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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凝聚着中国科学院新老科学家、研究生
导师们多年心血和汗水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面世了。
这套教材的出版，将对丰富我院研究生教育资源、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肩负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为国家作出基础性
、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科技创新贡献和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使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不
仅要为我院知识创新工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还担负着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创新型
国家建设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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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
。
　　科学文化是科学人在科学活动中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它以科学为载体，蕴涵着科学的禀赋，
体现了科学的精神气质。
本书是学术界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探索科学文化意蕴的学术专著，作者以发掘科学的智慧、迈向
智慧的科学为旨意，以揭示科学文化的内涵和要义为鹄的，集中探究了科学价值、科学精神、科学审
美、科学限度、科学异化等诸多论题，可以使读者加深对科学的深层底蕴的理解，并藉以弘扬科学精
神，撒播人文情怀，提升精神境界。
　　本书适合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等专业的高校师生和研究人员阅读，也可作
为科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以及理工类、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了解科学文化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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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醒民，男，1945年10月生于西安市户县。
196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
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毕业并获理学硕士学位。
1990年被破格评聘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常务副主编。
著作有《激动人心的年代》、《科学的革命》等。
译著有《列宁与科学革命》等。
另外，在海内外30多家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被英国、美国、印度等国传记研究中心收入有关国际人名辞典，其研究成果受到美国、俄罗斯同行的
重视和引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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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科学的认知功能：认识自然界和人本身的功能。
　　好奇是人的本性，求知是人的本能。
史前时期的先民，尽管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还是力图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以及其自身。
从温饱问题得以逐渐缓解的农业社会开始，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是与日俱增。
这也不难理解：肠胃的空虚需要食物来填补，精神的贫乏需要知识来充实。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和人本身的知识的巨大而可靠的源泉：它不仅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总看法，而且也
能详尽地告诉人们世界的细节的知识。
薛定谔说得好：“我们热切地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何处去，但惟一可观察的只有身处的这个环境。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急切地竭尽全力去寻找答案。
这就是科学、学问和知识，这就是人类所有精神追求的真正源泉。
对我们所置身的时空环境，我们总是尽可能想知道更多。
当努力寻找答案时，我们乐在其中，并且发现它引人入胜（这或许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在？
）。
”②陶伯则一语中的：我们生活在科学意识统治的世界中，科学作为认知活动，简直创造了世界观③
。
　　“科学的主要功能是创造和优化关于外部世界的新知识”④，“科学的价值在于对自然的一致性
的不断完善的认识之中”⑤。
莱伊以科学的代表物理科学为例，说明了科学的知识价值的重要性：“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具有功利主
义的价值，事实上是值得重视的价值。
但是，那是它们作为无私利的知识的价值旁边的小事一桩。
为前者而牺牲这个方面是忽视物理科学的真正本性。
我们甚至可以说，物理科学本身自然而然地仅有知识的价值。
”迪昂赞同莱伊的观点，他在其科学哲学名著中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他也认为，物理科学的知识价值高于它的实用价值：“物理学理论不仅具有实际的功用，而且尤其具
有作为物质世界的知识的价值。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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