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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文：十八世纪爱丁堡学术团体的发展
2023-09-21

　　18世纪肇始的工业革命在带动科学进步的同时，解放了人的思想，在产业发展和思想解放的双重作用下，欧洲社会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

无法满足新的需求，越来越多官方或非官方学术团体成立，成为知识传播和转移的重要推手。本文以18世纪爱丁堡学术团体的发展和转型为例，

介绍新型学术团体何以成立及其如何促进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多元化，进而重构知识权力秩序。

　　一

　　爱丁堡作为苏格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其文化活动一向由贵族主导的机构掌控，形成知识和权力密不可分的格局，爱丁堡哲学学会便是这种

格局的体现。

　　哲学学会建立于1737年，由45人组成，以哲学和物理学为主修方向，此外还吸引工程技术、军事学领域的知识群体加盟。哲学学会意图通过

排他性保持优势地位，认为“会员来源的多元化有可能造成秩序的混乱”，而且不允许会员加入其他学会。这种高度的封闭性给其自身运转造成

极大的困难，1748年甚至出现过短暂“死亡”的局面。此外该学会的知识更新速度缓慢，从1737年到1771年，只刊发了五卷文集《论文和观

察》。在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爱丁堡新兴的知识群体，呼吁建立多元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并积极付诸实践，促使新兴学术团体不断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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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年5月7日，几位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和教授建立牛顿俱乐部，宣布该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向哲学学会会员开放，此举挑战了哲学学会的章

程。牛顿俱乐部的建立被爱丁堡大学科学史家沙宾视为新兴学术群体渴望以“更简单的组织形式来讨论自然科学问题”的吁求，试图以专业知识

推进科学进步，降低政治对学术的影响。

　　在专业化理念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学术社团建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贵族多集中于音乐学会，神职人员多集中在兰肯尼恩俱乐

部，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则更愿意加入自然科学团体。18世纪下半叶，爱丁堡出现名流辩论协会，致力于组织不同学科乃至不同政见的知识群体讨

论时下流行的学术前沿；同时期出现的还有致力于保护苏格兰文化遗产、重塑苏格兰人身份认同的苏格兰古物学会。

　　苏格兰古物学会甫一建立即遭到哲学学会的打压，古物学会的创始人大卫·厄斯金指责哲学学会的打压行径“致使其信誉破产”。但古物学会

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得到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很多学会的支持和认可”，得以艰难生存下来。古物学会的存续，鼓励了其他学术团体挑战哲学学会

的优势地位。

　　哲学学会已无法满足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有鉴于此，英国政府提出两种改革方案：其一，按照柏林或者圣彼得堡学术

团体的模式，成立一个全面的学术社团，囊括所有的学科领域；其二，将自然科学与哲学团体分开。由于哲学学会同其他专业学会之间无法调和

的矛盾，在同学术团体和知识群体讨论后，英国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即成立两个独立的学会，分别引领苏格兰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1783

年3月29日，英国政府颁发两份特许令状，一份用于成立爱丁堡皇家学会，取代爱丁堡哲学学会，哲学学会的会员自动进入新学会；另一份特许令

状授权成立苏格兰古物学会。至此，哲学学会在爱丁堡知识界的垄断地位消失，皇家学会和古物学会作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权威社团，重塑了爱

丁堡知识界的秩序。

　　获得英国王室颁发的特许令状后，皇家学会在自然科学领域同英格兰、欧洲大陆的学术界开展广泛交流，促进了苏格兰自然科学的发展。在

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苏格兰能够保持民族特性和独有文化，并不断提升全民文化水平，古物学会功不可没。在这两个学会的引

领下，苏格兰的学术社团蓬勃发展，实现了学术发展的多元化与专业化。

　　二

　　爱丁堡学术社团的发展，极大推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进程。依托学术社团，苏格兰的知识群体以牛顿体系认识世界，为“人的科学”提供

了方法论启示，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初步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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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出现的科学革命，将科学实验视为揭示世界本质的根本方法。但是知识群体并未完全摆脱形而上的思维桎梏，自然科学的知识在某些

问题上，仍旧被视为信仰问题的重要佐证。牛顿提出了一套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准则，概括出一个能够全面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苏格兰人较早

接受了牛顿的体系，认为“牛顿的哲学准则是常识性的准则，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牛顿的体系也被应用到知识探索过程中。

　　数学和医学领域开始摒弃形而上的思维，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本学科的专业知识，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成就。皇家学会成立之后，各种专业化

的学术社团先后成立，促使化学和植物学从自然科学史中单列出来，成为独立学科。愈发专业化的学术团队，也培养出大量的专业化人才，改变

了苏格兰知识社会的结构。沙宾指出，“知识社会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规模和成员的专业化程度”。皇家学会的出版物不再仅热衷于宣布

本学会的新发现、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就某一专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推动了苏格兰自然科学的发展。

　　牛顿在《光学》中提出，如果自己的理论能够使自然哲学变得完美，那么“道德哲学的边界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扩展”。这鼓励苏格兰的知识

群体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如古物学会按照科学的方法，对古代遗迹进行挖掘和保护，对出土文物加以整理和归类使之

系统化，探寻苏格兰的历史源头，从而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在此背景下，大卫·休谟提出了“人的科学”概念，即“一切科学都和人类的天性相

关联”，并宣称“人的科学是完整科学体系的唯一基础”。“人的科学”将社会视为一套相互关联的制度和行为标准，研究的焦点不局限于个人

特征，人是由个体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塑造的。与此同时，自然科学中的“原因—结果”方法论也被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强调历史与现实的

内在关联，从不同的角度追寻当下社会的历史缘由，以便寻求进步法则，社会历史学、政治经济学、道德哲学等专业研究领域由此出现，相关学

术社团和俱乐部也应运而生。这些改变推动了苏格兰的人文科学不断细化，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指导，加快了人文科学的专业化进程。

　　总之，苏格兰学术社团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发展，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苏格兰现代学术体

系的建立贡献了力量。

　　（作者：赵博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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