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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研究科学哲学领域里后现代思想的起源及其基于理性的反思计划，指出后现代科学哲学所固 

有的现代性本质，同时提出后现代科学哲学是在科学与历史、科学与其他文化关系上对现代科学哲学的精致扩展， 

其目的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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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后，在艺术、文学和文艺批评领 

域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到 70～80年代上半期，随 

着哲学、人文和社会理论的卷入，形成一股波及全球 

的文化思潮，“后现代”成了当代学术界和一般文化 

生活的一种“话语”特征。然而“任何关于后现代讨 

论都要求澄清现代性概念和它基于理性的反思计 

划”It J，科学哲学也不例外。 

一

、 后现代的现代性澄清 

“现代”从时间尺度上说，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 

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过程；从价值尺度上说， 

则是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2】。“现 

代性”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是一种“后传统的秩 

序”。指后封建的欧洲建立的在 20世纪日益成为具 

有世界性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或者说是“工业化 

的世界”【3 J。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则是一种“态度”， 

它“有点像希腊人说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4 J‘‘现 

代主义”是一种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伴随现代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以推崇理性，追求主体 

独立性，寻求看待世界的统一形而上学框架为特征 

的世界观。 

“后现代”由米尔斯在 1959年明确地提出，并用 

以表示西方世界中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理想的破 

灭。“后现代”强调社会先于个人，它拒绝哲学的普 

遍化倾向，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给予非理性与理性 

同等的地位，“后现代主义”尝试用叙述代替逻辑，因 

为它不认为意义可以被逻辑和语义的分析所决定， 

也拒绝为文化提供理论基础的做法。与指称一个历 

史时期或一种社会类型的“现代性”不同，“后现代” 

不指称什么，只是一组文化现象，故要进一步给出 

“后现代”的精确定义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太含混 

和多变，以至于无法对其进行范畴化，从这个意义上 

说后现代主义很难被称作为一种“主义”，它只是一 

种思潮。对“后现代主义”不能从割裂的背景进行理 

解，它并不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并不是现代主义的 

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而其实“后现代 

总是隐藏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 自身包含着一种超 

越 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冲动⋯⋯现代 

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 J后 

现代主义只是要重新表述现代的某些特征，故它的 

“所有风格都在现代主义中有案可稽”，并且“现代主 

义的风格即是后现代主义的法则”【6 J。 

二、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思想渊源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遭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 

批判的同时，曾盛行于英美，清除过英国唯心主义与 

经验主义，美国实用主义的逻辑经验主义也开始受 

到质疑。逻辑经验主义的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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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及其在对科学理论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 

时，只是静态考虑科学的逻辑结构，而脱离科学发展 

的历史以及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相应的文化背景，忽 

略研究者个体心理因素的观点逐渐受到了后来的科 

学哲学家的不满和批评。 

20世纪 50年代初，奎因打破了关于分析语言 

与综合语言的界限和观察陈述与理论解释的区别的 

逻辑经验主义教条，认为“科学双重性依赖于语言与 

经验；但这个双重性不是可以有意义地追溯到一个 

个依次考察的科学陈述的”[ ，还认为由于证据受 

到了理论的污染，逻辑定律就成了一种相对的约定。 

他提出用知识的整体去代替词或陈述以面对经验的 

审视，从而使得理论和资料、事实和价值、意义和真 

理都在整体论的意义上形成一体。奎因的哲学立足 

于新的整体论视角，可以看作科学哲学中后现代思 

想开始的一个标志。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强调对话语 

形式的意义应该在人类的具体叙述中寻找，而不是 

在超语言的抽象中；认为对知识基础的追求的任何 

企图，与思辨的形而上学无异，都是没有意义的。这 

样一些具有后现代思想特征的认识和理论也在领域 

的各个方面随着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蔓延开 

来。 

而后的一些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又与后现代主义 

有着一种内在契合，科学哲学“到后现代的领域上旅 

行，部分地是和波普尔一起进行的，在很长时间里又 

有费耶阿本德为伴，⋯⋯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 

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做出了贡献。”L8 J 

到20世纪 60年代，库恩对从逻辑经验主义到批判 

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传统提出了挑战，在 1962年出 

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的概念，通 

过分析范式的概念，强调了科学活动是社会与认知 

的统一，重新审视科学哲学中的科学价值和道德规 

范等社会历史因素，开始了科学哲学的逻辑主义向 

历史主义的转变。经其后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和 

劳丹的“研究传统”，历史主义者们注重了对科学理 

论作整体评价，在他们看来科学并不只是经验事实， 

还有更重要的出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 

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认为“理论如同 

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 

殊的个体性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 

的更广泛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 

的缺陷。”[ ]把科学当作人类的历史活动，强调科学 

与其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历史性及科学活动中 

人们的价值取向。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与观察“受 

理论污染”等观点，包含了后现代思想的起源，受到 

后现代主义者的推崇。 

费耶阿本德则走得更远，他指出科学是人所发 

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与宗 

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区别，科学的优越性 

也并不是论证的结果，而只是政治、制度甚至暴力压 

制的结果，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 

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 

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加]‘‘怎么都 

行”及方法论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对纯粹用自然科 

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批判其它文化的观点，已经取 

消了科学的地位，走到了非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想也在这里得到更加集中的表现。 

其后的罗蒂的后分析哲学所代表的后哲学文化 

观、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 

生成、利奥塔的科学由知识向权力的转向及叙事学 

转向和范·弗拉森的“建构的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 

观点等将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观点表述得更加彻底 

和更加系统化。 

三、科学哲学中后现代的现代性解读 

20世纪中后期的后现代思潮对人类文化产生 

了巨大影响，科学哲学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各种体现后现代的学术思想纷纷产生，很多学者甚 

