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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研究应更多地引入人文关怀

邢润川 1 ,韩来平 1, 2

(1.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2.河北师范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16)

摘 　要 :科学史研究存在着“科学味 ”与“人情味 ”;“理性 ”与“非理性 ”因素的不对称问题。从社会和历史的角

度分析 ,这种“不对称 ”的产生 ,主要是实证主义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科学研究活动应是以科学家为主体活生生

的社会活动 ,离不开科学家自身的主观价值判断 ,更是科学家理性和非理性交织的创造性思想活动。科学史研究

应更多地引入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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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史研究中“科学味 ”与

“人情味 ”的不对称

　　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特殊社会活动 ,目的是要揭示隐藏

在自然界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这一过程实际上

是人性科学家对自然界本质进行反映的过程。猜想、想象、

灵感顿悟、逻辑思考、实验、观察 ,而观察又渗透着理论 ,可以

说理性中伴随着非理性 ,科学中渗透着人文。

科学从一开始就在人文关怀下萌生成长。文艺复兴时

期 ,科学与人文浑然一体 ,相互关爱 ,相互支持 ,打破了超自

然神学唯我独尊的格局 ,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上帝转移到人

和自然身上 ,人类理性指向世俗化的目标。科学之花在人文

主义营养滋润下绽放 。科学研究从总体上讲 ,是以实证为基

础的一项理性事业。但科学研究毕竟是由科学家直接参与

的科学实践活动。科学家的情感、信念无不渗透其中。实际

上 ,不管外表多么严肃的科学家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也充满

了“多彩多味 ”的感情 ,谁能说这种感情同他们的科学事业毫

无关系呢。[ 1 ]

但是当我们翻开科学史著作 ,抽出科学史研究的杂志 ,

进入科学史研究的世界 ,我们呼吸到的是浓重的实证主义的

气息 ,满眼是冷冰冰的由机械骨架连接的科学活动场景。这

些骨架连接的是从一个科学事件到另一个科学事件、从一个

人物到另一个人物、从一个成果到另一个成果。在这个世界

中 ,按时间顺序排列着众多的科学家 ,所呈现给我们的无非

是一架架思维的机器。实验观察以及逻辑的思考成为科学

活动的全部。林德宏先生曾深刻地指出 ,现在的许多科学史

论著 ,充满了“科学味 ”,却缺少“人情味 ”;强调理性在科学

研究中的作用 ,却抹煞了感情的影响。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

干瘪而无血无肉、缺乏活力与生气的科学世界和科学家形

象。“科学味 ”与“人情味 ”、“理性色彩 ”与“非理性色彩 ”严

重地不对称。

二 　“不对称 ”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科学史研究中科学属性的凸现和人文属性的忽视 ,有其

社会历史原因。自然科学史研究是科学史家通过自然科学

史料和自然科学史方法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本体进行认识的

活动。而“自然科学史料是自然科学史家对自然科学历史事

件或人物的记录、描述和表征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然

科学史家既有的理论框架、价值标准、选择依据和认识水平

等因素的影响 ,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人为成分。”[ 2 ]科学史的

研究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并掺杂科学史家的好恶。科学史

作为正式的学科建制 ,诞生于 20世纪初 ,以科学史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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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和科学史教学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这个年代正

