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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是一部从科技哲学角度研究默顿科学社会学的
专著。
《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以阐发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为主线，分别就
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体制内部微观社会因素与科学知识进步关系的论述、宏观社会因素影响科学
发展机制的论述、科学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界的社会规范、科学奖励制度和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等科
学自主性的论述，以及科学的社会性与科学自主性二者关系的论述，逐一进行了梳理、评价和阐发。
作者马来平熟练运用了科学社会学大量一手和二手文献，对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叙述准确、分析到
位、评价中肯，就有关问题所阐述的自己的独立观点也有一定深度和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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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来平（1950— ），山东巨野人。
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政府参事、山东省政协委员；兼任山东自然
辩证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协决策咨询专家库专家、山东省哲
学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科协委员、济南市政协文史委特邀顾问等。
主要研究科学社会学、中国近现代科技文化史。
著有《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
2001年《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山东科技出版社，1995年）、《哲学与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广
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
；主编和参与编写著作十余种；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哲
学动态》、《文史哲》等杂志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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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文章认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例证和展示了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对库恩关于科
学发现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作出评论，称赞库恩是“变得越来越像准社会学家的新一代的科学史学家”
，并把库恩的著作称为“准社会学著作”。
默顿认为，巴伯对库恩著作所做出的迅速反应，“表明了科学社会学发展的另一个阶段所具有的某种
内在重要性，在这一时期，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彼此交叉”。
后来，巴伯谈到库恩时再次肯定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对科学社会学的推动之功。
他说：“在1962年，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导致了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
学之间关系上的一场创造性的革命。
库恩本人在当时显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但在他的思想含蓄的著作中，他利用了来自这三个专
业的概念和材料。
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
” 总之，库恩著作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库恩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科学社会学烧了
一把火，对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2）最直接、最有力地促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有众多方面的理论背景，如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解释学等。
其中，库恩的历史主义哲学最重要。
 科学知识社会学汲取并夸大了库恩历史主义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倾向。
库恩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范式构成中除主导性的科学成就、符号概括
（公式、定理或定律的表达式）外，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共同的信念和共有价值等形而上学成分；②范
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③范式更替是科学界心理上的一种格式塔转换，而不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过程
。
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了这些观点，并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科学是磋商的结果”等观点，把库恩哲
学的相对主义推向极端。
为此，有人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称为“后库恩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巴恩斯
、马尔凯等也分别写过《库恩与社会科学》和《库恩与科学社会科学》等著作和论文，阐明科学知识
社会学与库恩的渊源关系。
1996年，库恩逝世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杂志《科学的社会研究》还专门组织了“纪念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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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具有以下学术和应用价值：（1）初步梳理了默
顿科学社会学的主要观点、中心线索和基本思路，对于更深入地研究西方科学社会学以及建立中国自
己的科学社会学具有一定基础性作用。
（2）以评论默顿观点为契机，在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经济，以及科学内部微观社会因素和科学知识
进步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从而拓展了科技哲学的“科学与社
会研究”。
（3）通过对默顿关于科学界的社会规范、科学奖励制度、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等科学体制运行规则观
点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科学的性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理解，进而为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的研究提
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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