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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科学技术文化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从理论演进角度来说，传统科学技术哲
学的理论困境和方法无能必然要求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拓展，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扩展到科学技术文
化研究具有学理上的必然性；二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对于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逐渐转向对于科学
技术的文化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呈现出实践性、历史性、具体性的文化多元方法取向，传统的科
学技术的哲学研究融入到更为宽泛的文化研究之中。
　　本书可以看作是我多年来学习、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其中部分研究内容作为论
文已经发表，其余则是个人最新研究成果。
对于以往研究不再作过多修饰，主要是要反映学界潮流演变和个人学术思想变化。
全书基本承袭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科学技术文化以及技术与社会关系具体案例分析
的脉络，反映科学技术哲学文化转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趋势，体现从理论向实践的迁移。
本书用科学技术哲学具体研究内容的转换实证科学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型，而非纯粹的理论论证。
也许通过研究论题的内容转换，更有利于读者对于科学技术哲学文化转型的更为确实的理解和把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型>>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科学哲学思考　一、确定性求索的哲学思考  二、简单性思想与理论简单性原则  三、科
学研究中的美感作用  四、对非线性科学的几点思考  五、科学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理论根源  六、科学
研究的“合情”与“合理”  七、寻根与超越：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诉求第二章  技术哲学探索  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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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化的价值冲突及其应对  七、技术与社会：必要的张力第四章  科学技术的文化反思  一、西学东
渐的文化冲突及其反思  二、我国科学、教育发展的功利取向及其反思  三、实践概念内涵的历史演变  
四、现代生物技术伦理价值冲突的哲学思考  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与实践  六、现代技术的人
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  七、“知识分子之死”反思第五章  科学技术与法制互动关系研究——以我国监
狱工作的法制化与科学化建设为例  一、法制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冲突  二、监狱历史发展的社会基础
及刑罚观念  三、“科学”的概念辨析  四、司法文明的科技促动及人文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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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科学哲学思考　　依循科学哲学的理论追求，首先考察知识的确定性、科学理论评价的
理论简单性原则及其科学美感作用，高度评价非线性科学对于促进人类思维方式转变意义，揭示不同
历史阶段的理性内涵演变，辩证分析科学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以及科学研究中的“合情”与“合理”
，在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固有症结基础上，指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一、确定性求索的哲学思考　　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确定性求索的
内心冲动。
自然界的变幻多端，生存现实的无比严酷，未能毁灭原始人类的求生欲望，反而坚定了人类追求确定
性知识的信念。
知识确定性假定的实践有效性，预期目的的不断实现，更使知识确定性的求索成为古希腊文明以来的
一种不懈的自觉努力。
然而，人类几千年来知识确定性求索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人们未能找到知识确定性的可靠基础，却发
现了知识的内在本质方面——不确定性，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确定性求索的历史，重新确立知识
求索的更现实目标。
　　（一）确定性求索的哲学探讨　　确定性求索的哲学探讨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努力着，一派是唯
理论传统，另一派则是经验论传统。
　　第一位唯理论者当推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以数学研究作为他哲学理论的基础。
数学自身的抽象性、精确性及其逻辑演绎力量使毕达哥拉斯确信理性具有一种自身力量，并进而发展
到对数的崇拜。
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高形式。
他提出数学推理是永远正确的，而经验事件则是易逝而多变的；只有将物理学理论建立在数量关系的
框架之上，才能揭示出事物表面现象背后的真正结构和关系。
当柏拉图把数学看作是唯一可信的知识时，他排斥了观察在知识中的作用。
柏拉图说：“一个人如果是眺望着天空或注视着地面以期学到一点知识，那我总要否认他能学到什么
，因为那样做完全不是科学的事情⋯⋯”这就明确表达了他对于经验观察的拒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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