是近代经典实证科学取得辉煌胜利的年代 ,正是实证主义思

潮达到巅峰的年代。

实证主义主要属于经验论传统 ,作为体系的经验论是近

代的产物。它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基本同步并休戚相关。

他们关注的是实证科学的成就和方法 ,强调科学发展借助逻

辑推理和经验的概括。[ 3 ]实证性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深远

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两桩历史事件来理解这一点。一件

事是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始的科学与宗教的斗争 ,到 19世

纪神父们为了宣扬“神创论 ”而与“进化论 ”展开的大论战 ,

以及 20世纪初罗马教廷宣布取消《天体运行论 》一书的查

禁。这个过程从宗教对科学采取极端手段简单禁止 ,到不得

不进行辩论和解禁。这说明在斗争过程中 ,科学实证的原则

已逐步深入人心。另一个历史事件就是科学从哲学中分离

出来。这种分离 ,得益于实验观察等获得的事实材料和作为

实验观察手段的仪器设施等。通过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 ,以

及对逻辑推理结果的实验验证 ,找出自然现象背后规律性的

东西 ,对自然现象和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实证方法在科

学上的不断成功使实证主义高潮迭起 ,以至于在人们的头脑

中形成了一种信念 ———世界是机械实证的。在这种信念的

支配下 ,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提高和科学的物化 ,人们开

始向自然开战并获得巨大的利益。这种成功是靠思辨和玄

想所不能获得的。所有这些使人们把实证方法视为惟一理

性的方法。人们自然想到 ,实证方法应是各个领域都要依照

的方法。只有实证的知识才是科学的 ,才能成功地运用到人

类实践的各个领域。这样的知识才是我们需要的。

科学史研究对象就是历史上的科学活动 ,它的研究传统

无疑会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 ,表现为我们对机械的实证性事

件的关注 ,对实证的结果以及结果的实证的重视。而轻视了

对史料中所包含的非实证过程的考证和深究 ;忽略了从一史

料到相关史料的联系 ;拒斥了非理性的、心理的、情感的因

素。

另一方面 ,在实证主义的支配下 ,史家记载的科学史料

存在天生缺憾。史料中干巴巴地记载了科学事件和研究结

果 ,对研究结果产生的非线性复杂过程很少涉及 ;注重理性

因素的描述 ,忽视非理性因素的记录。科学事件和结果似乎

都是天才之举 ,科学家人物描述大都非人性化了 ,缺乏全面

的人文关怀。如此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使科学史家难以

借助这样的史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三 　科学史研究应更多地引入人文关怀

1. 科学研究活动是科学家为主体的活动

科学史研究目的是要通过对复杂的科学活动和过程的

本原描述 ,表征出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科学活动的本质。

“随着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体系越来越复杂、庞大 ,人们对科

学的面貌与本质也越来越难以把握 ,于是便需要科学史从卷

帙浩繁的科学论文中为我们提炼一幅完整的图画。”[ 4 ]要尽

量作好这幅“完整图画 ”,就必须抓住问题的本质 ———科学发

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科学家对自然界认识和反映的活动过程。

科学家面对纷繁复杂、千奇百怪的自然现象激情涌动 ,追求

真理的信念驱使他抓住并选择问题 ,进行研究。亲自设计实

验方案 ,观察记录和分析实验数据 ,最后把自己大脑分析思

考的结果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一过程虽然涉及实验、仪

器设备等诸多因素。但不难看出科学家起着支配和主导的

作用 ,其他则都是为科学家的科学认识活动提供条件的。科

学研究活动的主体是科学家 ,相应的科学史研究无疑也应该

确立科学家的中心地位。

科学家是人性的 ,他们都有作为人的基本需求。科学事

业在科学研究职业化以后得以迅速的发展 ,就说明科学家也

有普通人的经济需求 ,科学研究活动也需要经济的支撑。热

功当量的测定者焦耳是啤酒商的儿子 ;氧化理论的创立者拉

瓦锡为了获取研究资金 ,他作过税收承包商。对 60年代美

国科学家的一项调查表明 ,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本人都创立

有自己的公司。[ 5 ]可见科学家经济上要有一定的保障和相对

的独立性 ,甚至达到他可以自己掏腰包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研

究工作 ,这种兴趣将极大地激发他的创造力 ,以取得原创性

成果 ,给世人和社会留下一片光彩。

经济的保障是基础 ,精神的关怀更重要。科学家并非全

然烈火中的“希帕蒂娅 ”和“布鲁诺 ”都具有坚强的个性 ,其

心理有时是敏感和脆弱的。因为他们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

科学研究的活动中。对于成果的社会接受和认可 ,他们看得

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现代物理学家的奠基人玻耳兹曼 (L.

