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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学科。
国外许多大学都开设这样的课程，供文理科学生选修，我国也不例外。
目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出版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科学哲学史性质，另一类就是科学哲学概
论。
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史论结合，基本上吸收了以上两类的研究成果，并且有所发展和创新。
什么是科学？
如何驾驭科学？
科技革命有何用？
怎样看待科学哲学？
科学精神如何弘扬⋯⋯《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系列之一将带您一一探讨。
　　本人的学术兴奋点可以说首先是聚焦在科学活动论和互补方法论上，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技
革命及其影响尤为关注，试图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走近科学。
在抽象的反思过程中，则着重对自然、社会和历史中一系列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并反过来
省思哲学本身。
随着研究的展开，又将视线和笔触投向天人关系、文化整合和文理并重之类常被解构的矛盾点，努力
关照人文、避免异化。
最后，不期然为那些凸显在当代时空交汇处的充满焦虑的问题所吸引，竟乐于通过游走边缘来重新定
位中心。
循着这条路径，我隐隐感到，自己40岁之后的学术轨迹竟然是从中心发散到边缘，所以给本书定的书
名就成了《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
　　本书内容选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百多篇文章，按上述线索编纂而成。
虽然文章基本上一如原样，好在这些工作确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不显得零散。
非常欣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事者的气魄，居然能在比较功利化的社会氛围中出版一套不赚钱的《
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
本人半路出家，自认为只是个科学与哲学边缘的耕耘者而已，不敢自称为什么家。
但蒙抬举，能趁此机会清理一下自己的学术工作，也就不避越位之嫌，欣然从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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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椿，1944年5月30日出生于贵州安顺。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新学苦旅》《环境思想研究》《科学哲学》《在真与善之间：科技
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科学技术哲学导论》《自
然辩证法册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
告》等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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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走近科学　什么是科学　　1.科学活动论和互补方法论　　2.从活动论的观点看社会科学　如
何驾驭科学　　1.科学的本质在于方法　　2.科学方法论：问题和趋势　　3.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特点
　　4.发现的艺术　科技革命有何用　　1.从科学革命到现代科技革命　　2.科技革命：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嬗变的助力　　3.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　怎样看科学哲学　　1.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
哲学　　2.关于科学哲学的再定位　　3.基点不动摇、功能有特色、学科要开拓第二篇  省思哲学　在
自然与社会之间　　1.当代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2.现代科技何以创造经济价值　
　3.技术何以决定人之本质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1.中国有机论思维与西方科学思维的互补性　　2.
从虚拟现实及其沉浸性看技术现代性问题　在求真与向善之问　　1.科技伦理问题的新向度　　2.科技
时代的科技伦理实践　　3.网络世界的伦理建构　在灌输与启迪之间　　1.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的错位　
　2.哲学教育的改造　　3.当代科学突破与自然观的新探索第三篇  关照人文　天人关系之重构　　1.
与天地参：当代环境伦理的重构　　2.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与实践蕴含　　3.新世纪的生态价值观　科
技文化之整合　　1.对传统文化与西方化的反思　　2.对“文革”破坏科技之文化成因的反思　　3.知
识贫困与人才匮乏问题之省思　　4.社会运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嬗变的促力　科学精神之弘扬　　1.
弘扬科学精神　　2.当代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与迷信　　3.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人文社会科学之
论衡　　1.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社会功能　　2.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的思考　　3.关于原
始创新的几点想法第四篇  游走边缘　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　　1.矫正定位倒错，凸显问题意识　　2.
恰当设问和应答　　3.多元的价值追求　学术精品与学术大师　　1.一次关于学术精品的调查及其分析
　　2.学术精品的现代诠释　　3.精品、大师及其他附录　哲学的长征：从中国走向世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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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倘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学者，恐怕能配得起“大师”称号的人实在寥寥无几，自然堪称精
品的学术成果也难以寻找。
吴树青曾写道：“在文史哲的基础学科中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培养得太少。
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同志中间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但是只能说是准大师，不
好说是大师级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功底、知识面和创造性等方面，和以前的一辈大师级的人物相比
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①的确，与调查中得到公认的大师相比，当今学者不仅在学识方面有所欠缺，在学术大师背后蕴含
的精神底蕴方面更付阙如。
这种独立的、自由的、宁静的、淡泊的精神底蕴是当前学界普遍缺乏的，也是人们心所向往的。
没有这种精神底蕴的支撑，学术就会继续浮躁。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师处处高明，即如陈寅恪，他的学术著作中同样有谬误存在，但其人格与学术的
高度统一，值得我们仔细品评、视为瑰宝。
    总之，没有大师难出精品，没有精品何来大师。
大师是什么?大师就是学术前进的界碑。
精品是什么?精品就是学术界碑上的铭文。
    (2)时代呼唤精品。
    精品调查，其目的与其说是要“寻找精品”，毋宁说是要“呼唤精品”。
    当前学界的问题很多，例如体制问题、腐败问题、作假问题、近亲繁殖问题等等，这里从似乎最虚
、但却是漫延最广、危害最深入的浮躁问题说开去。
    做学问，本应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但现实情况呢，北大何芳川批日：“一种
浮躁之症在国内学术界游荡；赝品之风，早离青萍之末；平庸之气，也正侵蚀精华。
”学术氛围江河日下。
职称待遇要高的，能力贡献却是低的，工作上小事是不愿做的，大事又是做不来的。
应付出版社的催稿，赶评审任务，学术作品仓促上阵又仓促收尾。
既然名利可以作为最直接的标准量化地评价学人是否成功，于是就不断加快学术作品“商品化”的进
程。
在学术作品的质量普遍滑坡的情况下，以尽量简便的方式制造出尽量多的商品无疑是符合学人的最大
利益的。
而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和成果评价体系的缺位，形形色色的以论著数量、刊物级别、项目等级作为评
价人才和作品质量的标准的出台，加剧了人们对非学术因素的追逐。
在浮躁空气的“滋养”下，学园里洋溢着虚假的繁荣气息。
    学界的浮躁源于世俗利益的诱惑和评价体系的缺位。
每个人都是俗人，学者与学匠的区别在于：前者视学术为生命，后者视学术为饭碗。
何以选择?这属于人的价值取向问题，很难用一套确定的方法来保证后者向前者的自动转化。
至于评价体系的缺位问题，需要弥补这个体系。
不仅要对学术成果、学术项目、学术机构进行评价，还要对评价的理念和方法进行评价。
    学风浮躁与学术腐败是相辅相成的。
腐败是权力的专利。
没有权力的滥用也就不会产生权力的寻租，没有权力的寻租，也就无所谓“腐败”。
世上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完全阻止腐败的发生，只要存在权力，就一定会产生腐败。
但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制约权力，因而有助于消除腐败。
在组织化的学界，肯定存在着学术权力。
简单说，“学术权力就是根据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等的特点和规律对其施加的影响和干预
力量”①。
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从直接从事教研活动的学者、教授到学院院长，从大学的校长到主管教育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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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都在行使着不同层次的学术权力。
权力有大小，只要没有监督，难免产生腐败。
解决的办法一是加强监督，强调规则的公开和公正；二是尽量减少行政化的程度。
在为学者创造尽可能大的学术空间的同时，尽可能减小非学术化的权力空间，要让学者有一个相对独
立的学术氛围。
    P4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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