至预言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后现代转向”趋势，认为 

后现代科学哲学将会是科学哲学的必然发展方向。 

然而把这一分界放入当代“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 

以之作为西方哲学“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则并不 

恰当[11]。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体现在现代生活的经 

验和行为上是一种价值上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一 

方面它使得现代社会从物质的贫乏、宗教的束缚和 

愚昧与迷信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现代社 

会在发展中趋于迷失，带来科学技术异化、能源和环 

境危机、文化与政治冲突等问题。但这种价值上的 

两重性本质是现代性的理性反思，在此之中，可以通 

过理性的建构来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种理性 

体现在普遍规范和科学知识之中，它能提供理性的 

自我纠错手段，并提供克服科学中独断论教条的手 

段。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以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为标 

志．通过反对以古典归纳法为核心的经典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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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数理逻辑工具，以“逻辑 一经验”理论框架结 

合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传统与数学传统，开创了理性 

的现代科学哲学传统。而这种科学理性却被当作认 

知上的一种工具，受到了后现代科学哲学家的批判， 

奎因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时提出的整体论和概念的 

相对性，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批判和对语言的反思，库 

恩的关于科学史的革命性观点及引入的范式概念， 

而后，更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把各种社会维度也 

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在对现代性的批评中，他 

们逐渐达成了一种认识：即首先科学没有牢固不变 

的基础，没有绝对确定的知识，没有普遍存在的真 

理；其次科学不是无能动力的世界的客观表象，而是 

作为认知主体和被认知的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建 

构性结构，只是权力关系中的语言游戏的表现。 

虽然这些批判有的来 自理性本身，有的来自科 

学史或科学与社会乃至文化的关系，但是这些主张 

都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主张的反题，它们从不同程 

度上体现了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依赖，也就是说它 

“并不是如所宣称的那样的后现代，而只是经过伪装 

的现代性，或者可以说是现代性的某些基本特性的 
一 种扩展。”【 ]如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在方法论和认 

识论上是相对主义的，然而却更多地带有辩证法的 

情绪，他们的思维方式反映出哲学家们对复杂事物 

演化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学特性的关注，与同时代的 

系统自组织理论的理论主旨具有一致性，后现代主 

义哲学思维方式是“对 自组织动力学原理的自觉不 

自觉表达”，虽然有时是“极其片面和有严重缺陷 

的”[13]。但这是后现代主义者在思维方式上向现代 

的回复，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做出的最有价值的选 

择。或者说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攻击只是对于现代 

性的维护，都在捍卫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立场，如启 

蒙、理性、科学和 自由等，它攻击现代性不是因为现 

代性始终符合这些价值立场，而是因为现代性在发 

展中有意无意地背离了这些价值立场，它强调的理 

性和自由的适度与兼容，使现代性变得更加宽容，因 

而，后现代是现代性走向成熟的体现。 

此外，当今科学哲学的重要方面仍是在自然科 

学具体领域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上，科学哲学家们“仍 

然困惑于什么会带来好的解释，什么样的证据会为 

理论提供什么样的确证”等问题，并“仍然试图以具 

体的方式回答它们” 引。科学哲学家包括后现代科 

学哲学家的所有工作，“都无法完全取代从逻辑实证 

主义和波普尔那里得到的关于科学哲学的研究模 

式，可以说，目前为止，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尚未出 

现能够引起革命的理论。”[ ]历史地看，后现代科学 

哲学的出现只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重要 

后果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 

具体表现。所以，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 

正出路，虽然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突出强调了科 

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但是，研究科学 

的历史发展(历史主义)和研究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 

系(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今 

时代的科学这个主题，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 

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 

最根本的意义”u 。 

四、结论 

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认识从纯粹科学内部的逻辑 

结构关系扩展到了科学与历史，科学与社会文化甚 

至科学与政治等的外部关系，后现代思想在这一扩 

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后现代并不是和 

现代相断裂的一个崭新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 

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个部分。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 

主义的终结，而是一种不断再现的现代主义的新生 

状态。 

虽然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具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 

征如反对科学理性、反对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注重 

科学与历史、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的价值评 

价和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等，但是，无论是主张后现 

代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 

态，它都无法摆脱和绕过现代性这个关节点。这样， 

后现代在其激进的声势下遮蔽的却是对于现代性的 

特别的理解和同情，这种所谓的“后现代的转向”不 

是替换，解构也不是颠覆，而是为现代性增强基础， 

并开拓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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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rationality，pointing out the inherent mod ernist character of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po int that the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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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el taxation is vcry common overseas，however the policy targets are different，and which results in different taxation in。 

struments．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first make a review of the objectives of fuel tax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such as US，EU， 

South Mrica．Japan and Australia，and then making an evalua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China．In the end，some sug 

gestions are put forward．Explicit targets will help to design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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