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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远在广州的曾欢日前发来电子邮件，恳请我给她将要出版的专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一
书写篇序言。
我可以说不假思索就爽快地把写序的事应承下来。
这么多年来，我眼看着她在学术道路上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目睹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怎样一段
一段地写出来的，今天她的论文即将要出版了，作为老师的我自然感到欣慰。
直到2004年，中科院研究生院才有资格设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我才有了招收博士生的“名分”。
曾欢幸运地成为我的开门弟子之一。
在工作多年之后，又有了来之不易的再学习机会，曾欢自然十分珍惜，刻苦攻读自不待言。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与沟通，最终我给曾欢定下的博士论文题目为《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轨
迹》。
就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沿革而言，哈克富特发表过这样的见解：由于科学主义是像宗教一样质地
丰富的历史现象，因此要勾勒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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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主义既是一种理智现象，又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
作为哲学信条的科学主义和作为社会思潮的科学主义，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交织着。
就作为哲学信条的科学主义而言，贯穿其中的是一种“科学统一”的信念。
    科学主义在17世纪尚处于萌芽阶段，培根的以经验和归纳为基础的科学统一和笛卡儿的演绎的科学
统一，是科学主义发生发展的思想资源。
随着近代科学革命大功告成，牛顿崇拜的社会思潮兴起，法国百科全书派致力于知识统一梦想，这种
认识论的科学主义具有现象主义还原的特点。
    19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股科学化浪潮，现象主义和物理主义两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分别
得到充分发展。
到20世纪，这两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逻辑经验主义所发起的科学统一运动中表现出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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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欢，湖南长沙人。
199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获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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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研究项目，其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和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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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17世纪：科学主义的萌生“科学主义”一词在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它的较广泛的运用则是
在20世纪。
然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文化价值观念，科学主义的萌生可追溯到近代科学革命发生之时。
索雷尔认为，17世纪哲学中存在着20世纪科学主义的一些真正预示，①这些预示的形成源于科学革命
的兴起所导致的思想上、文化上的变革。
17世纪的欧洲，思想领域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自然哲学作为一种知识本体正试图取代经院哲
学而成为整个哲学的基础。
培根和笛卡儿为获得确实可靠的真理而致力于知识的根本变革，知识变革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科学的
统一。
当笛卡儿构想作为普遍数学的哲学、培根尝试统一知识体系时，这两种方法论上的科学统一为科学主
义提供了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17世纪自然哲学家们所引领的新方法探寻，使科学方法的理性优越得以逐步展现，这种理
性优越赋予科学方法扩展到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能力。
科学方法向其他知识领域的渗透在17世纪的英国社会已经出现，霍布斯就是一个相对极端的人物，他
所构建的物理主义哲学体系已经隐约地显现出科学主义的概貌。
由于科学革命的完成要迟至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之时，而且该书被科学界接受也
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17世纪大部分时间属于科学方法确立的过程，科学方法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仅
限于学术领域这个小圈子，尚不可能在社会上引起科学崇拜。
只有当科学显示出它的令人惊叹的解释能力和为社会造福的应用能力时，对科学方法的信赖才会发展
成越来越膨胀的科学和科学方法万能的信念，科学主义则随之发生。
1．培根的知识统一观和科学乐观主义态度 1.1培根的知识统一观培根反对中世纪精神，抨击学术界知
识的贫乏，公开寻求一种“新哲学”。
他质疑古典“优雅”知识，以及基于古典文本和逻辑说明的中世纪知识形式的可靠性，认为知识“像
一个没有基础的华丽建筑”。
两千多年来科学和哲学之所以进步不大，是因为没有遵循正确的求知方法。
培根分析了这些方法，他指出，证明法从原则出发，但这些原则是仓促构成的，并不确实；仅相信感
官也无法获得知识，因为感官孤立起来时是不完善的。
由此，培根提出了伟大的知识复兴计划，即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工作，摆脱因袭的偏见，研究事物本身
，在一个稳固而可靠的基础上发展或重建科学、艺术以及人类所有知识。
培根制订这一计划，表达了一种基于知识统一的普遍智慧的理想。
培根的知识统一观念在《学术的进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该书是培根对人类所有知识进行研究、分类和科学化的努力。
