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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的思考，刘大椿，《光明日报》2004年6月1日；  

   

  2、从传统“格致”到现代“科学”：梁启超“科学”观念透视，姚雅欣、高策，《科

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6)；  

  摘要：梁启超对现代科学的体认经由传统“格致”到一般意义“科学”再到广义“科

学”的观念演进历程。在沟通格致与科学，厘清“学”与“术”，从学理与实践深化科学概

念的基础上，以政治与致用为关切的梁启超科学观念，与中国格致学传统、日本“科学”统

一观及其政学兼顾的独特身份不无关系。  

  3、结缘相对论：梁启超非“唯”科学文化观，姚雅欣、高策，《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7）。  

  摘要：从科学文化的视域重新解读梁启超,是不同于历史、政治、文化等传统视角以认

识历史人物多元侧面的新路径,也是通过人文学者理解科学文化的新尝试。本文以梁启超结

缘科学与投身文化事业为主线,揭示其科学观、科学方法、科学传播、科学认识论及对中国

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探索。进而指出以人文情怀为基石的科学精神与内在的“文化理性”是

构成梁启超在中国思想、文化及民族精神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动力所在。  

  4、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郭贵春，《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二期；  

  摘要：科学隐喻的本质意义在于将一般的隐喻理论应用于科学理论的具体解释和说明

中,由此形成一种科学解释的方法论思想。科学隐喻作为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它是对客观实在

的一种语境化把握,而语境必然有特定限制,只有语境的不断重构,才能给定隐喻语境的存在

及其把握实在本质的有效性。在语境的整体性前提下,科学隐喻的方法论特征表现为:理解与

选择、经验与概念、语义结构与隐喻域、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隐喻作为一种有理由推

理的思维形式,具有发明、表征、说明、评价及交流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5、量子力学的模态解释，郭贵春，《哲学研究》，2004年第10期  

  摘要： 量子力学作为一门严密的物理学理论，是科学哲学的主要科学思想源泉之一。

量子力学理论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二十余年内完成的，但对其中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解

释却已历经了八十多年之久而不衰，直到今日仍不断有新的解释模式出现并形成新的解释学

派。其中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范·弗拉森最先提出的量子力学哲学及其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量子力学模态解释就是活跃在二十世纪末物理学哲学领域的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思

潮。本节从语境分析的角度出发，就模态解释作一番探讨。通过对科学解释语境的基本结构

和主要功能的分析，阐述语境分析法的本质和运用语境分析法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此基

础上，将这些元理论的认识运用于物理学前沿理论的哲学分析中，揭示量子力学的模态解释



问题的在演变与发展中，表现出的鲜明阶段性特征，从而案例性地展示语境在自然科学理论

解释中的特殊地位，并表现出科学解释逐渐语境化的趋势。  

  6、当代意义理论中的认知分析，郭贵春、王航赞，《哲学动态》，2004年第 3期  

  摘要：从语用实践的层面上来重新定位意义理论，首要的一点就是把对言语者的语言能

力赋予语境化的说明，形成意义的构造主张。正是这种意义的构造分析，包含了特定的意向

内容，它集中地表现出意义形成的主体性维度和理性基准。这就为当代意义理论的深入研究

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向，它把人和语言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语用层面审视了人的能力，变革了

以往传统真值条件的意义论，从而赋予意义理论以新的活力和张力。那么，从言语知识的内

容及其显示的层面上，就表现出言语者与意义理论之间在形式上存在着特定的认知关系，这

就是言语者的隐含知识。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深化了意义理论的内涵，突破了真值条件意

义论的简单对应性，突出了意义的普适性，而且，由于主体性的参与，使得意义的语用本质

突现出来，形成了认识意义理论的新途径。  

  7、如何理论和翻译“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郭贵春、成素梅、马惠

娣，《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1期。  

  摘要：对S＆TS的内涵于意义进行考察，认为它是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与科学社

会学研究出现交叉的一个会聚点，以跨学科、多学科为显著特征，应该它翻译为“科学与技

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  

  8、量子测量的玻姆解释语境，成素梅、郭贵春，《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4期。  

  摘要：立足于玻姆对量子测量过程的本体论阐述与量子势和主动信息概念，分析了玻姆

理解量子客体的本体论语境和量子测量过程的整体性语境，揭示了玻姆的整体性概念与玻尔

的整体性概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剖析了在量子测量的玻姆解释语境中，微观粒子与经典粒