E. Boltzmann)因他的全新学说没有人接受 ,并遭到冷嘲热讽

而自杀身亡 ;英国医生迈尔 (J. R. Mayer)通过研究动物热而

发现能量转换和守恒定律 ,但是当他把论文寄给《物理学和

化学年鉴 》后 ,却被拒用。后来他自费发表的论著也一再遭

到冷遇。迈尔最终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导致精神崩溃。科

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是随手抓来。人性的科学家在他们“科

研活动中表现出的特殊智力、能力和行为规范 ,与他们作为

普通人的特点并不矛盾 ”[ 6 ]。由于他们在科研活动中经常忘

我地工作 ,因此无论对于他们产出的成果还是对科学家本人

都更需要全方位的物质和人文关怀。这也是科学史家的责

任。

人性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家庭和社会

的责任感。我们窥原子弹的诞生过程之一斑就很能说明问

题。当全世界受到纳粹德国的战争威胁时 ,科学家们呼吁制

造原子弹以和纳粹抗衡 ,避免世界性的悲剧发生。而当他们

研制出的原子弹真正用于战争 ,给人们带来灾难时 ,同样是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这些科学家奔走呼号 ,联名上书要求禁

止原子弹的使用。还有 ,两度荣获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居

里夫人更是典型代表。对社会、对事业 ,她尽到了作为公民

和科学家的责任 ;对家庭 ,她是个贤妻良母 ,尽到了妻子、母

亲的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抗击侵略者 ,保卫第二

故乡法国 ,她自制 X光车 ,奔波于战地医院为抢救伤员进行

诊断。她和丈夫提取了放射性的镭 ,并研究出对癌的放射性

疗法。他们把这些都无私奉献给了社会。婚后 ,和谐幸福的

家庭生活似乎给她增添了无穷的动力。短短几年的时间 ,居

里夫人考取了大学毕业生在中等教育界任职的文凭 ,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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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职位 ,完成了关于回火钢的磁化作用的专论等。[ 7 ]作为妻

子 ,她在科学研究之余 ,还是挤出时间来尽妻子的责任 ,结婚

后她很快学会了料理家务 ,学会了做汤做菜。作为母亲她经

常在给女儿洗完澡 ,哄她入睡后坐在灯下 ,拿起针线为心爱

的女儿缝制衣裙。[ 8 ]这些情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意志

坚定 ,情感丰富 ,有血有肉的科学家形象。

因为科学家是人性的 ,本身具有科学的一面 ,更具有人

文的一面。尽管科学家总是试图反映客观 ,但他的科学研究

活动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和

制约。翻开爱因斯坦文集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

话 ,“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 ,是人们所知道的最

客观 ,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 ,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

东西 ,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 ,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 ,

是主观的 ,受心理状态制约的。”[ 9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

家对科学活动的亲身体验 ,他体验到科学家是科学活动的主

体 ,人文因素不可忽视。

2. 科学研究活动离不开科学家自身的主观价值判断

科学体系的建立从一开始就离不开科学家的价值判断

和选择。这种价值取向来自于科学家的信仰或信念。我们

都知道一个逻辑科学体系的建立其基础是要有一个前提性

公设。这一前提性公设一般是超验的 ,是形而上学的。另

外 ,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科学家有一种对自然秩

序的信念。“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 ,相信事物之中存在

着一定的秩序 ,尤其是相信自然界存在秩序 ,那么现代科学

就不可能存在。”[ 10 ]这种对自然的信仰或信念一般是建立在

宗教感情上的 ,是先验的。

科学研究活动无不和科学家的思想及生活背景密切相

关。科学家由于生活背景的不同 ,自己的思想信仰也各有不

同 ,这种信仰或是宗教的亦或是哲学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无

不渗透到科学研究的活动之中。在欧洲 ,较早地占据人类心

灵的是宗教文化 ,基督教更是近代科学的一个直接思想资

源 ,近代科学就是在那里诞生了。1663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

时 ,首批会员中就有 68位具有宗教信仰 ,占会员总数的 62%

的人是新教徒。据统计 ,在美国到 1972年 ,全部获诺贝尔奖

的 77位科学家中有 73%的科学家是虔诚的宗教徒或宗教事

业的热心人。[ 11 ]在历史上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在经典物理

学中做出巨大成就的伟大物理学家牛顿 ,牛顿从小就致力于

献身宗教事业 ,他的科学成就基本是在他 43岁之前完成的 ,

他所成功描绘的自然界经典物理学图景 ,最后还是被他归功

于上帝了。爱因斯坦曾略带夸张地说 :“那些我们认为在科

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 , 全部浸染着真正的宗教信

念。”[ 12 ]

实际上人类文明史 ,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科学、哲学和宗

教的并存。哲学信仰对科学的影响虽然不是显相的和直接

的 ,但实际上科学家与哲学的关系却是比较紧密的。这种联

系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量子论的创始人普郎克 (M.