在此著作中，培根对知识进行分类，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科学知识体系，描绘了科学百科全书的蓝图。
 培根根据心智的各种能力（即记忆、想象和理性）把知识分为历史、诗歌和哲学。
在《学术的进展》中，培根就这一分类原则作了说明：“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
识的区分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理性）
。
”②关于知识的结构，培根提出了基本观点：“人类的知识就如同金字塔一样，历史则是它们的基础
。
对于自然哲学来说，自然历史就是基础。
紧挨着这个基础的便是物理学；紧挨着顶端的便是形而上学。
金字塔的最顶端是‘上帝自始至终的工作’，是自然的综合法则，我们不知道人类的探索能否到达这
一顶端。
不过这三个阶段确实代表了知识的三个阶段”。
⑨记忆主宰着历史学，也就是说历史学的主要工作是以具体事实追忆和记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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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被细分为自然史、社会史、宗教史和学术史。
自然历史有三类：一是普通的自然历史，二是变异的自然历史，三是加工过的自然历史（或机械的自
然历史），即生物历史、奇异历史、技术历史。
培根认为，“在所有的历史中，机械的自然史对于自然哲学的效用是最基础、最根本的。
有了这一基础，自然哲学才不会消亡在虚无缥缈的烟雾中、在壮观快意的玄想之中，才能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福利和收益。
当一个人把许多秘密弄明白之后，他就能够融会贯通，把一种技艺运用到其他方面，因此为各个行业
带来许多独创的做法；而且这种研究还给人们带来了更真实、更富启发的因果联系和原理，超过了以
往人们的积累。
⋯⋯因此大自然的进程和变异并不能在自由的状态中完全地显现，只有在技艺的尝试和磨难中才能完
全展现出来。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诗歌不需要紧随事物的逻辑，可以把自然状态中不相干的事情连接在一起，
也可能把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分隔开来。
诗歌只是虚构的历史，包括叙述的、描写的和寓意的诗歌。
哲学（或科学）被定义为“原因的探寻和结果的生成”②，培根认为，哲学是理性的工作，研究由感
官印象而来的抽象的概念；它的任务是根据自然规律和事实，组合和区分这种概念。
他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做法，把原因分为四种：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
物理学研究动力因和质料因；两者不能离开形式因。
形式因和目的因属于培根所谓的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
培根认为，如果要理解自然，就必须研究其形式。
因此，《新工具》第2卷以下面这条箴言开头：“在一个既定物体上产生和加上一种新的性质，乃是
人的力量的工作和目的。
发现一种既定性质的形式⋯⋯乃是人类知识的工作和目的。
”④培根的“形式”指的是什么?他认为，形式在数目上是有限的，它们是自然的字母表；当理解了它
们时，全部语言就变得明白了。
在培根的知识体系中，他所界定的哲学包括三种知识：神圣哲学（或自然神学）、自然哲学、人的哲
学或人文学科。
神圣哲学，就是涉及上帝的初浅知识，这类知识可以通过思考上帝的创造物来获得。
 自然哲学通常包括两部分，即物理学和形而上学。
培根此处使用“形而上学”术语，是为了区分第一哲学或综合哲学与形而上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
，在此之前，人们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
培根认为，第一哲学（或综合哲学）是所有知识的来源或共同祖先。
形而上学只是自然哲学的分支或后代。
第一哲学关注先验的和通行于很多学科的共同原则和原理，它的研究范围是实体的运作或相对及偶发
的特性，如数量、相似性、差异性、可能性等，在进行研究时要根据它们在自然中的效用，而不是依
据推理。
①关于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差别，培根指出，物理学“研究和处理物质直接产生效果的原因”，探寻
物质内在而短暂的属性；形而上学“处理形式的、目的的原因”，研究物质抽象不变的属性。
②培根认为，物理学的研究假定自然中只有存在和运动，形而上学的研究假定自然中还存在理智、理
解和计划。
物理学介乎自然历史和形而上学的中间。
自然历史描述多种多样的事物；物理学研究事物可变的特殊原因，不讨论终极原因；形而上学研究的
是固定不变的原因。
关于人的哲学，培根实质上还是把它纳入了自然哲学，他提出了如下理由：“根据人们的意图，这种
知识是作为自然哲学的目标和终点的，但是在大自然的范围内这种知识只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
所有的知识分类只是为了划出界限、定出条理，而不是为了分成不相干的部分和片断，这应当作为一
个普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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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要照顾到知识的连续性、完整性。
相反，有些学科如果不能从公共的源泉吸取营养和供给，就会变得贫瘠、浅薄、错误百出。
”④ 自然哲学是哲学的支配性学科分支，因为它不仅为其他主要知识分支提供方法，而且涉及其他知
识分支的来源。
培根突出了作为哲学主要分支的自然哲学的作用，与记忆、想象相比较，人类的理性能力被赋予较高
的价值。
正如他在《新工具》中所言：“实在讲来，除非把自然哲学贯彻并应用到个别科学上去，又把个别科
学再带回到自然哲学上来，那就请人们不必期待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实用的一部分科学中，会有多大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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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以科学统一为研究视角》：科学主义的萌生可追溯到近代科学革命发
生之时：培根倡导一种以经验和归纳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方法的统一，笛卡儿追求的是演绎的统一，这
两种方法论上的科学统一是科学主义发生发展的思想资源。
科学统一的方式决定了科学主义的强弱程度。
科学统一涉及以下问题：存在一种优越的、最基本的物质吗？
不同的科学是否能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定律中统一起来吗？
科学统一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吗？
科学的统一是否只包括事实问题，抑或同时包含事实和价值问题吗？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是与科学主义的各种形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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