子之间的异同关系。  

  9、析佩拉的科学修辞方法，成素梅，《哲学动态》2004年10期。  

  摘要：本文从剖析传统科学方法论的困境出发，阐述了佩拉的科学修辞学战略的基本思

想。  

  10、量子非定域性概念的哲学内涵与意义，成素梅，《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4年1期。  

  摘要：文章从考察贝尔定理的基本假设和爱因斯坦的定域性概念，以及爱因斯坦本人对

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的论证入手，结合阿哈拉诺夫—玻姆效应的产生与发展，系统地提示了

非域性概念的哲学内涵与意义。  

  11、量子测量的玻尔解释语境，成素梅，《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3期。  

  摘要：文章立足于第一手资料，系统地阐述了玻尔关于量子观察的意义语境、微观客体

与测量仪器之间的关系语境，以及量子测量现象的描述语境。  

  12、语境实在论，成素梅，《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3期。  

  摘要：本文基于整体论的思想，通过隐喻思考和模型化方法，提出了语境实在论的六个

基本原理，阐述了科学进步的语境生成论模式。  

  13、量子测量的相对态解释语境及其理解，成素梅，《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3期。  

  摘要：本文系统地考察了量子测量的相对态解释语境,阐述了解读相对态解释的两种意

义语境——多世界解释与多心解释——的主要观点。  

  14、论科学理论的形式、解释与说明，成素梅，《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期。  

  摘要：科学理论的形式与解释、科学解释与科学说明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科学说明

是指以科学原理或规律为出发点，对现象的原因或根据的阐述；科学解释是指对用来说明现

象的这些原理或规律的进一步理解的观点。科学解释是一个依赖于语境的概念。理论的抽象

化程度越高，理解与解释的语境依赖性就越强、越复杂。  



  15、数学：我们能够对你说些什么？，郝宁湘、郭贵春，《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

年第1期。  

  摘要：《数学：我们能够对你说些什么？》一文提出了如下观点：1）数学、数学对象

是人的心智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属人性。2）数学是自主的和客观的。数学的自主性主要是

指数学建构、发展的一种潜在的尚未实现的逻辑必然性，把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的是人的

心智。3）数学世界是一个属人的且独立的理念世界。  

  16、丘奇——图灵论点与人类认知能力和极限，郝宁湘，《齐鲁学刊》2004年第5期。  

  摘要：本文以丘奇—图灵论点为背景，论述了人类认知能力及其极限，提出了人类认知

的可数无限性，和人的认知能力是受递归规律限制的观点。最后，为计算主义认知观提供了

一定的计算神经科学的证据。  

  17、量子计算动摇了丘奇——图灵论点吗? ，郝宁湘，《科学》2004年第6期。  

  摘要：文章通过对计算的本质和计算方式的演变，以及量子计算的实质与特点的论述，

提出了量子计算并未动摇丘奇——图灵论点的观点，同时对一些被认为是动摇了丘奇——图

灵论点的实例进行了分析与反驳。  

  18、从康德的科学哲学到规范场论，李继堂、桂起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20

卷第6期。  

  摘要：康德本人对自然科学的划分，有其深刻的根据。康德所寻求的自然科学中无可置

辩的确定性、普遍必然性在物理学的发展中越来越明显，而规范场论是最能体现物理定律的

内在不变性，从而属于“本义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  

  19、规范理论和基础物理学的几何化（译文），桂起权，《世界哲学（原哲学译丛）》

待发表。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两种探究相互作用的研究纲领，即由广义相对论首创的物理

几何化纲领和微观领域的量子场论纲领，而规范场论纲领则可以看作此两种纲领的整合与深

化，它有助于推进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  

  20、物理学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桂起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6）。  

  摘要：宇宙结构与规律的奥秘隐藏在数学核心之中，若把握了数学和谐（如基本对称

性），则就能理解整个物理世界，从原子光谱到太阳系模型，从相对论的罗仑兹群到规范

场，也就能理解自然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21、科学主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魏屹东，《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6）  

  摘要：本文试图对斯特马克的种种科学主义定义进行分析与评价，认为对科学主义的理

解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科学主义观，因此在反对或拥护科学主义时，一定要表明反对或拥

护的是哪种科学主义，一概反对或一概拥护都是不可取的。  

  22、科学主义及其表现形式，魏屹东，《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发表  

  摘要：科学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本文在梳理科学主义的各种不同定义的基础

上，挖掘科学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本体论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方法论的还

原主义和价值论的扩张主义；探讨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各种各样的科学决定论，哲学中的

