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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理论是如何看待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科学家及其他的专业研究者具有无限制的“
犯错权”吗?资本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未来的大学中意味着什么?     本书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
对科学在当代社会中日益强大的治理作用这一主题作了全新的考察。
科学通常被视作唯一一种可以表达“开放社会”这一晦涩民主理念的制度，然而，现代科学在如下维
持基本活力的要素方面与这一理念并不协调：它要求公众的信任远过于公众对其的理解，甚至科学自
身也日益深刻地同宏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
在本书中，作者在处理这一主题时，既没有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也不同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
倾心于一种他称之为“共和主义”的研究进路，将论题集中在“犯错权”上来展开其理论构架。
为此他显示了科学活动的新近扩张是如何削弱了共和思想的。
本书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导致大学成为 “科学共和国”的斗争的社会史，作者将论述的焦点置于来自
多元文化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潜在挑战之上。
最后，面临美国科学政策的重新调整，作者提出需以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将科学“还俗”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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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1959年生于美国纽约，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和英国剑桥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习，1985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
1994年任英国达勒姆大学社会学和科学政策教授，1998年起至今任英国沃里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富勒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他的多部专著和发表在《社会认识论》等刊物上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除本书外，他已出版的著作还包括《科学认识论》(1988)、《科学哲学及其不满》(1989)、《哲学、修
辞与知识的终结》(1993)、《科学》(1997)、《托马斯．库恩：我们时代的一种哲学史》(2000)、《知
识管理的基础》(2002)、《库恩对波普尔：科学精神的争论》(2003)和《知识分子》(2005)等。
他也对“李约瑟问题”进行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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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导言第一部分 科学探究的政治条件与物质条件  1 科学作为开放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之变形   
1.1 简介：开放社会的科学：策略    1.2 作为一种开放社会政治哲学的共和主义    1.3 共和主义难以捉摸
的实毒基础    1.4 从共和主义到自由主义的光滑斜面    1.5 作为科学治理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科研伦理
   1.6 共和主义的关健战略：征收社会遗产税以支持平民  2 等级在科学治理范围内的作用    2.1 实验社会
的思想    2.2 黑格尔对这一思想的报复    2.3 科学超出其知识目标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2.4 大民主和大科
学的不可驾驭：卢梭与费耶阿本德的观点    2.5 对大科学问题的不充分哲学解    2.6 一个不充分的教育解
：科学素养第二部分 作为科学治理场所的大学  3 历史上大学与知识生产的互相依存    3.1 晦涩的大学
社会价值：靠它不能生存，没有它也无法生存    3.2 在什么意义上大学对知识生产的控制可能被削弱   
3.3 不同时代的学术环境：从修道院哲学家到被围困的管理者    3.4 作为反大学运动雏形的改革与启蒙 
4 多元文化主义对学术完整性的挑战，或两个教派的故事    4.1 大学的当代救赎：多元文化主前史    4.2 
多元文化主义对大学启蒙传统的颠覆    4.3 女性认知方式对妇女有什么用 ——以及多元文化主义者面临
的其他一些尴尬问题  5 作为资本主义最后疆界的大学，或在一个复杂的世界进行启蒙的黯淡希望    5.1 
大学寻求对共和主义的认同：启蒙的失落    5.2 作为后启蒙时代学术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5.3 “知识社会
”中缺乏天职感的科学    5.4 “我被引用，所以我是”：当代学术圈的承认政治学    5.5 作为自我牺牲意
识形态的科学的“计量经济”    5.6 在一个复杂世界中掩饰衰败的进化论第三部分 科学的世俗化与科学
政策的新政  6 作为科学之净化者与劝俗者的社会学    6.1 科学：从世俗化的主体到客体    6.2 当代美国
对科学神圣空间的重新划分    6.3 科学史合法功能的还俗    6.4 作为大学政策的世俗化：走向一种新的禁
欲主义？
  7 未行之路：再访原始的新政    7.1 新政科学政策的兴衰    7.2 更新新政的时代?学术劳动的去技能与临
时雇用制    7.3 冷战科学政策其他途径的继续：经济竞争  8 一个新科学宪章的要素    8.1 简介：两种立
宪模式    8.2 表现科学：从“利益渗漏”效应到工作场政纲    8.3 三种促使科学民主化的策略    8.4 一个
通过立法使科学成为民主政体的建议样板    8.5 结论：是否存在无限制的“犯错权”参考文献汉英名词
对照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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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面，现代科学对自由交换意见与相互批评的意识形态承诺，呼唤一个民主化治理的事业。
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平等的，而且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可以对其他人的任何言论提出挑战。
的确，自由传统的科学治理中被最生动摹画出来的例子，如在穆勒、杜威和波普尔的著作中发现的那
样，基本上都是他们对科学的标准结构之理解的类推（Merton 1973：第13章）。
然而另一方面，科学家和他们的拥护者一直不愿将这种对民主的理解扩展到科学自身的疆域之内——
就是说，使科学家对社会中其他人士表达的关怀主体负责。
对此立场的一个肯定性的解释一直说，科学在“自治”的状况下才得以繁荣；而且直到现在，当我们
不假思索地接受那些尖锐对立，如有关知识的“制造者对使用者”、有关科研的“基础对应用”等，
我们实际上认同了这一观点。
这样就延续了知识听命于权力的柏拉图一涂尔干传统，通过这种传统现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许
多当代社团是由“自己人”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由此社团中包括数个与可能从事的适当的科学
利益相关的集团。
不过，这些小集团仍然只具备知识的“使用者”、“应用者”和“消费者”的二级身份。
　　科学革命以来的3个世纪里（也就是大约1600年至1900年），知识制造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一直不甚和谐。
实验方法在民主化社团中获得的成功，比在整体欧洲社会中来得快。
就这样，一旦科学成就在被哲学家们称为“启蒙时代”的18世纪初的牛顿力学中得到巩固，它的目标
就是通过推广科学独特的批判态度而使社会得到解放，以及——最终可能会使其民主化。
然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对以下两种情况却没有仔细区别：一个是逐渐灌输的、导向科学劳动成就
的、可接受的但是被动的态度；另一个则是逐渐发展的主动参与这类工作的兴趣。
伏尔泰（ Voltaire）和康德希望更多的人尊重科学家或成为科学家吗？
由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缺少灵活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机会成为科学家，所以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没有意
义的。
但是到了19世纪初，黑格尔（Hegel）已经看出对此问题给出答案的危险性。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描绘成一个不断壮大的选民队伍的自由程度扩大的过程。
这里的“自由”被理解成个人对确定其命运的动机给予关注的能力。
黑格尔的独特洞察力在于，他看出了这种动机的特点依赖于一个社会中作为合理行为之代表的数量：
形而上地说，质量的本性取决于表达方式的数量。
当一个被称为东方专制君主的人物被认为是合理的时候，他的意志就是所有其他人行动时必须顺从的
标准，不然他们就有生命危险。
回顾一下，我们会说那个君主是独裁的，只是因为没有遇到任何组织形式的抵抗，如同宪政政府中的
权力制衡那样预设存在多种合理的代表。
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已经广为散布的动机和一个权威性的不断增长的源泉，绝对自由被逐渐地升华—
—最终，黑格尔这样想——成为1 9世纪普鲁士特色的功能有别的官僚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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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科学在当代社会中日益强大的治理作用这一主题作了全新的考察。
本书对“共和主义”进行了认真研究，将论题集中在“犯错权”上来展开其理论构架。
同时，本书讨论了大科学与大民主、开放社会的科学政策、共和主义的科学战略、大学与知识启蒙、
多元文化主义、科学的还俗、遗产税、犯错权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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