Planck)坚信 ,纯粹思维倘若不依靠感官知觉是决不能获得

任何知识的 ,从本质上说 ,每一条物理定律都涉及到感觉世

界的一个事件。这种哲学信仰宛如一根红线 ,贯穿了他的全

部科学生涯和对自然哲学的思考。这也是一根贯穿自康德

以来大约一百年历史的德国物理学传统的红线 ,它为科学哺

育了爱因斯坦 (A. Einstein)、玻恩 (M. Born)、海森堡 (W.

Heisenberg)、基尔霍夫 ( G. Kirchhoff)、赫尔姆霍兹等这样一

些巨人。”[ 13 ]

现代科学史家迪昂曾指出 ,并没有脱离理论的纯粹观察

语言。他所说的理论就包含了科学家先入为主的思想信念

等。他还指出 ,历史不是逻辑 ,科学家不可能摆脱其所生活

的时代的形而上学偏见。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中也曾

提出 ,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 ,改宗典范并不是一个纯粹

的理性过程 ,通常要花一代人以上的时间 ,许多伟大的科学

家甚至终生都拒绝接受新的典范。接受新典范可以有各式

各样的原因 ,主观因素如信仰、美感、名望等。[ 14 ]例如 ,在 18

世纪下半叶 ,布莱克、普莱斯特勒、卡文迪什和舍勒等人通过

试验 ,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氧气 ”,但由于燃素学说在思想中

的固守 ,执认“氧气 ”为“去燃素空气 ”。普莱斯特勒和卡文

迪什还发现 ,氢气 (燃素空气 )与氧气结合产生水滴 ,但他们

却把氧气看作是“去燃素的水元素 ”。科学史上科学家受自

身思想信念的影响而导致成功和失败的事例不胜枚举 ,科学

史实际上是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科学家在科研活动中不断对科学发现进行着审美判断 ,

因为他们相信大自然是美的 ,其本质性的东西是和谐、统一、

对称、简单的。以此作为信念 ,“自然科学家能够从常人欲望

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献身科学事业 ,从而导致重大科学发

现。”[ 15 ]正是对宇宙和谐美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 ,使哥白

尼发现了托勒密地心说不符合美学原则 ,过于复杂牵强的破

绽 ,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日心学说 ,进行了一次科学的革命 ;正

是对统一性的追求 ,使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 ( J. Maxwell)

于 1864年完成了物理学史上的一次大综合 ,揭示了电、磁、

光的统一性。利用几个简捷的基本方程描绘了自然界电磁

场性质和变化规律。并曾在《自然 》杂志上发表一首名为

“电的情丝 ”的诗 ,抒发了对科学美的情怀。让我们想不到的

是“卤素在双环苯与氯化钾反应过程中的比较迁移率 ”也会

是刊登在美国 1971年 1月 15日《有机化学 》杂志上的一首

诗。科学的确是一首理智的诗。他们用艺术创作的眼光审

视科学之美。甚至把科学研究等同于诗画的艺术创造和追

求。“科学家像艺术家一样 ,遵循着美学考虑 ”[ 16 ] ,周身涌动

着创作激情 ,投入到对科学美的追求之中 ,让想象自由翱翔。

3.科学研究活动更是科学家的创造性思想活动 , 是理

性和非理性交织的过程

科学研究是极富创造性的活动 ,创造性的火花往往在一

瞬间闪现 ,它靠的是直觉、灵感和想象等思维方式。在科学

史上 ,靠单纯的理性和抽象推理等思维方式获得的科学发现

寥寥无几。科学创造单单运用逻辑思维 ,纯粹按逻辑规则进

行推理 ,是没法完成的。爱因斯坦就曾强调 ,没有什么合乎

逻辑的方法能导致一些基本定律的发现 ,有的只是直觉方

法 ,辅之以对现象背后规律的一种爱好。生物学家梅尼科夫

在谈到发现细胞吞噬作用时曾说起过这样一个经历 :我独自

在显微镜下观察一只透明状鱼幼虫中游离细胞的寿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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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一个新念头闪过脑际。我突然想到 ,这类细胞能起到保

