
　　最后，冷战体制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发展。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成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条件，原子能开发、火箭技术、
雷达技术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安全与研究最前沿之间的密切关系。
而且，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出现了一个投资科学研究的新契机。
这一认识在冷战体制下得以拓展，它为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我们可以不必在意这一研究是否会带来
收益——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环境。
不仅如此，冷战体制的长期化不仅体现在了军事领域这一方面，而且也进一步加剧了知识权威之间的
竞争。
由此，科学技术的研究如同竞技体育一样，展现为一个履行新的“神圣”使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行为。
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体现出来的竞争一样，诺贝尔奖的角逐也成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彼此竞争。
　　苏联解体为“短暂的20世纪”画上了一个句号，与此同时，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诸多矛盾也开始
走向表面化。
由此，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体制的公共性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课题研究开始浮现出来。
　　一方面，以丰富人类生活为目的的大量生产、大量的能源消耗、大量的输送、大量的废弃物等一
系列人类的经营行为，使地球环境的负荷达到了一个可容忍的极限。
医疗的普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的防治等科学技术的提高，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发
达国家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人口结构极为异常的新的社会问题。
克隆人、基因图谱、生物医学、信息科学、纳米技术、环境保护、能源问题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呈现出
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从而缩短了技能、产业、企业的变动周期，加速了竞争与优胜劣汰、胜败之间的
不断交替。
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人对于放肆性地宣扬“科学进步将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观念开始出现怀
疑与不安。
　　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科学技术的内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既出现了科学制度即不予进行市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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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所造成的普遍性问题，也存在了围绕评价本身而出现的科学技术自身的问题。
科学技术研究的量的扩大导致了相互评价的官僚化，助长了大型研究课题的无责任化。
科学技术的研究本身就是“向未知的挑战”，投资失败的责任究竟由谁来负责，确实存在着难以判断
的一面。
进而，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研究者们投入到这样的研究领域之中，给人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带来了误
解，使一批具有单一技能的怪人登上科学的舞台。
不仅如此，科研资金的支持团体从国家逐渐转向了市场，过去的科学研究理念即“公有制、普遍主义
、从私利之中解放出来、系统性的怀疑主义”开始出现崩溃，取而代之的，则是专利、资金、下层经
济基础、技术培养等制度走到了历史前台。
这样一个事实，标志着科学技术乃是“对于人类社会整体的价值投入”这一理念的崩溃，从而改变了
科学技术的社会形象。
　　19世纪末作为制度而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而后在国家主义的国民国家建设与冷战体制之中走上
了不断扩大的道路。
但是，到了经济、政治的环境发生剧变的现在，我们站在国家主义体制下来探讨科学技术的公共性已
经是不可能了。
在公共性开始脱离国家主义体制，走向多样化的今天，我们要站在新的公共哲学的视角，重新探讨与
科学技术交织在一起，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书是对第26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性”的讲演与发言的编辑，其目的即在于
为此而提供广泛的问题意识，以期为解决它发挥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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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题一科学技术的公私问题柴田治吕我所隶属的科学技术振兴事业集团是一个特殊的法人。
在此，我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
本事业集团的前身是“科学技术情报中心”和“新技术事业集团”。
“科学技术情报中心”是从事科学技术信息流通的事业团体；“新技术事业集团”是将新技术转化到
民间的事业团体。
大约在4年前，两个团体合并为“科学技术振兴事业集团”。
本事业集团开展了广泛的事业活动，诸如从事信息流通事业，摘录科学技术信息，以便于世人的广泛
利用；促进政府向民间进行技术转化的融资事业；推进基础性研究，同时也进行硬件开发研究，并创
立了特殊的系统。
而且，本事业集团也大力促进国内外研究学者的交流活动。
如今的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地域性的时代，本事业集团也深人到了各个领域，积极促进地域性科学技术
研究。
不仅如此，鉴于日本国民还没有充分地理解科学技术，时而也发生与之相关的分歧或者不和，因此，
为了推动国民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本事业团体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的宣传活动。
在此，共同研究会的举办者为我确定了“科学技术的公私问题”这一议题，但是，科学技术的哪些问
题可以视为“公私”的问题，对此我也心存疑问。
我并不是一个哲学家，在此，就以自己的思考为中心，站在“公”与“私”两个视角来考察科学技术
的问题。
一提到“公”，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它就是指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所谓“私”，也就是指民间企
业与个人。
在此，作为第一个发言者，请允许我大略地阐释一下科学技术与公私问题的各个基本观点，并概述一
下整个科学技术所面对的问题、现状。
在论述的过程中，我将从“公”的立场来重点阐述国家干预的作用。
1.研究开发组织科学技术源自研究开发，而研究则是一个多样性的行为。
首先，研究以个人为主体。
一个人推进自身的研究，这是研究的最初阶段。
如果我们注意到它是个人的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它是一个“私”的活动。
但是，个人的研究若只是局限在了个人的活动范围内是难以实现的，它必须具备超越个人条件的场所
与资金。
政府就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因此，它可以为个人提供科研经费，对个人的研究予以支持。
我们的事业团体，也正是出于激发个人的优异才能这一宗旨而制定了支持个人研究的制度。
以项目为计算单位，政府的科研经费一年大概为100万-300万日元。
本事业团体则提供了接近1000万日元的经费来支持个人的自由研究。
在此，尽管我提到的是“个人”，但是他们利用的是“公”的资金，研究的项目也大多是与社会无关