科学主义——科学经验主义和物理主义以及社会中的科学主义——国家科学主义等，试图揭

示它们的实质。  

  23、科学利益冲突的根源，魏屹东，《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发表  

  摘要：对国内外关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争论的历史根源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分析，有利于弄清发生冲突的原因。二者之间的冲突表面看起来是观点和信念的冲突，实

质是观点背后的利益冲突，因为当代的科学技术主要在经济层面起作用。  

  24、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龚育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期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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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认识，关系到中国近现代科学建制化的理念。本文从历史到

现实，从国外到国内，通过分析“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和争论、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

战”、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所谓“科学主义”等论战，以及当代中国的所谓“反科学主义”主

张，进一步申述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从分隔走向交融这个主题。  

  25、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与院士，张培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第6期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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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及其演化而成的中科院院士

制度，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重要方面。本文统计分析了中研院院士和中科院学部委员（院

士）的近代化学留学生的比例，指出近代留学归国的化学家在中研院首批院士中占100％，

在中科院第一、二批学部委员中占93％，在1980年中科院增选的学部委员中占86％，在1991

－1995年增选的中科院学部委员或院士中占14％。论文并分析了这些院士在中国近现代化学

体制化中的角色。  

  26、现代科学与巫术不能相容：析一个台湾学者圈对中国传统生命文化的整合，黄艳

红，《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总第29卷  

  摘要：本文考察了一个多有留学经历的台湾学者圈试图结合宗教、巫术和现代科学技

术，对中国传统生命文化进行整合，使其建制化，并将其发扬光大的一种另类研究进路。文

中通过分析其凸显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说明这种活动本质上是力图使巫术科学化和学术

化的一种努力；通过分析其生命概念，说明它在理论建构上是在牵强地借用现代科学概念和

生造一些概念表征巫术生命观；通过分析其研究方法，说明其实施的实验活动主要是进行个

人体悟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努力在方法论、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建

制化三个方面所面临的几乎无法摆脱的合法性困境。  

  27、试论企业技术联盟创新，陈凡，《东北大学学报》，2003.06  

  摘要：在科技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企业技术联盟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

创新组织应运而生，并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本文阐述了企业技术联盟

产生的必要性及其创新优势，研究了企业技术联盟的创新特点、过程和效应，指出了这一创

新模式对企业发展壮大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  

  28、技术传播与文化整合，陈凡，《东北大学学报》，2004.04  

  摘要：本文从社会文化的层面阐述了技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以及在地域之间转移和

扩散时社会文化对于技术的整合，指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观念、文化主体以及文化圈层

对于技术实现与社会融合时所表现的不同功能，揭示了技术传播中文化因素影响的重要性。 

  29、论技术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陈凡，《科学学研究》，2004.05  

  摘要：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近年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技术决策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对

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合法性与障碍、基本条件进行了论述，评析了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四种

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当前在技术决策过程中用于吸纳公众参与的主要实施工具，并对

我国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30、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殷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摘要：法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 是在经验所激发的符号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中进行

的。最早播下法国语用思想种子的是洛克和笛卡尔。笛卡尔的哲学方法对波尔———罗亚尔

语法的创立, 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孔狄亚克对波尔——罗亚尔语言过分强调逻辑作用、忽

略修辞的语用和词序以至排斥主体性进行了批判, 在继承洛克感觉经验论基础上, 创立了感

觉经验主义语言哲学。布列阿尔在深受洛克、孔狄亚克、索绪尔思想影响的语言哲学背景

下, 试图“对语言变化的原因做个体心理学的解释”。在他的启示下, 包括鲍汗和本维尼斯

特等在内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将心理的、社会的、功能的因素引入语言本质和言语行为的

分析, 改变以往对意义与思想间关系的关注,转向对意义与行为间关系的研究,形成了法国对

整个语用思想具有重大贡献的对话分析理论。语用思维在法国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形态。  



  31、论“语用学转向”及其意义，殷杰，《中国社会科学》 2003 年第3 期  

  摘要：本文立足于20 世纪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 从哲学方法演变的视角

上, 阐述了“语用学转向”的内在动因; 总结了语用思维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哲学传

统以及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哲学中的表现形式和基本观念, 并从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科

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合流的角度揭示了语用思维的意义; 分析了科学解释模型、指称理论、真

理观念和意向性思维朝向语用化的发展, 揭示了语用学转向给哲学研究带来的新的思维和观

念, 指出“语用学转向”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对话平台, 形成了新的哲学发展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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