护有机体不受侵袭的作用。爱因斯坦也正是利用想象的“追

光实验 ”揭示出经典理论的疑难 ,为相对论的建立奠定基础 ,

而和朋友聊天时产生的灵感、顿悟实现了时空相对性的真正

突破 ,在科学史上留下了一笔重彩。

科学活动虽然是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 ,但世界无限 ,认

知无限 ,非理性思辨就成了科学研究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科学

胚胎。“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

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 ,推动着进步 ,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严格地说 ,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17 ]对于无限

的未知世界 ,我们只能靠想象和猜想去开辟探求之路。著名

地质学家魏格纳 ,在翻阅世界地图时惊奇地发现 ,非洲大陆

与美洲大陆的海岸线一凹一凸几乎可拼对耦合。面对这一

现象他产生了一种冲动 ,他想象着两海岸可能在历史上为同

一大陆。这一非理性的思考虽然在闪念之间 ,但却成为他激

情和意志的驱动力 ,驱使他不辞辛劳在两岸荒漠的冰原上寻

找各种动植物化石标本 ,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终建立

起了“大陆漂移学说 ”。

既便是所谓的“科学知识 ”也是科学家在一定历史条件

下对自然界有限部分作用和认识的结果。这一结果是一定

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无疑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和历史局限

性。历史上“燃素说 ”、“热质说 ”、“地心说 ”都曾流行一时 ,

也曾解决了好多问题 ,解释了一些自然现象 ,似乎得到过实

证。但这些被认为是“科学的知识 ”,今天看来却是过时的、

错误的、是主观构建的。谁能说科学创造的过程不是理性和

非理性的交织过程呢。

科学研究活动本质上是客观真理的追求 ,但客观性和逻

辑性并不是它的全部。作为一项创造性活动 ,它离不开科学

家的意志和激情、直觉和灵感。“整个科学史的确不只是认

识的历史。除了认知因素以外 ,还包括大量社会的、心理的、

宗教的等等因素 ,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非理性因素 ,它们对

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8 ]科学史研究离开了人

文关怀 ,所展现给大众的就成了运转的“理性机器 ”和空洞的

逻辑抽象。在科学史研究过程中树立科学家为中心的观念 ,

更多地引入人文关怀 ,使我们能够把科学活动的客观性和科

学家的主观性联系起来 ,并把科学活动与社会历史背景联系

起来 ,全面把握科学活动的复杂过程 ,还原一个个活生生的

科学家形象、生动的科学活动场景和科学发展过程。

【参 　考 　文 　献 】

[ 1 ]林德宏 ,肖 　玲. 科学认识思想史 [M ]. 南京 :江苏教育出

版社 , 1995. 30.

[ 2 ]邢润川等. 论自然科学史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 J ].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 2000 (4) : 33.

[ 3 ]刘大椿.科学哲学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98. 23.

[ 4 ]马来平等. 理解科学 [M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2003.

271.

[ 5 ] [ 6 ] [ 13 ]赵万里. 特殊群体 [M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1998. 15、24、10 - 11.

[ 7 ]许永璋等. 世界著名科学家传 [M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

社 , 1999. 449.

[ 8 ]许卫兵.科学家的个性 [M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2001. 69.

[ 9 ] [ 17 ]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 (第一卷 ) [M ]. 范岱年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76. 298 - 299、284.

[ 10 ]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 [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1989.

123.

[ 11 ]朱克曼. 科学界的精英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82.

98.

[ 12 ]许良英等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 ) [M ]. 北京 : 商

务印书馆 , 1979. 256.

[ 14 ]郝刘祥. 科学史与人文主义 [ J ]. 自然辩证法研究 , 1998

(10) : 64.

[ 15 ]孔宪毅 ,邢润川. 试论自然科学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

[ J ]. 齐鲁学刊 , 2002 (4) : 109.

[ 16 ]托马斯·库恩. 必要的张力 [M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87. 337.

[ 17 ]孟建伟. 科学 :理性与非理性的张力 [ J ]. 自然辩证法研

究 , 1997 (11) : 18.

(责任编辑 　郭晋风 )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