的、纯粹个人性的研究。
业余爱好者观测天体，可以经常发现流星，但是，这不过是个人的兴趣而已。
但是，如果他们是利用科学经费的话，那么就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出“个人”与“公”之间的关系
。
对于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将如何对待呢？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
一方面，我是事业团体的行政官；另一方面，我也从事日本与阿伊努民族（译者注：日本北海道的少
数民族）之间的语言比较研究，并从事着陶器制作的工作。
我开始进行研究的动机极为简单，那是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觉得孩子学习语言的过程非常有
趣，由此也就对这一现象极为关注。
而且，我也并非是刻意地要去研究什么，只是记录一下孩子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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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叙述的或许只是一对溺爱孩子的糊涂父母的故事。
不过，某个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一过程持续下去，必然会发现一座研究的“宝库”。
就“语言”而言，世界的语言学家所考虑的对象都是大人的语言，对于出生不久的孩子来说，语言几
乎是零。
到了三四岁的时候，孩子开始不断地掌握语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语言的本质。
每天早晨，我与孩子一道散步。
那个时候，我在一所综合开发研究机构工作。
每天我都是特意地尽早回家，黄昏之际也经常与孩子在一起。
由此，我突然下决心要将孩子的所有语言全部记录下来。
这样的一个记录究竟有什么价值，一开始我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只是期望经过了数年积累之后，通过
分析数据或许我可以发现什么吧。
我对这样的数据加以分析的时候，正是担任日本驻法国大使馆随员的一段时期。
因此，我想这样的记录毕竟是要公之于世的，倒不如就用法语来撰写并将之发表吧。
我将自己的论文呈给相关者审阅，对方告诉我：“这篇论文非常有意思，它揭示了一个真理。
”于是，我就在法国出版了我的研究成果。
这一研究完全是一个个人的研究，我只是偶然之中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世。
个人的研究即便不能超出个人的范围，上升到“公”的层次，但是也会为世人所知，并得以推广传播
。
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原点。
但是，大多数的个人研究并没有这样的好运，它们只是停留在了个人的水平上，一步也没有跨越出去
，最终也就以个人兴趣作为了终结。
就此而言，科学技术的研究可以说是一大关键。
它最终既可以成为“公”的研究，也未必会如此。
若是成为了“公”的研究，则必将对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这样的“个人性研究”并不仅仅是趣味一类的，或者大学教师出于兴趣使然的研究，即便是在民间企
业，也经常发生与之相似的事例。
不言而喻，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益，所以作为组织者会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研究发展下去。
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一类并不合乎公司的经营方针但是将对公司起到必然的促进作用的研究课题。
对于这样的课题，研究者本人认为将会对公司有利，从而才开始研究，但是上司却不予同意。
在这样的状况下，放弃乃是最为简单的，不过到了不管如何也要研究下去这个地步的话，那么，研究
者就会对上司加以隐瞒，一个人继续研究下去，这也就是所谓的“实验性”（underground）研究。
以小西六这一人物为例，他是第一个将自动聚焦技术推广到世界的人。
作为一名研究技术人员，他的这一研究违背了公司的主导方针，所以也拿不到多少研究资金，只能是
自己一点点地去摸索。
而且，这样的研究活动也只能是在下班之后的夜晚。
最后，他所属的直接主管部门实在不堪这样的困窘局面，也就为此准备了一定的研究资金。
现实之中，这样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
研究蓝色激光的中村修二也是如此，因为与公司的既定方针不相吻合，所以也就只能是在争执之中来
独自进行，最后则是一个人拼命似的工作。
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出现“私人性”，它的原点也就在于此吧。
因此，研究将会不断地推进下去，到了一定的规模，也就会组成两三个人的小组机制。
大学之中，助手、讲师、副教授会成为小组机制的基本成员，也会出现召集两三个研究生来从事研究
。
我们的事业集团所提供的研究资助，不仅仅针对个人的研究，同时也针对这样的两三个人所组成的团
体研究。
如果研究的圈子进一步扩大的话，也就是所谓的“团体研究”。
它的形式是需要一个团体领导，需要一名副手，之下配备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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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学的研究室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吧。
团体研究具有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我们的事业集团采取的是“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它是基础
研究的支柱之一。
大学或者企业的团体研究，会利用既有的组织、既有的体制来进行，如同封闭在一个鱿鱼筐中。
这是日本学术研究的弱点之一。
为了打破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制度之中，将会选出一名研究领导者，将研究的事宜全面委托给他。
他会利用个人的网络，提拔各个方面的优秀人才。
这样一来，既有的组织体制也就无法包容这样的新状况。
若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抱着创建一个新的研究室的目的，利用最近不断增加的租赁研究室，将所有
的人、所有的机械都放人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正如一个国际型的研究机构所出现的“产、官、学
”的结合体一样，而且也将外国人招纳进来共同从事研究。
这一制度，我们曾历经5年的时间来进行尝试，并得到了世界上的高度评价。
美国在七八年前就派遣代表团来访问，并评价指出：“它是日本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特例，即便在世界
上，它也是一个特殊性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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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公共哲学作为一门多元交叉学科，应该说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与重视。
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乃是缘于三大价值观念的求索。
首先，作为世界发展趋势的“全球化”浪潮潜藏了“公平屈服于效率，资本优先于人权”的问题，由
此而为了逐步拓展与“全球化”相辅相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地域化”，也就需要一个“公共”的
价值平台；其次，作为时代之反思的“启蒙”现代性的理性建构之基础，必须要脱离过去的“一元的
普遍性”与“多元的特殊性”的二元对立的或者互媒性的框架结构，由此也就需要一个具有了“横向
的共媒性”的“公共”的价值视角；最后，面对日益突出的、来自市民阶层的“公共性”的质疑与以
之为争论焦点的频发不断的社会活动或者运动之现实，在重塑与加强“公共理性”，推动“公共”对
话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以公共哲学的建构为目的的，而且要使世人皆抱有基本的“公共素养”的
价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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