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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极富启发性的科学社会史通史性著作，全书侧重于科学技术同社会进步之间的互动关
系，分别从英国皇家学会到法国科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到德国研究型大学，18世纪的科学启蒙、
产业革命到19世纪科学体制化和职业化的展开过程，进行了详略有当的论述，描绘了自文艺复兴以来
科学技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

　　本书通俗易懂，适合科学技术史、sts及科技政策研究者和学生参阅，也适合对科学社会史感兴趣
的大众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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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内部分化出种种不同的学科领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专门学会。
于是，在不同领域中的那些高度专业化研究已不是外行人能接近的了。
科学家将研究成果总结成论文，发表在各自领域中有代表性的杂志上。
那些鼓励研究竞争的奖励制度、专利制度和晋升制度已经确立起来。
科学的使命与早期的那种了解上帝的计划，提高教养程度的文化活动相比，将其看做是对国家和社会
做贡献的观点日占上风。
科学与产业技术和军事技术的结合也日益深入，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难以识别。
科学主要是通过与之结合在一起的技术成果来对社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在现代文明的中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人们应当怎样去理解这400年中发生的科学“社会化”（socializatiion）这样一种显著变化？
它不单指科学自身的内在发展，即科学理论发展中那种自发的归结。
的确，科学看上去就仿佛某种与外界事物相独立、其自身拥有自律性成长能力的有机体。
可是，科学并非在真空中成长起来，创造和培育科学的别无他物，正是人类自己。
人类使科学的成长成为可能，而社会则赋予其发展的方向。
可以说，今天科学的社会面貌来自于欧洲4个世纪的历史中科学与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现代科学与以往那种将哲学和神学作为基础的自然哲学不同，它淡化了西方文明固有的特质，而强化
了其中世俗化和工具化的方面，并由此呈现出一种可以在国际传递的面貌。
这样的科学在性格上所发生的变化，如果不同欧洲科学的社会化和体制化过程联系起来，是很难想清
楚的。
另外，导致19世纪以后欧洲科学文明急速向世界传播开来的要因，与其单单强调理论和概念方面的优
越，不如把更多的关注投放到那些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意义的科学活动的发展方面。
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引进西方科学之际，对于那些起支撑作用的各种制度（学校教育、学会、试验研
究机构、资格考试等）的移植，要先于对科学内容（理论和思想）的理解和摄取，这是很有象征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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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的社会史: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当今世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科学技术。
如何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念，弘扬积极的科学精神？
仍然是现代社会高度关心的问题。
“理解科学译丛”从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方法论研究、史学研究、社会研究以及传播普及研究等多
个视角，系统地翻译了世界经典名著和国际最新教材，可供相关专业工作者和对此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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